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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学戏曲

一、教学思路

(一)设计思路

戏剧是我国传统的戏曲形式,戏剧音乐是我国音乐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戏曲不仅可以让学生通过学习戏曲唱段感受戏曲音乐的特点,培养对戏曲

音乐文化的感情,而且还能让学生了解戏曲所特有的表演手法、化妆特点及服装

特色,以丰富其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唱戏曲比学唱歌曲稍有一些难度,其演唱特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有一定

的距离。因此,设计此单元的教学目标时要求不能过高,只是让学生听一听、唱一

唱,有兴趣就行了。
本单元在选曲上注意了短小,贴近生活,好听、好唱、好记的原则,涉及的知识

面不宽。通过“看脸谱”“辨剧种”“学唱段”,吸引学生在主动参与中学习、感受。

(二)内容结构

学
戏
曲

—

—
看
脸
谱

—— 欣赏《唱脸谱》(领唱、齐唱)

—
辨
剧
种

—

— 欣赏《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 欣赏《甘洒热血写春秋》

— 欣赏《对花》

— 欣赏《江雪》

—
学
唱
段

—
— 唱歌《青蛙打鼓》

— 欣赏《静夜思》(川剧高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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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目标

1.接触戏曲音乐,学唱戏曲片段,感受其特点。

2.了解戏曲常识,欣赏戏曲的相关脸谱并尝试自己动手,提高学习兴趣。

二、教材分析、介绍

(一)欣赏《唱脸谱》(领唱、齐唱)

这是一首采用通俗音乐创作手法,汲取了京剧音乐素材的“戏歌”。
歌词为外国人看京戏时的惊叹评价,通过“没见过五色的油彩,愣往脸上画,

‘四击头’一亮相……”这一独具特色的京戏文化导入,概括地再现了《盗御马》《三
国志》等不同朝代的优秀传统剧目和窦尔敦、猴王、夜叉、妖怪、精灵等神奇又可爱

的形象,以引起人们对京剧的关注,赞美京剧艺术之出神入化。
歌曲结构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紧拉慢唱的旋律特点中,巧妙地加上

了强劲的节奏,同时融英语于歌唱之中,增添了情趣和幽默感。这部分的结尾

如下:
 

这旋律乍看来似乎离京韵太远,细品味,又确在京韵之中。这种若即若离、富
有歌唱性的通俗旋律,灵活而又恰到好处地提示了词义,丰富了歌唱色彩,突出了

时代气息,又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还具有外国人学唱京戏的特点。
第二部分,完全使用京剧唱腔,从而与第一部分的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

“ ”,这

段旋律流畅潇洒,富有激情,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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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谱:

唱 脸 谱
(领唱、齐唱)

 
阎 肃 词

姚 明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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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Opera:“京剧”的意思)
此戏歌中涉及的剧目、人物及戏曲常识:
《盗御马》,京剧传统名剧《连环套》的头本,是京剧的传统剧目。
曹操(155-220) 即魏武帝。我国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传统

剧目《三国戏》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关羽(? -219) 我国三国时的蜀国大将。在戏曲舞台上,自元迄今,关羽的

戏一向脍炙人口。
张飞(? -221) 我国三国时的蜀国大将。他是非分明,信守忠义,是历代文

学、戏曲作品中的重要艺术形象。
包拯(999-1062) 北宋大臣,著名清官。铁面无私、不畏权势、清廉刚直。

中国文学、戏曲中的典型人物。
四击头,亦称“四记头”,戏曲锣经。音响节奏均强,由于大锣在小锣和钹的配

合下共敲四下而得名。用以配合角色的“亮相”。
阎肃(1930-2016) 我国词作家、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歌剧

脚本《江姐》《党的女儿》,京剧脚本《红灯照》,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故乡是北

京》《北京的桥》《长城长》《雾里看花》《前门情思大碗茶》等。
姚明(1948-2018) 我国一级作曲家,任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歌

舞团。主要作品有《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唱脸谱》,电影音乐《龙凤

娇》,电视剧音乐《天桥梦》《朱元璋》,舞蹈音乐《醉鼓》等。

(二)欣赏《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这是豫剧《花木兰》中花木兰的唱段。《花木兰》也叫《木兰从军》《代父征》,取
材于南北朝的《木兰诗》。写南北朝时延安人花弧,多病无子,时边境战事起,朝廷

征兵,其女木兰乔装男子代父从征,在军中屡建奇功。征战十二年,胜利归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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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贺廷玉奉旨到其家封赏,始知为女子。许多剧种均有此剧目。京剧系梅兰芳曾

扮演此角,豫剧中常香玉擅演此角。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是乔装男子、替父出征的花木兰在奔赴战场的途中所

唱。同行者中有一位不愿打仗的壮士说:“这天下苦差事都叫我们男人做了,这女

子们成天在家……”为了开导说服这位壮士,花木兰列举事实说明了女子们的功

绩,最后得出了“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的豪情壮语,使得同伴无言可辩。
这是一段豫东武生腔,曲调简朴,易学易记。从20世纪50年代在群众中广

