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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游园》是孙昕光版《大学语文》课本中唯一一篇入选的中国古

典戏曲文学作品。该课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音韵美，是中国古典艺术的精

华之一。对于第四单元单元提出的品味戏曲语言，理解其艺术手法等单元

教学目标，本文一个绕不过去的难点；而学好这篇课文，对于小说戏剧单元

其他课文的学习，也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本人将它作为教学研究的重点，

是希望以此为蓝本积极探索艺术高职院校语文教学的新思路。

1、抓住戏曲表演专业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

首先从学情分析来看，戏曲可以说是现代学生，尤其是高职高专学生

文学欣赏的盲点，但我面对的是戏曲表演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头脑中，戏曲

知识并不是完全空白，而且很多学生还有一定的舞台表演经验和感性认

识。其次从课文内容上看，学生与杜丽娘年纪相仿，读来看似会有亲切感，

实际上由于所处时代太过遥远，他们之间的理想观、价值观、爱情观相去甚

远。所以如何找到学生与杜丽娘情感共鸣的切入点，将感性的戏曲表演与

理性的戏曲鉴赏充分地结合，是这堂课成功的关键。

2、跳出定式思维，尝试“互补型双师组合”。

“互补型双师组合”是指：在课堂上，由语文教师和戏曲表演教师所形

成的，针对某一教学任务的组合。所谓“互补”是指：面对广义的戏曲学习，

表演教师长于感性表演，却难有细腻到位的理论分析；文化老师长于鉴赏

品评，却不能在学生面前感性展现。所以我将专业表演教师请入语文课堂，

互取所长，针对具体“唱读”、“念白”等教学任务，通过研讨、现场交流、示范

等方式，共同解决各种教学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3、发挥艺术教学活动的独特魅力，满足学生的审美需要。

以活泼多样的课程内容呈现形式和教学手段，如视频、影音激发学生

探究戏曲艺术的兴趣。在说明中国昆曲列为“世界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意义之后，最好就直接播放青春版《牡丹亭·游园》片段。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对于一般专业的大学生而言，只要达到知识与

情感目标，而针对（戏曲）表演类专业的学生，本人特别提出了能力目标，

即：①、加强学生对角色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为刻画角色性格心理提供帮

助。②、通过比较学习，使学生博采众长，培养艺术开拓创新精神。知识目

标：品味戏曲语言，体会曲辞情景交融之美。情感目标：初步培养学生对中

国戏曲鉴赏和分析能力，激发对戏曲的热爱之情。
戏曲单元要体现“戏”的特点，离不开音乐美术等辅助手段，但又要区

别于音乐欣赏课，因此始终不能脱离课本上的文字。为突破以上教学重点

难点，所以我认为应该用婉转的演唱、深情的念白、优美的赏析、新颖的思

辨，甚至是创新的表演来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具体来说我选择了以下教

法：①、情境教学。用视频、影音等方式营造戏曲的氛围。②、讲授讨论。③、
启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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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也将指导学生掌握三种学习方法：①细读品评。所谓“细读法”并不是沉湎于个别细节，

而是通过总体与局部、背景与细节的反复循环，寻找细部的多种意义。②合作学习。③比较研究。在

与西方戏剧以及“黛玉葬花”意象的比较中体会昆曲的独特之美。具体来说本课课堂教学为四大模

块，即“渲”、“念”、“赏”、“悟”，它们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可以根据课堂教学实践自由组合。
渲：音乐熏陶，探源溯流，创设情境。之所以用“渲”，意在于课中渲染一个早已远离我们的社会

文明，渲染一个工业社会难以保存的古典意境。我预计这样导入：“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

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
粗糙。今天我们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数百年之久的昆曲……”顺势介绍一下昆曲，引

出牡丹亭在昆曲及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配合舒缓的音乐，介绍故事情节，使学生迅速进入情境（配

合多媒体图片音乐展示，激发学习兴趣，渐入高潮）。
念：整体感知，视听欣赏，念读结合。“念白”指戏曲表演中的的道白，包括方言白和韵白。比起日

常生活语言有明显 节奏变化，并拖长字音的语调。是一种介于口白与唱腔的表演方式，节奏感和音

乐性较强。之所以选择念白而不是朗诵作为文章主体的六支曲辞，基于三种考虑：1、学生具备这样

的能力。2、我们已具备这样的教学资源—最优秀的戏曲表演教师，而且已经被请入语文课堂。3、念
白比一般的朗读更感性，更贴进学生的专业，更能表现中国戏曲曲辞之美，因而更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此模块既包括视频欣赏（播放青春版《牡丹亭·游园》片段），也有专业教师念白现场示范。既包括

学生的念白练习，也有师生，学生之间的互评。这部分的考评方式是以赛代考，由学生对选出的代表

念白表演的评价引出下一个环节（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将学生学习积极性带入高潮）。
赏：自主探索，协作学习，鉴赏品评。由于书中已有较完整的解释，再配合多媒体的提示，及课堂

中的练习，学生能较快的掌握文章主体的六支曲辞的内涵。其间，重点评析【皂罗袍】、【好姐姐】两段

曲辞，捕捉杜丽娘心理层次的丰富及内心情感变化。考评方式是当堂完成课堂练习，学生无疑议后，

拟用启发式问题，来刺激学生的思维，找到杜丽娘与学生之间的本质上的共通点，引发他们的心底

的认同与共鸣。（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人间更有痴于我，不独伤心是小青。）学生在教

师的引导下，对交流讨论的结果进行归纳，教师补充完善帮助他们概括杜丽娘的人物形象。同时对

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中“情与景、物与我、虚与实”的细腻表现手法要求学生以“细读法”鉴赏把握，

提高他们归纳、猜想、类比等思维能力。
悟：个性体验、思维深化、余韵延展。这个模块的重点在于密切联系学生已有的专业、文化学习

经验，诱发学生主动参与。指导学生运用对比研究法，对知识进行拓展、延伸。比如分析杜丽娘与莎

翁笔下朱丽叶的结局异同及原因；将“丽娘游园”与“黛玉葬花”进行一番比较；甚至将学生已经表演

过的（湘剧《拜月记》）王瑞兰或者花鼓戏中的胡秀英与杜丽娘形象进行比较。（用多媒体图片展示，

增强学生感性印象）这一模块开始时是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之后主导权也交由学生。让学生

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学生深层次把握舞台人物心理活动，进而在舞台

表演上多层次发掘人物内涵，最后打动观众提供了可能。这不是表演专业课，也不是表演专业的老

师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
课后作业可以尝试排演花鼓戏《牡丹亭·游园》，或从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发挥想象力，改编《牡

丹亭》的故事，创作短篇小说:《姹紫嫣红游园梦》最后，在悠悠昆曲和《牡丹亭》图片展示中结束本课。
由于此模块开放性的结构内容，虽然课堂占用的时间是 15 分钟，将来的还会在学生表演实践与文

化学习中不断加深。本课的考核评价打破传统的考核方式，力求体现艺术文化教学特色，贯穿始终

的是以过程评价的方式评价、以自评、互评的方式评价、以积极评语的方式评价。
(作者单位： 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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