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剧进校园这些年，成效几何？

【记者探访】

2022年9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梁美琪 美编：张汉松 校对：蔡佳 陈泽佳

04/05

涨知识

院校合作开发粤剧教材
9月16日上午，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小学戏剧教室里传来悠长的粤腔声，四年

级的学生正在接受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陈韵红的教学，学生们团团围住陈韵红，

领会陈韵红用丹田发声的技巧。

“我们在舞台上必须声情并茂。”在粤

剧里，人物的表情和眼神是否到位，往往

能体现演员的专业素养。陈韵红让学生

眼里有神地看着观众，29名学生起初没有

掌握技巧。她对学生说：“看着我，想象着

你们很喜欢我，眨两下眼睛，专注地表现

喜欢时的眼神。”学生们抓住要领，在表达

喜欢的感情时，脸上洋溢着喜悦的微表

情，由内而外散发出灵气。

陈韵红向新快报记者表示，要采用学

生能够理解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掌握表演

技巧，这是她从事推广粤剧走进校园十多

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2018 年水荫路小学被评为广州市粤

剧特色学校，近年来，水荫路小学与广东

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的教授、广东省粤剧院

的名家和广州市粤剧院的名家开展合作，

院校合作共同开发一系列适于学生的粤

剧艺术教材。其中，邀请省粤剧院国家一

级演员彭庆华、广州粤剧团的陈韵红、广

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教授走进课堂，教授

师生粤剧唱腔、知识和表演技能。

大老倌亲自到校执教
在广州市真光学校，粤剧项目负责人

涂瑞霞老师向新快报记者介绍道，学校的

粤剧课程根据九年一贯制学段的不同，设

计了包括倪惠英老师自创的粤韵操的训

练、《小沉香》等经典粤剧唱段的表演以及

《红棉颂》等粤语歌谣的习颂等系列课程，

学校还设立了校园粤剧博物馆，旨在让更

多的学生零距离地感

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倪惠英曾亲自到

广州市真光学校教授粤韵操，令同学们收

获满满的。七年级的李漫欣同学说，学习

了两年的粤韵操，她的形体有了很大的改

变，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了起来，从以前

的内向唯诺到现在的大方得体。

粤剧课程的打造，既培养了学生的艺

术气韵，也逐渐打造了学校美育品牌。广

州市真光学校于2020年成为广州市中小

学美育高水平团队，学校《文武芳华，粤韵

校园》唱段在广州市中小学生戏曲展演活

动中精彩亮相。

长期在此任教的国家一级演员何宇

青老师说：“作为粤剧艺术专业工作者，我

们有责任、有义务把粤剧艺术传承下去，

当然这也需要中小学校有艺术教育与文

化传承的情怀。”