为传唱至今,也常常被许多歌唱家作为音乐会的戏曲独唱保留节目。
唱段从“男子打仗到边关”至“千针万线可都是她们连”用了二八连板,字字句

句紧紧相连,节奏短促,铿锵有力。最后一句中“不如儿男”几个字用了切分节奏

和甩腔,加之旋律音程的跳进及重音演唱的衬字“嘿嘿”,使唱腔更加雄壮有气魄,
突出了花木兰豪迈奔放之情。因此,每当常香玉唱到这里,观众总是报以热烈的

掌声。
附谱: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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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欣赏《甘洒热血写春秋》

选自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故事取材于曲波的同名小说《林海雪原》。

1946年冬季,解放战争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辉煌的胜

利。由某部团参谋长率领的一支追剿队,遵照毛泽东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

地》的指示,进入深山老林,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巩固后方,配合野战军,粉碎美蒋

进攻。
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座山雕匪帮,到处烧杀掳掠,扰乱后方,人民恨之入

骨。在遭到我军痛击后,逃回威虎山老窝,妄图依仗地势险要,负隅顽抗。
威虎山工事复杂,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侦察排长杨子荣沿途侦察,深入山中

问苦,在常猎户父女帮助下,找到土匪的线索,并缴获了座山雕垂涎已久的“秘密

联络图”。通过提审土匪栾平,又掌握了有关“百鸡宴”的情况。在杨子荣请求下,
经过党支部委员会和战士民主会的讨论,参谋长派杨子荣改扮土匪,假借献图,打
入威虎山。

杨子荣胸怀朝阳,打进匪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智慧和勇敢,成功躲避了凶

恶、狡猾的座山雕的多次盘问与试探,取得其信任,并及时送出了情报。
参谋长率领追剿队进驻夹皮沟,发动群众,恢复生产,组织民兵。铁路工人李

勇奇见到日夜盼望的人民军队,激情满怀,决心跟定共产党消灭顽匪。追剿队和

民兵一起滑雪、练兵,准备战斗。
追剿队整装待发,申德华又取回了杨子荣送出的情报。这时,情况突变,小火

车被炸,土匪栾平在押送途中逃跑。参谋长立即决定,急速出兵。追剿队和民兵

由李勇奇带路,迎风没雪,直捣威虎山。
栾平逃到威虎山,给杨子荣造成严重危险。杨子荣临危不惧,机智沉着,抓住

敌人的虚弱本质主动进攻,处死了栾平,并按计划布置好“百鸡宴”,将匪徒全部集

中在威虎厅用酒灌醉。追剿队和民兵及时赶到,与杨子荣里应外合,全歼顽匪。
《甘洒热血写春秋》展示老生行当的唱腔,西皮快二六板,唱段表现了侦察排

长杨子荣胆大心细、足智多谋的形象和他不畏艰险、勇于献身的大无畏的英雄

气概。

(四)欣赏《对花》

黄梅戏是流行于安徽省的一种地方剧种。主要唱腔有“平词”(又称“正板”)、
“火板”(又称“快板”)等。《对花》属于黄梅戏中的“小调”,根据小戏《打猪草》中一

个唱段的片段改编,表现了两个儿童相互对花猜谜的天真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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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谱:

对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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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欣赏《江雪》

这是一首川剧高腔唱段。歌词系唐朝诗人柳宗元的诗。唱腔系根据川剧高

腔曲牌《新水令》改编。
《江雪》是柳宗元被贬官到湖南永州时写的一首短诗,描写江上的雪景。诗的

大意是:山山岭岭,飞鸟都躲藏起来了,看不见它们的踪影;路上行人的脚印也全

被雪盖住了;在严寒的江面上,有一只小船,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渔翁迎

着风雪独自钓鱼。
在这首诗中,他描绘了一个渔翁在大雪弥漫中垂钓的形象。诗的最后一个字

才点出“雪”来,但前三句就已抓住雪景的特点作了出色的描绘。从“鸟飞绝”“人
踪灭”和渔翁披着蓑衣,戴着斗笠,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漫山遍野盖着厚厚的白

雪了。
柳宗元(773-819) 又名柳子厚,河东(现山西水济)人,唐代中期进步的思

想家和著名的文学家。
高腔 戏曲的一种声腔。其特点是声调高亢,台上一人独唱,台后众人帮腔;

只用打击乐,不用管弦乐伴奏,富有朗诵意味。川剧、湘剧、赣剧等都有高腔。
附谱:

江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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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唱歌《青蛙打鼓》

《青蛙打鼓》是一首根据河南豫剧音调创作的儿童歌曲,也可以叫作戏歌。歌

词采用拟人化手法,指出小青蛙不爱护乐器是错误的,从而让学生懂得爱护劳动

成果。歌曲为
  

拍,一段式结构,由两个乐句构成。第一乐句由两个小节构成,

第1~4小节为第一乐节,第5~10小节为第二乐节。第11~14小节为间奏部分。
第二乐句为第15~22小节,最后Ⅴ-Ⅰ正格止全曲,无转调。整首歌曲风趣、活
泼、诙谐。倚音和下滑音的巧妙运用,突出了豫剧音调和河南地方语言特点,极具

