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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中戏剧教学部分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策略
戈心悦

（四川传媒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45）

摘要：戏剧是一种重要的艺术门类，也是大学语文人文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当下的大学语文戏剧教学中存在种种问题，

如忽视戏剧艺术本质特征，使“案头”与“场上”泾渭分明；教师教学方法单一，教学资源匮乏；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学习动力缺失；

通识类课程不被重视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如明确“戏剧教育”的本质，恢复“戏剧艺术的本体特征”；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深度交叉融合不同学科；引导学生参与戏剧实践等等，将教学策略应用到教学实践，解决大学语文戏剧教学部分存在的

问题，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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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演剧传统与戏剧教育的意义

戏剧是一种重要的艺术门类，也是大学语文人文通识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一样，是大学语

文教学中的重要板块。目前党和国家对戏剧教育高度重视，2022

年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将“戏剧”正式纳入义务教育阶段艺术课程内容中。而在 2023 年

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中，

提出要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以浸润作为美育工作的目标和路径，

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在艺术实践活动普及行动中，

提出要完善面向人人的常态化学校艺术展演机制，让每名学生都

有展示的机会和平台，做好校园精品剧目校际展示，多途径多渠

道宣传校园优秀展演节目和作品，戏剧教育成为美育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其实，学生演剧或校园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成为了中

国现代话剧的滥觞。1899 年，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学生首次演出《官

场丑史》，标志着学生演剧活动的开端，而受其影响上海其他院

校的演剧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1907 年，中国留日学生组建立了

中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李叔同和曾孝谷等人在日本东京

演出了《黑奴吁天录》，标志着中国话剧正式诞生。其后，1914

年南开学校成立新剧团，1912 年清华学校成立清华新剧社，1920

年北京大学成立新剧团，1925 年复旦大学成立的复旦剧社。到了

抗战时期，校园演剧继承五四的传统并加入政治宣传和配合战斗

的社会功能，西南联大成立了一三剧社、怒潮剧社、南友剧社等，

开展演剧活动。由此可见，学生演剧或校园戏剧在我国话剧发展

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生参与戏剧活动对于其社会实践与人

格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而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由于戏剧不同于一般的文本作

品，它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因此在戏剧部分的教学过程中仍然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二、当下大学语文中戏剧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教法：“戏剧艺术本体特征缺失”

“案头文本”脱离“场上表演”的情况在大学语文戏剧教育

中是普遍存在，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大学语文中的戏剧教学

一直停留在文本教育中”。教师在讲述戏剧部分相关篇目时，往

往把戏剧文本当作了小说文本来讲述，只关注其中的情节故事，

而忽略了戏剧的文体特征，造成了授课过程中“戏剧艺术本体特

征缺失”。例如高思春就指出：“对于戏剧教学来讲，面临的主

要是戏剧教学过程中戏剧艺术本体特征缺失的问题，教学实践过

程中，某些教师将古代戏剧作品（如《窦娥冤》）当成文言文来教，

将现当代戏剧作品（如《茶馆》）当成小说来讲，这些做法都忽

视了戏剧的文体特征，只注重了戏剧艺术文学性的一面，舞台性

的一面被彻底分离出来。”