粤剧进校园成“一校一品”
五花八门的脸谱、头饰、云肩、戏服、

武打道具，灵动的剧照、整齐的获奖证书

……小小的舞蹈室里陈列的物品琳琅满

目，这些都是大南路小学作为全国优秀文

化传承名校多年的沉淀。

音乐老师马颖怡介绍，自愿报名参加粤

剧课后班的同学不少，会在此基础上挖掘好

苗子进入表演班，一开始教起来很有难度，

不过也培养出很多“小师傅”带着同学们一

起学习，这仿佛已经成为学校的传统；有时

候，她看到有真正喜欢粤剧的学生连平常走

路都在练习，仿佛“角色就是本人”。

语文新课标很注重传统文化的发展，

推行粤剧进校园可成为“一校一品”。马

老师说一开始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

《荔枝颂》到《金猴献瑞》到《苗》再到《桥》，

他们从来不拘泥于经典，深耕学科教材，

开拓出更加契合时代、契合小朋友的作

品。比如《桥》是结合六年级同名课文重

新创作、《金猴献瑞》诞生于猴年和孩子天

真活泼的结合，近期正在学习水袖则是受

到《白蛇传》的启发……不断推陈出新，传

统的剧目需要新的表达，通过粤剧学习告

诉他们什么叫传承，教予他们新能量。

开展多元化普美教育
以粤剧元素为题材，进行

多元化的普美教育。大南路小

学的美术老师黎老师和同事们，每年都

引导学生 DIY 做粤剧头饰、云肩、袍服

等作品。

加强“沉浸式”体验
不仅“进校园”，还要加强

“沉浸式”体验。粤剧文化推广

专家陈健光介绍，最近广州一汽巴士有限

公司推出的“粤剧主题公交8路线”，除了

粤剧装饰车内外，还有特色“粤剧报站”。

可以安排附近学校的同学们参与乘坐，通

过特别的方式感受粤韵，邀请粤剧老师在

巴士上“沉浸式”教授“粤剧报站”，这就是

一次特别的课外课堂。

“粤剧进校园”的成效，负责授课

的粤剧演员都能切身体会到。2018年

至今，广东粤剧院一团演员张贺茵参

与了过百场“粤剧进校园”活动，足迹

遍布佛山、东莞、深圳乃至香港和澳

门。对张贺茵来说，结合生活素材因

材施教，是激发孩子们兴趣的关键。

“在上课之前，我一般都会详细了解班

级情况，因为小学的低年级和高年级

所喜欢的东西会有不同。小学低年级

我会选择从语文教材里的故事展开，

例如讲《西游记》里的唐僧骑白龙马，

我就会向他们示范粤剧里的骑马动

作。”在幼儿园，张贺茵会将孩子们的

早操歌改编成粤剧；到了中学，张贺茵

又别出心裁地教学生用粤剧念白的韵

律节奏朗读《木兰辞》。“我想告诉孩子

们，粤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可以

通过粤剧去做任何事情。”

张贺茵说，学习粤剧能够塑造孩子

的精气神和自信心，“我曾经遇到一个小

学生，他平时比较调皮好动，经常会被老

师批评，很爱哭。”张贺茵回忆道，“但我

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他非常聪明灵动，

所以我安排他上课时做小队长，带队

‘走圆场’，给了他很多鼓励，令他更加

热爱粤剧课堂，也有信心做好学生。”

广州有班精灵细路哥 唱起粤剧全场大叫“安可”

粤剧美，粤剧好，
佢係岭南艺术的瑰宝。
粤剧历史长，诞生在本土；
流播全世界，名上非遗谱；
舞台百花开，艺苑似画图。
一段数白榄，把我们带进了粤剧这个粤

方言区最具影响力和海外最具代表性的中
国戏曲剧种，它在2009年被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4年11月，广
州市教育局制定了《广州市粤剧进校园工作
方案》。2015年12月，广州市评选出15所
首批粤剧传统教育特色学校，市教育局联合
多方合力组织开展相关活动。

时至今日，粤剧进校园已开花结果，异
彩纷呈。这不，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大南
路小学的学生哥们，穿上戏服唱起粤曲童谣
《月光光》。稚气中带着专业，优雅中藏着活
泼，一个专业的眼神飘来，瞬间招来了全场
师生大喊“安可”（注：“再表演一次”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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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安可！安可！”在近千人的

剧院里，观众热情高涨地要求演员返场，

声浪直冲天花板，但这里不是演唱会现

场，而是广东粤剧院“粤剧进校园”活动

的其中一站——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广

东粤剧院一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吴泽

东是此次活动的主讲人，学生们的热情

令他至今印象深刻：“他们自己制作专门

的宣传海报和门票，剧场里坐得满满当

当，连过道、出入口都挤满了人。”

“粤剧进校园”十余年来，开展得

如火如荼，众多机构走进小校园，面对

面、手把手地指导，粤剧社团一下子火

起来了。仅2019年至2022年，广东粤

剧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大中小学及幼儿

园完成了200多场进校园讲演活动，开

展近2000课时的粤剧培训课程，举行

了100余场演出，受众达10万名学生，

范围覆盖到中国澳门、广东、广西以及

荷兰等地。今年3月，广东粤剧院“粤

剧进校园”活动荣获“2021 广东‘非遗

进校园’十大精品案例”。

广东粤剧院党委书记、院长曾小

敏曾说：“希望让所有喜爱粤剧的群

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能够参与其中，

品味粤剧艺术的魅力，为粤剧艺术的

传承与发展助力。”

“劝君读下书，开卷涤心智……”婉转的曲音扩散开

来，系着红领巾的小姑娘坐姿端庄，拿出水杯喝了口水

清清嗓子就开唱了，她手势干净、眼神灵动，一场即兴演

出信手拈来，这是大南路小学四年级学生傅安迎，她学

习粤剧近三年，是学校名副其实的“当家花旦”。

“她真的很喜欢粤剧，平时在家洗澡、上厕所她都

会哼两句，做作业也把粤剧曲目当作背景音乐。”安迎

妈妈笑着说起安迎在家里的状态，她知道安迎很享受

唱粤剧，全身心投入学习传统的粤剧文化，“对于她喜

欢的，我是双手双脚赞成。”她认为，粤语是广州人的

根，听到粤语就感到亲切，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能够

接受粤剧的熏陶，重新找回童年的回忆。

“我第一次上场也不害怕，再难的动作我也能学会。”安迎吐

字清晰，落落大方，安迎妈妈也说从来没看见她随意大哭大闹，她

认为粤剧的学习带给了孩子沉稳大气的性情品格。

■大南路小学四年级

学生傅安迎穿上戏服，

即兴一曲《蝶恋花》。

越秀区已有5所学校
成为粤剧特色学校

越秀区开展“粤剧进校园”较早较好，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道，越秀区已有5所学校成为了粤剧特色学校，