表演性。
张文纲(1919-1990) 作曲家,1939年入重庆音乐干训班学习声乐和作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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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45年毕业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并留校任教,后在广西艺术专

科学校、上海中华音乐院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中

央歌舞团、中央乐团工作。主要作品有大合唱《飞虎山》、歌曲《我们快乐地歌唱》
《我们的田野》《少先队植树造林歌》等。

(七)欣赏《静夜思》(川剧高腔)

歌词是李白一首著名的小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朴实寻常的四句话,含义很深。宁静的夜晚,月光洒在地上,一片洁白晶

莹。诗人见到月色,首先想到的是霜,暗示这时已是秋天了,由月想到霜,由霜想

到季节的变换,时间的推移,自然想到离开故乡的日子久了,引起对故乡的思念。
月亮高挂天上,照到床前,同时也照着故乡的土地。抬头望月亮,想象故乡的情

景,但不可能上明月去望久别的故乡,低下头来自然陷入更深的怀念。
音乐根据川剧高腔曲牌改编而成,极具吟诵特点和抒情性。
附谱:

静 夜 思
(川剧高腔)

 (唐)李 白 诗

王起聪、蒋元福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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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701-762) 又名李太白,唐朝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揭露了封建社会的

黑暗,反映了人民的生活,赞美了祖国的壮丽河山。

三、教学建议

本单元建议用6课时完成。

本单元分为“看脸谱”“辨剧种”“学唱段”三个部分,实际上就是“看”“听”
“唱”。“看”和“听”是初步感受,“唱”则是进一步感受,并有一定的了解,要求不宜

过高。
教材安排了欣赏京剧脸谱、川剧丑角脸谱,欣赏戏歌《唱脸谱》并学唱其片段,

以及学画脸谱的活动。

(一)看脸谱

1.欣赏京剧脸谱。

教材选用的脸谱仅是许多脸谱中的几例。这几幅脸谱中,孙悟空是每个学生

都认识的,可从它开始,引出一些问题,如“孙悟空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要画上

这么多图案?”“为什么要用多种颜色?”等。通过思索、讨论,各抒己见后,得出以

下几个结论。
(1)脸谱是中国戏曲中具有特色的面部化妆,具有表现人物性格和塑造形象

的作用。
(2)不同的脸谱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红脸表示忠诚、耿直、有血性,白

脸表示奸诈、凶恶或愚蠢,黑脸多表示刚正不阿,黄脸多表示智勇,绿脸表示鲁莽,
金脸、银脸多为神怪仙佛,但这些也不是绝对的。脸谱的颜色细分非常复杂,有
红、老红、紫、赭、粉红、黄、蓝、绿、蟹青、淡青、白、灰、黑、金、银等。颜色的不同,也
是为了使观众便于区别舞台人物,否则坐得较远,就难于辨认,所以同场角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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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颜色浓淡相映,一目了然。
(3)脸谱在多年的演变中,已经有精细的区分和多种勾画方法,如整脸、三块

瓦、歪脸、老脸、元宝脸、十字门等。
(4)各种脸谱都给人以美感,具有审美价值。

2.欣赏川剧脸谱。
和其他剧种一样,川剧“丑”角也有多种类别。在教学中不必细分,而且这部

分内容的专业性很强,对小学生来说,也不必介绍得那么细和繁,让他们觉得新

奇、好看即可。另外,很多地区都有当地的剧种,教学时,可用来替换川剧。因此,
关于脸谱常识的介绍不能脱离地方剧种的实际。

3.教材脸谱简介。
脸谱是戏曲演唱时面部化妆的一种谱式,主要用于“净”(花脸),是从唐代乐

舞“代面”所戴面具逐渐演变而来的。演员用各种色彩在面部勾画成一定的图案,
借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或其他特点,一般以红色代表忠勇,黑色代表粗直,白色

代表奸邪。
传统剧目里净角扮演的主要人物如包拯、张飞等,各有特定的脸谱,观众一看

脸谱即知其为何人。
丑角鼻上勾画的粉块,也属于脸谱的一种。从宋元南戏到现代的各戏曲剧种

中都有“丑”这一角色行当。由于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而俗称“小花脸”,又同净

角的大花脸、二花脸并列而俗称“三花脸”。传统剧目中的“丑”扮演的人物种类繁

多,有的心地善良、语言幽默、行动滑稽,有的奸诈、刁恶、卑鄙。根据人物性格、身
份的不同,分文丑、武丑。扮演女性人物时称“彩旦”“丑旦”“摇旦”“丑婆子”。

窦尔敦:脸谱为蓝花三块瓦脸。性格刚猛,绰号“铁罗汉”。京剧传统名剧《连
环套》中《盗御马》一节的寨主。

张飞:脸谱为十字门脸。以黑色为主,高大、勇猛。《三国戏》中的主要人物。
武天虬:脸谱为绿碎花脸,眉头紧皱而隆起,是凶猛之状、疑思之态。此谱用

于故事戏《恶虎村》。
孙悟空:金色脸谱。家喻户晓的神魔小说、神魔戏剧《西游记》中的艺术形象。
典韦:脸谱为黄色,三块瓦脸。《三国戏》中曹操部下的大将,善使铁戟。

4.欣赏《唱脸谱》。
(1)《唱脸谱》的教学要抓住“听”和“唱”,让学生感受京戏的韵味,除了完整地

聆听歌曲以外,可以摘其一片段反复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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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聆听的基础上,跟随录音唱。指导学生把这几个片段唱会、唱准,做
到吐字、咬字正确清晰。歌词中涉及的历史人物和戏中人物,不必逐一介绍,只需

