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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戏曲文学读本》：戏曲如何进课堂 
 

张钱江 
 

    综观当前各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文学成就颇高的戏曲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踪迹全无。 

    由特级教师何夏寿首创并实践的“传统戏曲进语文课堂”教育教学活动，已经风靡全国小语

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梨园语文”风格。现在，何老师在自己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在浩如烟海

的中华戏曲宝库中择取了适合小学生阅读的精彩戏曲片段，集结出版 30 万字的《中华戏曲文学

读本》，既是小学语文拓展课程开发的有益补充，更是戏曲这一优秀传统文学进课堂的成功尝试。 

    何夏寿老师的“本工”是儿童文学教学，开展戏曲文学教学可以说是“反串”。但是，无论

是一炮打响的《草桥结拜》，还是后来的《打进匪窟》《拒劝》等课例，以及后来自创剧本开发的

戏曲童话课《小猫钓鱼》《去年的树》等，都带着鲜明的儿童化倾向，可以说为儿童自然地亲近

戏曲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绝妙的结合点。而这，在专门为小学生量身定制的《中华戏曲

文学读本》中依然一以贯之。 

    戏曲以辞韵皆美的剧本，紧凑精彩的剧情，充满张力的表演，个性鲜明的人物，韵味醇厚的

唱腔，成为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璀璨的一抹，和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名剧。 

    但是，综观当前各种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文学成就颇高的戏曲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踪迹

全无。以人教版语文教材为例，整个小学阶段只有一个话剧剧本《半截蜡烛》（五年级教材）。严

格意义上说，话剧是舶来品，不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血统”。而跟戏曲搭点边的只有六年级上册

的一首元曲小令《天净沙·秋》（元代白朴作品），一共 28 个字。也就是说，整个人教版小学语

文教材中没有一篇戏曲选文，戏曲在教材中是缺失的。而和诗词、国学经典、名著等纷纷进入小

学语文课堂，成为教学拓展的热闹现象不同，戏曲文学拓展也乏人问津。 

    戏曲是中国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传统艺术，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笔者既是一

名小学语文老师，也是一个执着的戏迷，得以因戏结缘，立雪于何老师门下。在无数次的梨园语

文教学交流中，我们发现我们的童年都曾沐浴过戏曲的雨露，更发现了我们的语文素养成长与大

量的戏曲欣赏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戏中的唱词与念白。 

    在《中华戏曲文学读本》中，何老师选择了京剧、越剧、绍剧、豫剧、昆剧、黄梅戏、秦腔、

河北梆子、花鼓戏等 9 种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剧种中的 48 部戏，以精彩片段呈现的方式给小学生

的戏曲阅读打开了一扇大门。这么多的剧种、剧目集中在一本书中，不要说对学生是一种课外阅

读的补充，哪怕是对戏迷大朋友也是一份饕餮大餐。 

    由此可见，何夏寿老师编写的这部厚达 375页的大著作，是不搞噱头，不耍花枪的，以朴素

的“剧本片段”“剧情梗概”“名段赏读”“曲苑杂谈”“戏曲俗语”等栏目，提供了丰富的戏曲文

学样本和大量的传统戏曲常识，真正让小学生以语文的方式进入梨园，引导他们爱上戏曲这门优

秀的传统文化和戏曲中的文学，是一场全面优质的戏曲文学体验。 

    早在 2015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其

中明确提出要让戏剧、戏曲进入校园。2017年 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

了《关于实施中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推进戏曲进校园。中华戏曲的传承、

进校，是一项综合工程，何老师从语文学科的特点出发，从故事、唱词、文化传统等方面寻找到

了恰如其分的结合点，为戏曲真正进入课堂，进入小学生的阅读圈提供了真实的可靠的“剧本”。 

    戏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文学、音乐、美术、演唱、舞蹈、杂技、武术等于

一身，擅长用艺术的手法反映人世百态，描摹社会万象，从感性和唯美的角度，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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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中国文化，书写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戏曲剧本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它的语言在主题思想、

体裁、语言、表达（人物塑造、故事安排）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语文阅读价值，大多由文学大家（如

汤显祖、王实甫、关汉卿、李渔等）创作而成，简洁、生动、有韵律，真实而确切地反映着广泛

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积淀下来的生产生活知识与经验，是老百姓生活与工作中有情有趣有味的“百

