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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昆曲表演专业语文课与昆笛课融合创新的探索
李玉侠

（苏州市艺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129）

摘要：2022 年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的关键年。立

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下，如何构建起全面发展的人

才培养体系，促进职教高质量发展是当前职教面临的迫切任务和

重要课题。职教高质量发展，关键看学校课堂教学质量。只有切

实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才能更好地培养高质量职教人才。本文主

要从语文课程与昆笛课程相融合的角度来分析探讨昆曲表演专业

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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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已初步形成体系，发展到了内涵全面

深化的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已推出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重大举措，明确提出了“深化改革”“提质培优”和“高质量发展”

等关键词，向我们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

策框架。2022 年是国家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攻坚的关键年。

在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下，如何构建起全面发展

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一个迫切的

课题。

职教高质量发展，关键看学校课堂教学质量。只有切实提升

课程教学质量，才能更好地培养高质量职教人才。作为一名从事

艺术职教已有 20 年的语文教师，笔者想从课程融合的角度来分析

探讨一下昆曲表演专业课堂教学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与方式。

一、课程融合，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趋势

民族的复兴靠人才，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必须是德才

兼备、德艺双馨的人才。在“十四五”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作出了重要指示，明确了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和行动指南。

昆曲，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深邃内涵。昆曲表演，是集歌唱、舞蹈、念白、动作为一体

的综合性很高的艺术形式。昆曲表演专业，是学校为培养非物质

文化遗产昆曲人才而设置的专业，经过五年（大专）或六年（中专）

的培养和教育，最终成为昆曲表演或相近的演艺行业所需的艺术

人才。昆曲表演专业学生因所学剧种的文学特性，必须具备深厚

的文化底蕴，才能更好地传承发展与弘扬昆曲艺术。

语文，作为母语学科，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学生心

灵滋养、文学素养培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从课程

融合的角度探索学校昆曲表演专业部分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的方式

方法，分析学校语文课程与昆笛课程融合创新的可行性途径与方

式，以切实提高学校课堂教学效果，提升昆曲表演专业教育教学

质量，培养高素质昆曲表演专业艺术人才。

二、课程融合，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新需求

昆曲表演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从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可以概

括为文化课程、专业课程和舞台实训课程。文化课程主要分为德

育课、公共文化基础课和计算机课；专业课程分为专业理论课和

专业技能课；舞台实训课，主要是指舞台实践实训课程。

多年的昆曲表演专业语文教学实践经历，让我越来越深刻意

识到，昆曲表演专业文化课与专业课确实需要融合创新，以更好

地提升课堂教学效果。下面具体以昆曲表演专业的语文课与昆笛

课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昆笛课，即学校昆曲表演专业的笛子课，课程教学目标主要

是让学生通过本课训练，掌握昆笛演奏曲目的同时，练习独奏曲目，

掌握颤、叠、震、打、赠、唤等细腻的技巧和气息控制等技巧。

昆笛课与语文课程相融合的想法，来源于学校期末组织的一

次青年教师说课评比活动。在观摩青年教师说课时，正好有幸听

到了昆曲表演专业昆笛老师的说课内容。该任课老师教授的内容

为《长生殿·惊变》中的一段曲调，或许是因为之前阅读过剧本《长

生殿》，对《长生殿》剧作比较熟悉，语文教材的戏剧单元也讲

过相关节选内容，在听昆笛老师授课时，内心就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我发现笛子专业老师在教授这支曲子的时候，需要先教学生这段