做简单的交代。
此歌的后半部分,要指导学生学唱。学唱时,侧重点不要放在唱曲调上,可听

一两遍后,直接跟唱,要将第一段歌词重点练习唱,反复练唱,直到会唱会背后再

唱第二段、第三段。练唱时,要处理好各句的起拍,将八分休止符唱准确,为此,可
先朗诵几遍歌词(按曲调的节奏),然后再唱。结束处唱起来比较困难,应单独

练习。
学习《唱脸谱》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京剧唱腔音乐的韵味特点,而不在于将《唱

脸谱》唱会、唱好。
(2)在《唱脸谱》后,安排了一个“创创做做”,要求在纸上用颜色勾画脸谱。教

学时,可考虑以下几个步骤。

①总体设计。
可从以下脸谱中由老师指定一种让学生画,也可由学生自己选一种勾画。

a.整脸

全脸一色,只勾画两道眉。

b.粉白脸

白粉涂满脸部,用黑色勾画眉、眼、鼻窝及面部肌肉纹路。

c.豆腐块

在鼻、眼之间涂上一小方块白粉。

d.老脸

将两道白眉夸大,眉梢往下勾画至耳间。

e.元宝脸

也叫半截脸。将眉眼以下勾画成花脸,额间一片留而不勾,花形似元宝。

f.三块瓦

突出眉、眼、鼻窝。将两腮及额勾画为三块(三块的颜色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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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着色。

③细加工。

④加注,简要说明。

⑤评价。
在自评、互评的基础上,展示脸谱作品。

(二)辨剧种

此部分教材选用了《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甘洒热血写春秋》《对花》《江雪》,让
学生在欣赏听辨后填空。这部分教学的关键是“听”,让学生认真听、听好、听懂,
只有听好了才能辨别剧种。

1.欣赏《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欣赏《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不必专门介绍《木兰丛军》,可直接听唱段。听唱

段时,引导学生注意听装饰音在唱腔中的作用,从而感受到其高亢、细腻的特点。
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的生平、成就及艺术特点,也不必在这会儿介绍,如有条

件,可略加提示(在初中教材中再作介绍)。为了使学生了解豫剧的特点,除了解

装饰音的作用外,还应让学生反复聆听或模唱片段(包括间奏)。

2.欣赏《甘洒热血写春秋》。
听《甘洒热血写春秋时》,不必先作具体介绍,更不能指明这是京剧,可让学生

在熟悉音乐的基础上唱第一句,感受剧种的特点。

3.欣赏《对花》。
欣赏《对花》时,要让学生听出对唱、合唱的特点,并边听边学唱音乐主题。有

关黄梅戏的其他常识,不必在这里涉及。

4.欣赏《江雪》。
欣赏《江雪》时,让学生边听边看歌词,感受川剧的特点,老师可作简单的川剧

介绍。
在教材“创创做做”中,“选择填空”是对“辨剧种”的检验,因此,不能马虎从

事,必须在听辨的基础上进行。填空前要提醒学生多思考、多比较,找出各剧种的

特点,提倡相互讨论。
教材中介绍的四段音乐,在教学中可以改变顺序。教学时,也可根据当地地

方剧种的特点适当增删更换。

(三)学唱段

这一部分教材选用了《青蛙打鼓》《静夜思》两个唱段,并介绍了音乐知识———
滑音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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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唱歌《青蛙打鼓》。
《青蛙打鼓》的学唱要与《刘大哥讲话理太偏》作比较,在了解两者风格的相同

点后再唱,可采用视唱与听唱相结合的方法,几处装饰音的学唱可采用对比法,

将“
  

”与“
  

”“
  

”与“
  

”对比,感受不同的效果。歌中的间奏不仅要让学生听,

还应 让 学 生 学 唱,从 听 和 唱 中 感 受 其 风 格 特 点,如 “ ”

“ ”,体会歌曲的风趣,最后达到背唱的要求。

2.欣赏《静夜思》。
《静夜思》是语文教材中学过的唐诗,教学可从它的朗诵开始。在对《静夜思》

进行教学时,让学生欣赏全曲,并学会前半部分的演唱,感受川剧的韵味。为了让

学生加深对川剧高腔的感受,这部分的演唱可采用领唱和帮腔的形式(唱尾声的

“啊”时,众人帮腔)。《静夜思》的音乐中出现了切分节奏与切分音,可用唱一唱、
比一比感受其不同,从演唱上感受这一知识,切忌对切分音作脱离学生实际的理

论讲解。

四、课例

欣赏综合课《学戏曲》

(一)教学思路

京剧又称京戏,是我国戏曲曲种之一,被视为中国国粹。而川剧也是我国戏

曲剧种之一,它是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艺术,由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调五种