这种戏剧文本脱离舞台演出的授课方式，本质上是与教师的

学科背景紧密相关的，承担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师们大多是中国语

言文学专业的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在传统的中文系授课中，往往

采用的就是文本研究，而非戏剧影视专业那种更倾向舞台实践的

研究方法。但是，戏剧毕竟不同于其他的文学样态，戏剧如果脱

离舞台演出，那么就不能算作是活的艺术了。因此，在大学语文

这类通识类课程中如何使戏剧回归其本质就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

关键问题。

（二）教师教学：教学方法单一与教学资源匮乏

文学按照体裁划分可以分为四类：诗歌、散文、小说、戏剧。

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戏剧教学部分与其他文学体裁的讲解具有显著

的不同。戏剧既属于文学的文本阅读范畴又属于剧场的实践演出

范畴，基于教师的专业背景差异对于戏剧艺术本体性这一问题的

理解产生一定偏差，而这种理解偏差直接会导致教学设计和教学

效果的偏差，例如在戏剧戏曲部分的讲授中，教师仍然按照传统

的讲授式教学，而这种教学方式无法充分展现戏剧的表现性和生

动性，因此往往教学效果不佳。

任文姝在探究戏曲教学方法时发现，“在戏曲部分的日常教

学中，大多数时候都是老师遵循对戏曲文本的作者进行常识性的

介绍，然后进行分角色朗读，接着分析人物性格特点和戏剧冲突，

最后再赏析戏剧语言等流程来讲解。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引导

学生了解了一些戏曲文本相关的知识，但是并没有让学生真正的

领略到戏曲的综合性艺术美，这样的教学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文化

与内涵深层熏陶的目的。”

除了主观认识外，在客观教学条件上也有局限。就具体的教

学情况而言，大学语文等课程的讲授场地被禁锢在教室当中，教

师能够利用的教学手段是极其有限的，除了多媒体设备可以播放

音视频外，如果想在教室中营造演剧观剧氛围，创新教学方式是

极其困难的。

（三）学生学习：学习兴趣不足与学习动力缺失

除了上述学科理念与教学方法的问题之外，学生语文基础薄

弱，语文学习兴趣不浓厚，对中国古典戏曲陌生，学习中国古代

戏剧或外国戏剧时畏难等等情况也会导致语文教学达不到理想效

果。陈霓在《“戏曲进校园”背景下高校戏曲文化教学策略研究》

中谈到“（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作品的了解大部分仅停留在中

学语文课上简单了解的《窦娥冤》《西厢记》上。对于中国戏曲

的发展脉络、元明清三朝重要的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了解极少。”

笔者所任教的高校作为一所国内非常有代表性艺术类高校，学生

构成基本上以艺术类考生为主，少部分为文化类考生，本校学生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较好表现，但是文化课基础相对薄弱。

同时，语文从基础教育阶段的“主课”转变成为本科阶段的

通识类课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根本不同在于专业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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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功利性的，因而是单向性的，而通识教育是非功利性的，它

反映了一种培养‘完人’的理念。”基于本科阶段通识教育的非

功利特点，在教学中受学生重视程度不够而居于边缘地位。此外，

就课程体量而言，语文课程本身庞杂的知识内容与有限的授课时

间之间也存在矛盾。

三、在通识类课程中戏剧教育的改革路径

（一）明确“戏剧教育”的本质，恢复课程教学中“戏剧艺

术的本体特征”

“教育戏剧”指的是“教学过程中，借用戏剧技巧，让学生

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亲身体验学习内容，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素养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教育戏剧是一种紧贴学生身心的教学，是

认知活动和肢体运动的统一。”戏剧教育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教

育方式（包括讲授戏剧基本常识，讲述剧本情节内容，分角色朗

读原文，分析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等等），而是使用一种戏剧思

维进行教学，“即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技术及场地条件，如多媒体

教学、情景式教学及学生角色化表演等，最大程度地还原戏剧本身，

使学生身心都深入到戏剧场景中去，以剧中人物的思维，并能超

出戏剧思维，以现代人发展的思维方式去还原戏剧、理解戏剧。”

要实现这种教学方式的转变并不容易，还需要教师自主学习

戏剧影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掌握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影视戏

剧学科的研究分析方法运用到戏剧研究之中，理解戏剧的本质，

掌握戏剧艺术的发展流变，了解中外戏剧家的时代背景与人生经

历，广泛阅读观赏古今中外优秀的戏剧作品，尽可能避免戏剧艺

术本体特征缺失。在戏剧部分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量限制，

需选择经典篇目作为讲解对象，还需为学生系统地补充中外戏剧

基础常识，如发生发展、艺术特征、程式体系等，有条件还可以

结合地方特色补充当地特有剧种和代表剧目。

（二）提升教师专业的教学能力，深度交叉融合不同学科以

提升综合素养

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既要具备本专业的扎实基础，又要广泛涉

猎其他相关专业领域，如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学、电影学等学

科理论，积累一定的编导演实践经验，通过深入交叉融合不同学

科不同专业，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强化通识类课程的育人目标。

因此，教师的进修学习不应只聚集于本专业，还应当为大学语文

教师提供其他相关的专业培训与实践训练。

就教学设计而言，除了采用多媒体教学、内容情景教学（观

赏戏剧或影像）等传统教学手外，还可以通过角色体验（演剧）

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教师提出了一条“学生预习——老

师常规式教学，强化文化感知——戏曲欣赏——角色体验式教学，

强化文化认同——师生互动探讨——启发式教学，强化文化思考”