曲词的来源、句读（即断句），然后再解释曲词具体含义，接下

来教学生简单按照昆曲的节奏和唱腔唱出来，最后一个教学环节

才是用笛子演奏。

后来在这次说课评比活动结束后，我特地与笛子专业课教师

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与交流，了解到了昆曲表演专业课程对本课程

知识点的要求。当时的直观感觉是，作为昆曲表演专业的语文课

和昆笛课，真的可以根据昆曲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保证学科

整体教学目标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或者整合课堂教学内容，找准

切入点，使公共文化基础课与专业课精准融合，以共同提升教育

教学效果。

下面就以昆曲表演专业笛子课程内容为例简要分析一下：

笛子老师在教授《长生殿·惊变》一折【北中吕粉蝶儿】曲调时，

首先要先向学生简单介绍《长生殿·惊变》的故事背景与主要情节，

然后带领学生学习“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御园中秋色斑斓，

柳添黄，蘋减绿，红莲脱瓣。一抹雕栏，喷清香桂花初绽”曲词

的诵读，接下来再让学生弄懂曲词大意，最后才是用笛子演奏曲词。

作为昆曲表演专业的语文老师，在观摩笛子老师的说课过程

中，最强烈的想法是，笛子课的前半部分授课内容，完全可以和

语文课结合起来，由语文老师在语文课上完成前面曲词内容的断

句、诵读、作品创作背景、主要内容、故事情节以及作品创作主

旨等环节的讲解和分析，毕竟从文学作品或者语文课程内容的角

度来说，语文老师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在完成前面曲词内容讲解分析之后，学生再到笛子课上跟随

专业老师学习笛子演奏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样的课程融合方式将

是非常可行的课程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又如昆笛课讲授“昆曲曲牌”一节内容时，中间有“曲牌”、

曲牌来源、“词牌”和古诗词名句中的词汇出处等内容，老师会

讲到“曲牌是传统填词制谱用的曲调调名的统称”“忆江南、如

梦令、雨霖铃、水调歌头、念奴娇、声声慢”等词牌，还有昆曲

曲牌与唐诗、宋词、元曲的类比方面的知识，我认为这些知识都

可以和语文课程中的古诗词单元结合、融合起来学习。

再如讲授昆笛“腔格”一章知识时，笛子老师讲到“腔格，

是昆曲特有的一种润色方式”，“是昆曲唱腔的基本组成部分”，

“是将阴阳四声音乐化的体现”“注意音头、音腹、音尾的平直”“音

色的饱满、圆润”，“字腔”部分，有阴平、阳平、上声、入声、

去声等，这些笛子专业知识也可以结合语文教材中的字词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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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来学习，在学生学习“腔格”专题知识之前，可以先由语文老

师在语文课上带着学生复习回顾一下现代汉语发音及声调知识，

相信接下来笛子老师再给学生讲授“腔格”知识时，一定可以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关于昆笛课程和语文课程融合的具体途径与方式还需要

两门课程的任课老师细细研讨。

三、“文”“笛”课程融合的方式与意义

（一）“文”“笛”课程，探讨模块化融合方式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关于促进新时代文化艺术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教师采取“模块化教学”

的新型教学模式。

笛子专业课程与语文课程相融合，需要昆笛教师与语文教师

提前沟通协商，如何将昆笛课所教授的曲子融合到语文教学中。

语文教学单元中也有戏剧单元，可以将昆笛曲词内容与戏剧单元

整合成一个模块，然后进行模块化教学。

这种融合尝试可以探索分工协作的模块化教学组织方式，比

如昆笛课要开始教学某一首曲子时，协作小组首先结合学情、教

学目标等将教学任务分成若干模块，然后昆笛老师和语文老师分

工协作，共同完成此模块的教学任务。

在昆笛这个模块授课之前，可以在语文课程内容中安排教学

《长生殿》内容，讲授关于《长生殿》中的作家作品，故事情节，

人物形象特征、情感表达、作品主旨等方面内容。诵读和断句对

于语文老师来说肯定是可以胜任的。就以《长生殿·惊变》为例，

尝试模块化教学，还可以考虑“活页教材”，就本章节内容，两

个课程的任课老师可以联合编制此模块的“活页教材”。

这样的模块化教学方式和“活页教材”的使用，将极大地激

发学生对昆笛专业和公共基础课语文的学习兴趣，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二）“文”“笛”融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昆曲表演专业笛子伴奏课与语文课程的融合，分工协作的模