声腔组成。本课以川剧变脸为切入点,从一开始就抓住学生的好奇心,为他们创

设了学习的情境,接着从认一认、听一听、画一画、唱一唱四个方面让学生了解川

剧的特点,去认识川剧中脸谱的意义;学习《唱脸谱》,感受京剧音乐的韵味特点,
激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提高模仿能力。

(二)教学内容

感受与鉴赏 表  现 创  造 音乐与相关文化

欣赏川剧,认识丑角、脸谱,

欣赏歌曲《唱脸谱》

演唱歌曲后半段并进

行表演

设计 自 己 喜 欢 的 脸

谱,表演戏曲唱段
音乐与美术、戏剧表演

(三)教学目标

1.使学生通过认识与创作脸谱、聆听戏曲、表演戏曲等学习活动,了解脸谱在

戏曲中的重要作用,感受中国戏曲的音乐特点,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同时激发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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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学生通过认一认、听一听、画一画、唱一唱的学习方式,在轻松活跃的气

氛中认识戏曲脸谱。

3.激发学生对戏曲的学习欲望,培养他们模仿演唱的能力及表演的能力。

(四)教学重、难点

能分辨脸谱的特点,能模仿演唱戏曲唱段。

(五)教学准备

钢琴、音乐课件、脸谱(若干)、颜料等美术工具,空白的面具若干。

(六)教学课时

1课时。

(七)教学过程

1.课件导入(目的在于抓住孩子们的好奇心,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创设学习氛围)

(1)师生问好。
老师:同学们,今天老师给你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表演,请看!
(2)老师播放音乐课件———《变脸》。
2.认一认(目的在于从直观的视觉上激发学生们对脸谱的了解欲望,从而培

养他们对戏曲的学习兴趣)

老师:这是什么表演?
学生:变脸!
老师:对! 这是川剧里有名的表演———变脸。这里的脸指的是脸谱,脸谱是

戏曲表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脸谱,你们都认识吗?
(1)老师利用音乐课件播放一些脸谱的图片(如关公、张飞、美猴王、曹操和一

些川剧中丑角的脸谱图片)。
(2)学生边欣赏图片,边说出脸谱的名字,说不出的由老师告知。
老师:你们最喜欢哪个脸谱? 说说你们的理由。
(3)学生发表自己的感受。
3.听一听(目的在于让学生从听觉上感受戏曲中脸谱的不同性格特点以及戏

曲唱段的音乐特点,并能用动作模仿戏曲中人物的动作)

老师:这么多的脸谱却没有两个相同,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了

不同的人物性格。让我们来听听关于它们的歌———《唱脸谱》。
(1)老师用课件播放音乐《唱脸谱》,学生进行初次听赏。
老师:你们听到了谁的名字? 说说他的脸谱特点并模仿一下他的动作。
(2)学生发表自己的感受,并用动作模仿戏曲人物的动作。
老师:让我们再听一遍,并用动作表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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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复听一遍,学生用形体动作再现一个个生动的戏曲人物形象。
4.画一画(目的在于让学生在设计制作脸谱的过程中熟悉音乐旋律)

老师:看了这么多的脸谱图片,通过歌曲我们也了解了各个脸谱的特点,现在

让我们分组在桌上的空白面具上,设计出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脸谱面具,开始行

动吧!
(1)学生边听音乐边画脸谱,老师播放音乐《唱脸谱》并出示歌单。
老师: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 说说你们的作品特点。
(2)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并说明创作意图和特点。
(3)相互评价。
5.唱一唱(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演唱和表演戏曲唱段,了解脸谱在戏曲中的

重要作用,培养他们模仿表演戏曲的能力)

老师:如果让你们也唱唱戏曲,你们能试试吗? (学生答略)
(1)学生边看着歌词边跟着钢琴演唱后半段歌曲,老师进行纠正。
老师:让我们跟着音乐表演一遍,老师唱前面,你们唱后面。
(2)学生跟着音乐表演戏曲唱段。
老师:真不错! 下面请大家将刚才你们自己制作的脸谱面具戴上,跟着音乐

一起表演。
(3)学生戴上脸谱面具跟着音乐边唱边表演。

6.小结

老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仅认识了戏曲的重要元素———脸谱,而且还从音乐

中感受到了戏曲的无限魅力。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长河中,戏曲堪称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让我们一起去更深入地了解它、认识它吧!
(李宏根据原课例改编)

五、补充资料

戏
 

曲
 

简
 

介

(一)什么是戏曲

戏曲这一名称是我国所特有的。一般外国的戏剧,分为歌剧、舞剧、歌舞剧、
话剧、哑剧等,而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被称为戏曲。顾名思义,戏曲是戏与曲的结