其他学校也积极推进粤剧进校园。具体做法

是根据校情及学情每学期制订计划，聘请专家

进行辅导，排练剧目。参加校内外活动及各类

比赛，为学生创设展现自我和提升艺术修养的

平台。

而下一步要擦亮学校文化品牌，比如设计

“唱响粤剧文化”手册，在册子中设置粤剧小知

识、粤剧名家、粤剧乐器、唱响粤韵、粤创作、小

小粤剧迷等栏目。结合学校教育理念创作表

演剧目，打造属于自己学校特色的传统文化。

“粤剧进校园”十余年， 既传承岭南文化，又赋能素质教育

■妈妈沈春燕是粤剧老师，在后台为女儿

张芷烨化妆。

■广州市真光学校小演员们在校园彩排粤剧《小沉香》。

“ 云 手 ”“ 拉 山 ”“ 翻 身 ”“ 旋

腰”……“粤韵操”是粤剧名家倪惠英

及广外艺团队，以粤剧身段结合学生

体操运动而创编，共分为4节，严格按

照教育部对于学生课间操的标准，在

保持艺术体操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将

粤剧表演的一些基本身段动作如云

手、顺风旗、旋腰、翻身、弓箭步，以及

粤剧的南拳功夫糅合在一起，并选取

了广东音乐进行编辑配乐，在展现粤

剧优美身段的同时，让师生们得到身

心锻炼。

2015 年“粤韵操”创编出来后，

不少学校积极响应，普及活动如雨

后春笋，迅速在广州、深圳、东莞等

多地中小学校园中蓬勃开展起来。

2022 年 6 月“广东省中小学粤韵操

培训”项目启动以来，全省有 20 个

地市和省直中小学校 200 多名教师

踊跃报名，争当首批粤韵操“种子”

教师，成效显著。

“在悠扬的粤曲声中，把手、眼、

声、法、步等粤剧身段融入体操，让学

生们既可健身又可以学到粤剧知识，

以青少年更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粤

剧，润物细无声般将这一传统文化融

于学生的血液。”倪惠英说。

“粤韵操”，以青少年更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广粤剧

短短数年已举行100余场演出，受众达10万名学生

粤剧进校园，大咖怎么看？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

门道；行当各不同，台上领风骚。小

生耍折扇，花旦水袖舞；丑生白鼻哥，

官生踢蟒袍；小姐摇团扇，小旦走碎

步；老生要稳重，花脸要粗豪；青衣要

端庄，小武要威武；仲有金猴孙悟空，

花园摘蟠桃。”陈健光先来一段介绍

粤剧的念白。

他说，粤剧是“粤韵、粤调”的一张

极具特色的文化名片。要唱好粤剧，

粤语是根本，“一字一音，白口唱和”

是其特点，粤剧进校园能为学生提供

更直接、更标准使用广府话的机会，

更能唤起他们对家乡文化的热爱。

相比平时只是去看粤剧、听粤曲，亲

身参与“传唱”，能让学生做到“知其

然而知其所以然”，并在其心中播下

传播的种子。

●张贺茵（广东粤剧院一团演员）：

“我想告诉孩子们，粤剧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陈健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主持人）：

参与“传唱”，更能唤起孩子对家乡文化的热爱

下一步，如何继续推动粤剧进校园？

如何进一步推动粤剧进校园的工作？各方人士纷纷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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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高”粤剧鉴赏水平
“我们的校长、老师、同学，有多少人是完

整地看过一出粤剧的？”一位“粤剧迷”的小学

校长坦率地告诉记者，要将粤剧的鉴赏作为提升审美水

平、提高文化自信的高度来看待。她建议：近年很多粤

剧院团用粤剧演绎本土故事，例如广东粤剧院的《鸿胜

馆》和《红头巾》、佛山粤剧院的《南海十三郎》、广州粤剧

院的《南越宫词》等，均用广东大戏的形式讲述广府本土

故事。组织同学们观演，让主创团队以工作坊的形式讲

述相关人物和文化，也是“粤剧进校园”的另一形式。

和童谣、讲古“混搭”
另一位推广“粤剧进校园”多年的校长则

坦言，这是好项目，但也比较“烧钱”，那些没

被评为粤剧特色学校的拿不到专项经费，开展活动会

比较困难，所以希望能得到其他渠道的支持，如在“粤

剧名家送戏入校”中，多些被选中；同时要学会做减法，

减少服装方面的投入等。为了让同学们更广泛地参

与，可以和粤语童谣、粤语讲古等结合，守正出新，适合

现代审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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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荫路小学学生出演抗

金英雄。

■小萌娃参加广州市教育局2022年粤韵操比赛。

■倪惠英老师亲自到广州市真光学校教授粤韵操。

■大南路小学的《金猴献瑞》在粤剧博物馆演出。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大南路小学“当家花旦”傅安迎：

“她真的很喜欢粤剧，平时在家洗澡、
上厕所她都会哼两句，做作业也把粤剧曲
目当作背景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