的教学路径，很值得参考。

而王晓娟也认为“大学语文教学中应用教育戏剧的重要环节

是文本的戏剧化改编。”在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中也在积极采用

有别传统的戏剧教学方法，具体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如下：

第一，根据经典文本改编话剧：让学生从教材选录的小说戏

曲文本中自由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一部或一篇，基于文本进行话

剧改编。

第二，民主决议选定最佳剧本：将每位同学改编后的成果在

班级内举行一次互读评分会，选出大家最喜爱的改编作品。

第三，自主排练集中展演话剧：将学生最喜爱的剧本重新交

给同学们并进行话剧排练，最后将排练好的话剧在班级内部集中

演出，教师进行细致点评。

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流程，同学们几乎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教学

活动之中，对教材选录的各种经典文本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三）引导学生进入到戏剧现场，零距离接触戏剧才能真切

领会戏剧魅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如果仅仅依靠课堂

上教师的讲解和课本上单调的文字，很难凸显戏剧艺术的现场性

特征，只有当学生真正接触到正在发生的戏剧时，才可能真正领

略到这一艺术门类的独特魅力。在进行戏剧教育时，应将文本教

育与舞台教育相结合，将文本学习与舞台表演相结合，将中国传

统戏剧与西方戏剧教育相结合。

笔者曾参演了由广西戏剧院与广西民族大学联合排演的大型

壮剧《黄文秀》，这部壮剧的排演采取了专业剧团与高校社团合

作的崭新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戏剧传播效果，“在剧团同高校学

子联合演出中，高校学子直接亲身参与戏剧排演过程，沉浸式感

受壮剧的戏曲魅力，有效地扩大了戏曲艺术在青年人之间的影响

力，长远来看对壮剧乃至其他戏曲艺术的传承普及都有重要意义。”

因此，为非表演专业的学生也提供类似的合作项目或戏剧工坊，

让学生零距离接触戏剧，真切领会戏剧魅力。

除了为学生提供戏剧实践机会，引导学生自主进入剧场仍然

需要解决其兴趣动力不足的问题。不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文

本都不了解甚至十分畏惧，因此可以将陌生的戏曲文化与同学们

熟悉的流行文化相关联，在寓教于乐中传播中国戏曲文化。而陈

霓老师的教学实践就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讲授昆曲妆扮时结

合新版《红楼梦》中“铜钱头”的人物造型；在讲解昆曲《牡丹亭》时，

取材于其的电影《花落梦深处》，并讨论“生生死死随人愿”的

爱情观的现代启示；在讲述京剧时，结合电影《霸王别姬》，回

顾段小楼与程蝶衣长达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思考传统文化的生

存状态；在区别京剧、黄梅戏的声腔特点时，分别结合李玉刚的《新

贵妃醉酒》、慕容晓晓的《黄梅戏》作为直观案例等等。通过各

种新颖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走近戏曲，体会其中的艺术美感。

除上述外，不少学者基于自身的教学实践也提出了可供参考

的策略，例如：要在剧本阅读和剧目观演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感受力，

强调戏剧文本的整体阅读，让学生了解整个剧情的梗概，采用角

色阅读的方法，更好地把握人物心理，并且结合经典戏剧片段的

观看，加深文本理解；在文本分析和体验学习中培养学生的审美

鉴赏力，既要在文本基础上评析剧作风格、剧中人物，又强调体

验学习，通过片段演出、创作实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立足于

场景思维，提出了场景思维协同思政的教学策略，通过场景教学、

角色扮演、沉浸体验帮助学生提升戏剧欣赏能力。利用雨课堂等

智慧教学工具，为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提供戏剧资源和教学

指导，课前提供所讲授篇目的影视作品，课后为学有余力的同学

提供其他相关影视资料或文献材料，形成分层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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