合,在我国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它们均有着悠久的历史。
戏,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巫风(傩)、傀儡、滑稽、俳优等,像今天的相声和

滑稽中的“逗哏”“捧哏”“插科打诨”等因素,大概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到了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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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了散乐、百戏、参军戏、踏摇娘、代面、钵头等形式。而百戏、参军戏等名称中

“戏”字的出现,说明“戏”的成分在不断地增加,这孕育着宋代后期戏曲的真正形

式。“曲”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各种民谣,《国语·周》中就谈到“烈士献诗、瞽
(盲人)献曲、史献书”。周秦的大型乐舞,也可以说是属曲的范畴。后来以曲相称

的有汉唐的大曲,到唐后期曲子形成,就成为宋的词体,以至发展到元的曲体,明
的南北曲、昆曲,直至今天的戏曲唱腔。可见,“曲”在历史上还被用于文体,这是

因为我国文学与音乐一直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到了宋代,大都市的崛

起,促使市民艺术急剧发展,说唱音乐等各种表演类艺术的繁盛,造就了一种新的

艺术形式———戏曲。也就是说,文学、戏剧、音乐、舞蹈以至杂技等,到了宋代后

期,除了各自的发展以外,更主要的是融合为一体,朝着综合艺术的方向发展,于
是,形成了我国特殊的综合艺术———戏曲。

我们从《东京梦华录》等描写南宋市民生活的书籍中,可以看到那时开封、杭
州等大都市,均建有类似我们今天简易演出场所的“瓦舍”,大的可以容纳数千人。
表演的游艺种类丰富多彩,如与音乐有关的歌曲及说唱方面的:叫声、嘌唱、小唱、
耍令、唱京词、说史、讲故事、谈经、学乡谈、说浑话、鼓子词、唱赚、赚、诸宫调等;乐
器方面的:大乐、细乐、清乐、小乐器、独奏等;戏剧方面的:杂剧、杂扮、院本、南戏、
影戏、傀儡(有悬丝、杖头、水、肉、药法之分)等;百戏武技及体育方面的:蹴 、相
扑、举重、射弩儿、打弹、舞判、舞蛮牌、筋斗、倒立、折腰、弄腕、弄花鼓槌、上竿、踢
缸、过圈子、索上走、呈骁骑、藏人、虚空挂香炉等。还有很多小玩意,如弄虫蚁、商
谜、乔卖药、装秀才、放风筝、烟火、捕蛇等。有的和我们今天的同类艺术相接近,
如“叫声”大概就是叫卖调;“说史”可能就是后来弹词中的说大书;“索上走”类似

今天的走钢丝,当然,那时还没有钢丝只有绳索,故谓“索上走”;“虚空挂香炉”可
能就是古彩戏法,等,有的节目就不太容易理解了。还有的流传到了国外被保留

至今,如日本的相扑就是从我国传入的。这么多艺术品种在一起演出,它们互相

影响,互相融合,为戏曲这种新形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我国众多表

演艺术中,歌舞所占的比例最大,自唐以来歌舞的成熟程度,大大高于戏剧表演和

其他艺术的成熟程度。因此,当它们结合成为戏曲后,不可避免地使歌舞占有重

要的地位和极大的分量,成为戏剧表演最主要的手段。
外国人称我国的戏曲为“歌剧”(Opera),而不是通常所称的“戏剧”,其原因就

是它像西洋歌剧那样,是以歌唱为主来演绎戏剧故事的。当然,西洋歌剧中的器

乐部分比中国戏曲更为发达。但是他们几乎很少用戏剧语言,而我国的戏曲有不

同的方言及念白。他们的舞蹈,场面虽然很大,但很少像我国戏曲那样,经常把杂

艺武打等也包括进去了。总之,我国戏曲所综合的艺术成分,比西洋歌剧多得多。
然而,他们确实也抓住了本质的方面,我国戏曲大多是以歌唱为主,因此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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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就是“歌剧”。
我国歌舞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唐代。大型的宫廷乐舞场面壮观、气势恢宏,具

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对当时著名的乐舞

《霓裳羽衣舞》有着极为精彩的描述:“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烟娥敛

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到了宋代,宫廷乐舞走向民间,音乐舞蹈也就更接

近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宋代说唱音乐的兴盛,这种演绎故事的形式也增加了戏剧

的成分。宋代大诗人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似有今日万人空巷、争看

除夕春节联欢晚会的盛况那样。而唐代的代面、钵头、踏摇娘、参军戏等歌舞类戏

和科白类(以对白为主)戏,在演绎故事方面更是迈进了一大步。这样,就出现了

最早的戏曲形式———宋杂剧和金院本。从“杂剧”两字来看,其综合艺术的种类是

比较杂的,它是各种滑稽表演、音乐、歌舞、杂技的统称。而金院本指的是当时行

院(戏班)所用的脚本,金院本为元杂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元杂剧的形成则标

志着戏曲的成熟。这时出现了一大批剧作家和作品,我们熟悉的有:关汉卿的《窦
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月》等。元剧中

