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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

价值和路径分析 
袁攀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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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高校中的重要学科，做好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积累。在新文科视域下，促使

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融入戏曲艺术，旨在丰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

教师在融入戏曲艺术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在今后的教学中，需结合存在的问题制定改进计划，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本文

分析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指出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并提出新文

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路径，旨在为今后开展教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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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 2018 年，我国提出新文科理念，要求教师在开展

教学中融合多个学科的内容进行教学，为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

代文学教学提供了先决条件。由于戏曲艺术涉及到的领域较为

广泛，在教师促进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

需做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使得学生在掌握中国古

代文学知识的同时更深入了解我国戏曲艺术的内涵，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 

一、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 

（一）教学内容缺乏戏曲艺术渗透 

促进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融合有着较高的应用

价值，从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来

看，部分教师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促进二者融合的过

程中出现了较多的问题，首先即是教学内容缺乏戏曲艺术渗透

的问题。在具体的表现上，部分教师由于没有认知到戏曲艺术

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融合价值，使得其在开展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的过程中，也缺乏戏曲艺术的渗透，没有结合教学内容为

学生引入相应的戏曲艺术知识，教学内容存在片面性的问题，

也使得学生的知识学习存在较大的片面性[2]。 

（二）戏曲艺术渗透形式缺乏创新 

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均涉及到较多的理论知识内容，

部分知识具有抽象性的特征，且距今年代较为久远，使得其在

社会背景上与当下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需要教师利用多元化

的教学方法开展对于学生的引导，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但部分教师由于在教学理念上缺乏更新，使得其在渗透戏曲艺

术中还存在形式缺乏创新的问题。在具体的表现上，部分教师

并不渗透戏曲艺术开展教学，还有部分教师尽管渗透了一定的

戏曲艺术，但在渗透形式上缺乏创新，仅利用为学生讲述戏曲

艺术知识为主，无法促进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深度

融合，是影响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

原因。 

（三）缺乏戏曲艺术的融合评价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教学评价属于其中的基础性环

节，做好教学评价能够帮助教师明确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

教学的融合情况，为教师后续改进教学计划提供参考，但部分

教师在制定教学评价中也存在问题。在具体的表现上，部分教

师并不针对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融合情况进行评

价，还有教师仅以考评学生对于戏曲艺术知识的掌握情况为主，

缺乏对于学生戏曲知识掌握情况的评价，无法帮助教师了解教

学情况，不利于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顺利开展[3]。 

（四）教师缺乏戏曲艺术教学能力 

戏曲艺术的融合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教师不仅应具备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能力，更应掌握一定的戏

曲艺术知识，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教学计划，但部分学校在针

对教师开展培训中存在欠缺。在具体的表现上，部分学校并不

将戏曲艺术内容纳入到针对教师的培训范围内，且教师自身也

缺乏对于戏曲艺术的研究，导致教师的戏曲艺术教学能力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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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提高，对于后续的教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路径 

（一）基于戏曲艺术优化教学内容 

为更好地发挥戏曲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积极作

用，教师需做好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分析，结合教学

内容引入相应的戏曲艺术，将戏曲艺术作为教学内容的补充，

深化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理解。在具体的实施中，以元明清古

典文学的教学为例，教师可将元杂剧、明清传奇等作为戏曲艺

术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切入点，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戏曲艺术

组织学生进行鉴赏，例如《西厢记》《窦娥冤》《长生殿》和《桃

花扇》等，使得学生在鉴赏的过程中将戏曲内容与古代文学作

品内容之间进行互为印证，深化学生对于古代文学作品内涵的

理解，帮助学生从多个角度领会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以及

文化价值。除此之外，教师还可基于戏曲艺术以及中国古代文

学的教学内容，为学生设计选修课，例如“中国戏曲经典赏析”

以及“戏曲与古代文学”等，与课上教学内容形成互为补充。

由于选修课的灵活性较好，教师还可在选修课中增加戏曲艺术

鉴赏课程以及戏曲艺术剧本研读课程等，并组织学生观看戏曲

表演，邀请专家负责解答学生的问题，深化学生对于戏曲艺术

的了解，更提高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学习效率[4]。 

（二）基于戏曲艺术创新教学模式 

1.情境教学模式 

部分教师在融合戏曲艺术开展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形

式单一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戏曲艺术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积