块化教学方式，是学校推动“课堂革命”，适应昆曲表演专业特

点的需求，尝试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是课程融合可以使笛子教师节省不少课堂教学时间，这些

节省下来的课堂时间可以主要用来教授学生笛子吹奏技能。

二是课程融合也将有利于提升学生对文化基础课的兴趣。如

果语文教学所采用的案例、情境练习都贴近专业教学内容，可以

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文化课教师也可根据专业课教师建议，

按照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教学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处理，这样

做不仅能满足专业课需要，也为学生后续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

础。

笔者认为语文课程与昆笛课程的融合将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

学习方式，会促使学生学习态度、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生改变，

也将影响着孩子的未来发展。

四、“文”“笛”课程融合的新挑战

任何创新与改革都将带来新的挑战。语文课程与昆笛课程的

模块融合，也将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新的挑战。学科课程体系、

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制度都需要进一步优化，要逐渐形成“以

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的系列体系与制度。

（一）需要优化学科课程体系

语文课程与昆笛课程的融合，也给文化课老师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需要文化课老师加强对文化课教学内容的研究，提炼专业

课中所需人文素养目标。需要在保证所授文化课基础知识系统性

的同时，优化课程教学内容设计，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不同

的教学内容的安排。毕竟对于艺术职教来说，文化课程与专业课

程都有各自的课程教学内容体系，但课程开设的目的都是立德树

人，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在这样的宗旨下，如何让专业课程与

文化课程互相配合好，实现共同的育人目标，这是两大类型老师

需要共同认真研究的课题。既要避免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够系统，

又不能让文化课成为专业课的附属品，给学生带来学校不重视文

化课的负面影响。还要让学生意识到，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是学

习专业课程内容的基础，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很难在专业学习

上取得长足进步与发展。

（二）需要优化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课程融合的模块教学方式，还需要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专业

和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强化过程性的考核与评价，形成融合评价

机制。这个融合评价机制需要兼顾专业课和文化课两方面的学习

内容与过程，同步考核、同步评价，共同促进学生学习效果提升。

课程评价的目的是指导课程建设和教学，课程评价的真正性

质是对评价的课程提出质疑并为改进课程指明方向。课程评价要

想有成效，必须与教学过程相结合，同时要对实现教育目作出贡献。

融合课程的教学评价体系，既体现出学生在融合课程中的所

掌握的知识内容，又从比较和判断中权衡学生对学习目标的达成

程度。

另外，在课程融合评价体系中，要建立起学生自我评价与教

师鼓励评价相结合的课程评价，将更好地调动起学生主人翁意识，

培养学习主动学习的良好氛围。

（三）要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逐渐打破了学科与行业的界限，

各种岗位越来越需要综合型复合人才，昆曲表演专业人才也同样

如此。

文化课与专业课的学习都是为学生未来发展打基础，如何让

学生在毕业时既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

更好地为其将来自身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的自我更新奠定基础，这

是需要我们任课教师好好考虑的重要课题。

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国家对职业教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

课程融合也是适应新形势要求提出的教学改革理念，这样可以让

学生的专业课和文化课学习内容更好地融合，以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

英国著名教育家怀特海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塑造既有广泛

的文化修养又在某个特殊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他们的专业知

识可以给他们进步、腾飞的基础，而他们所具有的广泛的文化，

使他们有哲学般深邃，又有艺术般高雅”。

我们的每位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激发

和引导学生走上自我发展之路。语文课程与昆笛课程的融合，将

能较好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要我学”向“我要学”

发生转变，走上自我成长的良性发展道路。课程融合的教学改革，

模块化教学方式，探索编写“活页教材”，为了孩子的全面发展，

构建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传承与

弘扬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文化艺术技能人才，值得我们勇敢去创新

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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