演唱的腔调就是所谓的元曲。由于那时比较注重唱词,所以元曲成为继唐诗和宋

词后又一文体形式,这是借用了音乐的名词。曲发展到明代又分南、北两大派,统
称南北曲。当然,各地音乐风格的不同古来有之,只是在那时比较集中地反映出

这种大的方面的区别而已。到了明代,较为突出的是各地民间声腔蓬勃发展,一
时成为时代骄儿的是昆山腔(昆曲)的形式,这是自我国戏曲产生以来最持久的一

种腔调,前后盛行几百年。今日的昆曲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自此,各地的声腔争相斗艳,形成我国艺术的最大宗。以后,昆曲逐渐衰落,被其

他剧种所超越,特别是清代中后期京剧产生以后,又一次形成了戏曲发展的高潮。
京剧流传到今日,始终以我国国剧的身份出现在世界的戏剧舞台上。

综上所述,戏曲,其“戏”和“曲”均可追溯到很悠久的年代,它们组合在一起,
作为我国戏剧的主要形式,也已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至于“戏曲”两字的由来,
最早出现在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
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从它和其他形式并列来看,仅是指元杂剧产生

前的宋杂剧。把“戏曲”名称含义扩大,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

奇,以至近代京剧和所有的地方戏在内的我国传统戏剧的统称,近代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在他著作的《宋元戏曲考》中精辟地阐述了我国上古至五代的戏剧,以及宋

以后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金院本、元剧、南戏等的产生与发展脉络。因此,戏
曲的渊源非常悠久,但其名称的用法则是近代以来的事,而且,随着近代外国戏剧

形式被大量引进,如歌剧、舞剧(包括芭蕾舞剧)、话剧、哑剧以及轻歌剧、音乐剧

等,这样,戏曲就成为我国整个戏剧中的一部分,成为我国传统戏剧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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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曲的魅力

我国戏曲产生以来,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戏曲不仅是我国艺术的最大宗,
而且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虽然人们的艺术趣味

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但“林妹妹”“宝哥哥”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说明戏曲仍然扎

根于人民中并被广泛传唱。那么,戏曲为什么具有这么大的魅力呢? 这要从戏曲

的艺术特点谈起。首先,戏曲的综合性特征是最受人民喜爱的。这种特征是在长

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和人们欣赏习惯的变化同步演化的。戏曲中各种艺术

成分,如文学、音乐、舞蹈、舞台美术、技艺等,均可以被观众各取所需地欣赏。例

如,有的关注于唱词的文学性,如内容上唱句的丰富内涵及形式上整齐的韵律、长
短句的交叉、平仄与四声的韵味等;有的偏爱于唱腔旋律的流畅动听或慷慨委婉,
往往为一句精彩的唱腔如痴如醉,击节叫好;也有的着重于欣赏优美的舞姿或火

爆的武打场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有的仅是来凑凑热闹,看看繁花的布

景和感受热烈的戏剧气氛。殊不知,很多观众就是从这种看热闹入门而后成为戏

迷的。其中,运用方言和家乡的曲调是戏曲受观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因为使用

人们熟悉的语言来歌唱与念白,听起来就感到特别亲切。而用方言来演唱的腔

调,更是人们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容易打动人们的心灵。这是戏曲独具魅力的

一个方面。
除了高度综合性特征之外,戏曲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它的虚拟性和程式

性。虚拟性表现于虚拟的舞台布景和人物的动作上。例如,以前戏曲舞台的布景

比较简陋,有时一桌、一椅就代表戏剧规定的情景。当然,这一方面与我国的艺术

生产力发展迟缓有关,但在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在表现手法上以少胜多的艺术特

点。在没有发明大型的布景或转台等装置之前,这种虚拟性的舞台布置能给予剧

情更多时间与地点的切换空间,从而形成我国戏曲的一大特点。即使以今天的舞

台而论,也不可能满足戏剧情节发展的全部需要。因此,虚拟性是中外戏剧所共

有的特点,只是我国戏曲的虚拟性特征,和我国的绘画等艺术一样,比较强调这一

点并富于强烈的民族艺术特色而已。与虚拟的戏曲舞台相适应的就是演员的表

演,常用虚拟动作来替代实际动作。例如,关门、开门的动作,在戏曲表演中是常

见的;又如骑马,拿马鞭子往胯下一过,说明已经骑在马上了,就可以表演各种马

上动作等。虽然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已采用庞大而多彩的舞台布景,然而,有些

虚拟性的动作仍富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不可替代。就拿骑马来说,真的把一匹马

牵上台去是极少见的,即使牵马上台,在如此小的场合,如何去表现一马当先、奋
蹄奔驰的形态? 只能摆摆样子而已,这样反而缺乏戏剧舞台的艺术性。因此,在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第五场“打虎上山”中,杨子荣骑马上山的场景采用了传统

的虚拟手法,用一马鞭子来表演骑马。演员运用劈叉等高难度的形体动作,加上

阵阵的马嘶声,仍能表现杨子荣骑马上山与虎周旋的光辉形象和强烈的戏剧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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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这种虚拟性赋予艺术性的表演是戏曲表演的特长,是戏曲魅力的又一方面。
程式性是中外一切艺术所共有的特征,我国戏曲的发展(包括观众的欣赏习