科全书”。 

    很多人对戏曲的印象就是陈旧、拖沓，其实不然。在《中华戏曲文学读本》中，我们可以看

到低年级小朋友喜欢的神话戏，也可以欣赏到高年级同学熟悉的名著戏，共有 12 个品类，以主

题化方式选编，且都配有单元导语，符合小学生的语文学习习惯，因为教材也是这样编撰的。 

    具体到每一个选编内容，每一出折子戏（或片段）都是以剧本的方式呈现，这是孩子们日常

几乎未有接触的一个文学样式。而戏曲剧本与一般剧本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那就是拥有精炼、

精美，富有传统意韵，集聚古典文化的唱词，读来朗朗上口，当然，更可以饶有趣味地学唱一番。

这册书中类别众多的戏曲剧本，一定会让小学生认识到中华戏曲文化的丰厚博大，在其中感受文

化、了解历史、走近传奇、理解人物、品读悲欢、体会情感、明辨是非、汲取智慧。他们会发现

戏曲故事的记叙方式是独特的，以人物语言与内心独白可以组合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与结局；

也会发现戏曲剧本有固定的编写格式，包含了唱词、对白、背景、表演提示等板块；还会发现戏

曲剧本独特文体特点、语言表达形式及唱词优美的节奏感与韵味，增强文学阅读的趣味性，在新

奇与快乐中促进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而作为每一个剧本片段阅读必要的补充，剧情梗概可以帮助小学生了解整个故事；名段赏读

提取了所选剧本片段中最精华的部分，且多为唱词，可以进行深一步的品味、赏析；曲苑杂谈是

对剧种、剧目、作者、演员等的介绍，知识面广博；戏曲俗语介绍了出自戏曲的熟语成语。另外，

还配备了必要的注释，以及精美的戏曲插图。这些补充的阅读内容涵盖面广，而小学生又天然地

喜欢接触新鲜事物，对于这样全方面的戏曲文学阅读，他们一定会感兴趣。 

    富有趣味的阅读过程，会使小学生们感受戏曲语言的独特魅力，理解文字所传达的情理义趣，

丰富传统文学知识并积累运用，促进自身语言表达力的提高，更能激发戏曲文学阅读的兴趣，濡

染传统文化，提升文学素养。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中华戏曲文学读本》中的每一课，在名段赏读后都有两三个围绕

所选剧目的小问题。是的，这不仅是一本有趣的读本，也是一册实用的教材，更是一门独特的小

学语文拓展课程，方便教师开发使用。 

    通览整册读本后，站在语文教师的立场，本书的编写很适合进行教与学的开发。 

    可以开发成阅读拓展课。戏曲文学是优秀的传统文学样式，理应成为阅读的补充，以此提升

学生阅读的品质与深度。读本中选取的戏曲片段都来自经典曲目，是经过时间积淀的优秀文学作

品，涵盖了历史、传奇、文学、地理、音乐、美术等知识领域，对于学生的阅读拓展大有好处。 

    可以开发成语言积淀课。戏曲剧本中的念白、唱词有着特殊的古典文学意蕴，别具韵味的传

统语言气息。它们如同古诗词，可以适当引入吟诵（如京剧中的韵白），以抑扬顿挫的声音变化

去体会戏曲语言的音韵美，在一吟一诵间感受古典语言的魅力。 

    可以开发成表达品味课。因为在戏曲剧本中，除了学生已熟知的比喻、拟人、夸张等表现手

法，会更多地使用到典故、古诗词、虚实结合、意境渲染、心理独白等。可以通过诵读、念白、

欣赏、品鉴、比较、仿写、创作等方式，引领学生关注戏曲剧本不同于其他文学种类的表现手法，

关注修辞技巧、结构呈现、内容表现、细节描述、虚实彰显、大胆想象，以及文化内涵与底蕴等。 

    可以开发成审美提升课。现代社会是“浅阅读”时代，带着古典文言韵味的戏曲剧本更为孩

子们所不知。但作为阅读的引领者，我们有责任将更多更好的作品推荐给孩子们，将戏曲中千百

年来所传达的真善美和保留下来的优秀的古典传统文化遗存等正能量元素进行提炼，以此提升他

们的审美情趣，帮助他们提高语文的鉴赏力、辨别力和审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