极作用的发挥。在新文科视域下，由于学科教学之间的界限被

打破，教师不仅需改进教学内容，更应针对戏曲艺术与中国古

代文学教学的融合形式进行创新。其中，情境教学模式是教师

可应用的教学方法之一，由教师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以

及戏曲艺术的内容，为学生建构出相应的情境，使得学生在情

境中能够深入理解知识内容。以《牡丹亭》的教学为例，《牡丹

亭》为明朝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虚构传奇，描写了官家千金杜

丽娘与书生柳梦梅相爱但伤情而死，杜丽娘在死后化为魂魄寻

找现实中的爱人，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梦梅永结同心的故

事。该部作品用词典雅且秀丽，是我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作品。

在情境教学模式中，教师可为学生播放昆曲《牡丹亭》的表演

视频，使得学生在鉴赏表演的过程中激发阅读《牡丹亭》的积

极性，更使得学生提高对于古代文学语言以及艺术表现的鉴赏

能力以及审美能力[5]。 

2.实践活动形式 

实践活动形式也是教师在促进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

学融合中的可用方法之一，由教师结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

以及戏曲艺术内容为学生设计实践活动，使得学生在参与实践

活动的过程中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在实践活动的设计上，教

师可为学生设计戏曲表演活动，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作为表演

蓝本，要求学生结合自己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以戏曲的形

式进行演绎。以《长生殿》的教学为例，《长生殿》为清初剧作

家洪昇创作的传奇，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作为主线，前半

部分以讲述安史之乱，杨贵妃命丧马嵬坡为主，后半部分以讲

述唐玄宗派人到处找寻杨贵妃灵魂的故事为主。教师可组织学

生阅读《长生殿》的故事，鼓励学生自由进行分组，在组内共

同完成剧本的编写，并自行分配角色进行表演。从当下《长生

殿》的表演来看，其以南曲为主，辅以北曲进行演绎，整个表

演无重复之曲调，对于学生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可降低

对于学生的要求，鼓励学生任选其中的一出戏剧进行表演即可。

由于戏曲表演的灵活性与趣味性均较好，能够快速调动学生参

与积极性，更可使得学生在参与剧本编写以及表演的过程中感

知中国古代文学以及戏曲艺术的魅力所在，学习小说与戏曲在

故事设置以及人物塑造中存在的相同点与差异性，引发学生的

情感共鸣，促进学生创作能力以及艺术表现力的提高。 

（三）基于戏曲艺术完善教学评价 

针对部分教师在教学评价中存在的问题，在新文科视域下，

教师在融合戏曲艺术开展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需针对教学

评价进行补充与完善。在具体的实施中，一方面，教师需增加

教学评价指标，除考评学生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知识的掌握情况

之外，需将学生对于戏曲艺术的掌握情况、在教学活动中的表

现等纳入到针对学生的评价范围内，以此来评估戏曲艺术与中

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融合情况。在教学评价形式上，教师可引入

学生的自评与互评，使得学生在自评与互评的过程中加深对于

自我的认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6]。 

（四）做好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执行者，在融合戏曲艺

术之后，由于其对于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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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部分教师存在的缺乏专业教学能力的情况，也需在后续的

教学中加以改进。在具体的实施中，学校需调整对于教师的培

训内容，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学内容、新文科理念以及戏曲

艺术的内容纳入到针对教师的培训范围内，帮助教师找出戏曲

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切入点，提高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

为端正教师的教学态度，学校还需将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教

学成果等作为考评教师的重要标准，提高教师对于新文科建设

以及戏曲艺术融入的重视程度，促使教师加大对于戏曲艺术的

研究力度，帮助教师改革教学理念，提高教师的戏曲艺术教学

能力，使得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满足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与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融合的要求[7]。 

三、新文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 

（一）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文科专业必修的学科内容，也是学生了

解古代文学知识的重要渠道，在新文科视域下，使得越来越多

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在教学中融入了戏曲艺术的内容，从新文

科视域下戏曲艺术融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价值来看，其可有

效提高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在具体的表现上，戏曲艺术

的融合促使教师做好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分析，结合

教学内容为学生引入相应的戏曲艺术知识，可转变传统教师单

一围绕中国古代文学开展教学的局限性，起到了丰富教学内容

的作用。并且由于戏曲艺术的特殊性，在教师融合戏曲艺术开

展教学的过程中，更为学生引入了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提高了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趣味性，是提高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的

重要保证[1]。 

（二）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从学生的角度进行分析，在新文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

教师融合戏曲艺术开展教学，在提高学生传统文化素养上也有

着较高的应用价值。在具体的表现上，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

学在内容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做好二者的融合能够使得学生

在学习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更深入了解我国的戏曲艺术，可

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并且融合戏曲艺术还可为学生

提供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内涵的机会，帮助学生感知到中国

古代文学以及戏曲艺术的魅力，激发学生传承传统文化的热情。

与此同时，由于戏曲艺术具有较好的灵活性，融入中国古代文

学可为学生提供更多应用知识的机会，可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以及艺术表现力，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结语：做好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融合，不仅提

高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更可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针对部分中国古代文学教师在融入戏曲艺术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之处，在新文科视域下，教师需基于戏曲艺术对于教学内容以

及教学模式进行创新，更应做好戏曲艺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融合的成果评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好高素质文科人才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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