惯在内)也有自己的一套规范。程式实际上是任何事物在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现

象。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就有了相对固定的形式,这就是程式。但事物又

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因此,固定形式是相对的,发展变化则是绝对的。例如,以中

外音乐创作来说,外国交响乐曲的程式可谓是非常严谨的,但是,历来各国的作曲

大师既遵循着这种创作规则,又不断地打破它、丰富它,创作出富有新意的作品

来。同样,我国戏曲的程式也是很严谨的,如唱词句式的字数、句型都有规定,腔
调的运用和板式的连接也有一定的规律等。在表演上就更明显了,如圆场的走

法、水袖的甩法以至戏装的着法等都有一大套程式。程式本身都是直接或间接来

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提炼与升华而形成的艺术精髓。由于程式涵盖的时间跨度

较大,一旦形成就有较大的稳定性。因此,其变化常形成一种渐变的方式,现在的

青少年对戏曲的程式不太了解,因为这些程式大多是在表现以前生活过程中形成

的。例如:现代服装款式不是有所谓几年甚至更短时间更替翻新的说法吗? 从小

裤管到喇叭裤,从长裤到短裤、中裤等,形式在不断地翻新。其实,早在明代王骥

德时代,已有“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的说法(《曲律》)。现在,形式变化就更快

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人们的生活发生多大的变化,某些本质方面的东西

是不太会改变的。裤子总是为人所穿,小裤管、大裤管、长裤、短裤,形式可以翻

新,内容变不了多少。新的形式往往是在老的形式基础上有所改变、有所更新而

形成的。因此,过去程式中的很多东西,通过合理变化是可以为今天的形式所用

的。即使是另起炉灶,也不可能完全摒弃以前留下的东西,这大概也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这里面确实有高低、粗细、文野之分。既然程式是对现实生活的提

炼,因此就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我国的艺术创作,特别是戏曲创作,更多的是依

靠各种程式性的运用,因而更具有民族艺术的特征。但是,对于戏曲唱腔流派,不
管是学习者还是欣赏者,不少人仅以追求“像不像”为标准,甚至于期望能达到“克
隆”的地步。可以说这既是为其艺术的魅力所折,也是对程式的一种依赖。实际上

大可不必。如果真的能“克隆”演员流派,那流派也就无发展可言了。任何事物一旦

不发展也就被淘汰了,更谈不上保留了。因此,既要程式又不要程式化;既要继承、
利用程式化,又要注重对程式的发展,不断地提炼和总结现实生活素材,充实程式,
变化程式,甚至创造新的程式,这样才能满足不断更新的内容的需要。

(摘自《青少年学戏曲》)

《小女子本姓陶》

这是黄梅戏《打猪草》中陶金花的唱段。《打猪草》是戏曲传统剧目,写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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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花去打猪草,无意间闯进了金小毛家的竹林,还弄断了几根嫩笋。小毛以为

金花偷笋,两人吵了起来。经解释后,误会消除,小毛不仅把笋子送给金花,还帮

她提篮子送她回家。整个戏载歌载舞,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
黄梅戏源于农村,是在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此唱段中运用的锣鼓和唱

腔中的衬句,不仅使音调优美流畅,而且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小女子本姓陶》是
比较完整的黄梅戏唱段,并具有一定的情节。学唱前让学生先听录音范唱,避免

老师口头介绍。唱会后可采用多种演唱形式:第一、四段女生唱,第二、三段男生

唱,或各段均由女生唱词,男女生齐唱衬词,或由一人领唱,全体唱衬腔。
附谱:

小女子本姓陶
———选自黄梅戏《打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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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凤英(1930-1968) 黄梅戏女演员。安徽桐城人。13岁师从严云高学艺,
并不断吸取京剧、昆曲以及其他剧种的表演艺术,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黄梅戏的表

演和音乐。她嗓音清脆甜美,唱腔明朗流畅,音色优美,吐字清晰,表演质朴细腻。
主演《天仙配》《牛郎织女》等,这些作品均已摄成影片。

川剧音乐知识简介

川剧音乐分为三类九种。它继承了我国古典的“徒歌”“弦索”“管笛”三大腔

系的精华,又吸收了民间音乐中的杂腔小调和器乐曲牌,汇成了丰富的川剧音乐,
基本囊括了我国戏曲音乐的类型。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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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腔简介

昆腔:用“曲笛”伴奏。有文辞典雅,曲调优美,节奏平缓等特点。演唱时强调

字音、字义准确,情绪表达充分。
高腔:是打击乐和声乐相结合的一种音乐形式,由帮腔、锣鼓、唱腔三部分构

成曲牌,传统的高腔曲牌无管弦乐伴奏,现已试验加入管弦乐队伴奏。
胡琴:用“小胡琴”伴奏。有西皮、二黄、阴调三种基本腔格。西皮定 弦,二

黄定 弦,阴调定 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