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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自宋元时期形
成，迄今已近千年的历史，其间
经历诸多变化，但一直传承有
序、绵延至今。戏曲生命力之
保持，艺术精神之沿袭，戏曲教
育功不可没。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戏曲教育被纳入
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党和
国家的重视与扶持下，戏曲教
育呈现出更为蓬勃的积极发展
状态。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随
着戏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变
化，对于戏曲艺术人才培养的
要求也随之变化。这就需要当
下的戏曲教育要与时俱进，实
现当代转型。

戏曲教育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戏曲教育的发展
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师徒相传，也就
是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这种形
式不只限于戏曲，中国古代的
很多行业，基本都是以师徒相
传的方式来实现艺业的传承。
第二种是科班教育。这种形
式，源于明代的家班，也就是家
庭戏班。拥有家班的，非富即
贵。之后，家班不仅承担演出
任务，还招募小孩子延请师傅
教习他们演戏技艺，这便有了
戏曲教育的意味。到了清代中
后期，科班在各地兴办起来。
科班与家班以及后来出现的剧
团附带教习小孩子以为后备力
量的“团带班”（也称“大小班”）
的不同在于科班以教育为主
体，演出则为“副业”。科班与
师傅带徒弟最大的不同，在于
科班是集体培养（然后从中选
择优秀者再进行尖子培养），学
生数量上要远大于师徒相传。
而且，科班也为20世纪50年
代以后出现的学校教育的培养
方式、教学方法等奠定了可遵
循和沿袭的规律与章法。在第
三种学校教育出现之前，还有
一种类型，以中华戏校、南通伶
工学社等为代表的剧校教育，
介乎于科班与学校教育之间，
废弃了科班教育中的不良做
法，在日常学戏、练功、演戏之
外，加入了文化课学习。到了
20世纪50年代以后，则出现了
以中国戏曲学校（1950年成立
时称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戏曲实
验学校，1954年称中国戏曲学
校即今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
为代表的学校教育。这种戏曲
教育，与上述戏曲教育样式的
最大不同，在于一是培养方式
方面，施行了班级制，而且是男
女同校；二是在培养目标上，是

为新中国戏曲事业发展培养后
继人才；三是在教学方法和沿
袭传统口传心授基础上，重视
因材施教，集体培养、重点提
高；四是在教学剧目上，既重视
传统经典剧目的学习，也重视
通过新编剧目的编演提高学生
的创作能力。可以说，无论是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专教
育，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
的大学教育（中国戏曲学校于
1978年10月升格为中国戏曲
学院，开启了戏曲高等教育的
新纪元），包括1996年开始的
以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
生班（简称“青研班”）为代表的
戏曲表演高端人才培养，都是
在前辈戏曲教育者深耕细作、
不断开拓奠定的戏曲教育基业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戏曲教育，可以说是
与中国戏曲发展历史同步，当
下已步入新时代。新时代需要
戏曲教育继续开拓进取、与时
代结合，培养出能适应戏曲事
业发展和国家文化建设要求的
新型戏曲人才。戏曲教育与时
代发展结合，不仅是自身发展、
戏曲行业发展需要，还是国家
文化发展的要求，更是对新时
代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
重视。

戏曲教育要全面贯彻
党的文艺方针

京剧演员、戏曲教育家王
瑶卿在《做好戏曲教育工作》一
文中提到：“我们是人民的戏曲
学校，一切都要对人民负责

任。在教育的内容上，我们首
先是重视了政治教育，……为
了让学生们都很好地学习，将
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必须提
高他们的政治认识。”这既是对
新中国戏曲教育的新认识，也
是坚持与新中国同成长的戏曲
实验学校及后来的中国戏曲学

校、中国戏曲学院人才培养的
方向一致，那就是要“把红旗插
在专业上”，培养又红又专的戏
曲人才。这样的培养方向，既
是当代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
需要，更是新中国戏曲教育被
赋予的新使命。

2020年10月，中国戏曲学
院建校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给学院师生回信。回信指
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希望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
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
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
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
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
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
党和国家对中国戏曲学院教育
事业发展指明的方向，更是对
新时代中国戏曲教育提出的新
要求。时代要求戏曲教育要培
养德艺双馨的戏曲艺术人才；
要在专业培养、实践锻炼、艺术
创作中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要通过教育培养戏曲人才
的行业自信、戏曲自信、中华文
化自信；要让戏曲人才在戏曲

艺术传统的浸染下，守正道，创
新途。

戏曲教育要守正创新
行业需求

2022年 7月 7日，全国政
协京昆室召开“新时代戏曲人

才队伍建设”专题座谈会，提
出新时代戏曲人才队伍建设
需要把握好以下5个方面：一
是要研究与新时代相适应的
问题；二是要把握戏曲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
用；三是要研究戏曲人才成长
的特殊规律；四是要培养一批

“角儿”、一批艺术家；五是要
创造条件、营造氛围去促进戏
曲的守正创新。

此次座谈会既研究了戏曲
事业发展面临的时代问题，又
体现了戏曲行业对于人才需求
的新方向，也对新时代戏曲教
育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对于
当前的戏曲教育而言，要着力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
是要在重视艺术人才成长的普
遍规律的同时，遵循戏曲人才
成长的特殊规律，把握好普遍
培养与重点提高两者的关系，
要培育好戏曲人才发展的基座
的同时，注重尖子人才、领军人
才的培养。二是要处理好专业
学习与舞台实践的关系。戏曲
行业讲究“学”，尤其是要真学、
学真，也就是既要向名师学真
东西，还要自身开悟、勤学苦
练，真下功夫。戏曲更讲究

“练”，这不仅指基本功训练要
经年不辍，还指要把学到的东

西应用到舞台上，实现“活用”、
渐趋圆融。这种应用，还要通
过接受同行的检验以求取长补
短，通过接受观众的检验以求
艺业精进。当前的戏曲教育，
既要重视学生的基、毯、把、身
的基础学习与训练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剧目学习，还要将日
常的彩排、演出放到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重要位置上来，要多
让学生经历舞台磨砺，增长舞
台经验，形成舞台至上，戏大
于天的意识。三是要处理好
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
即要求戏曲人才要重视传统、
有深厚根基、掌握戏曲艺术创
作规律，持中秉正；“创新”，则
要求戏曲人才要艺术思维开
阔，创作手段多元，创新意识
强烈，归为一句话，就是要有
创造性。创新，是戏曲人才成
长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如王
瑶卿所说“四大名旦成名就因
为创造性强”。创新也是戏曲
行业能够适应当下及未来观
众欣赏需要的重要条件。

戏曲教育要培养
全面发展的戏曲人才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
若干政策》，其中在“扩大戏曲
社会影响力”部分中提到要“鼓
励开设、制作宣传推广戏曲作
品、传播普及戏曲知识的栏目
节目。……发挥互联网在戏曲
传承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
通过新媒体普及和宣传戏曲。”
强调的是戏曲的传承与发展，
既需要培养更多的以戏曲舞台
为核心的艺术人才，也需要培
养更多围绕戏曲艺术、戏曲行
业发展的戏曲管理、戏曲传播、
戏曲教育等方面的人才。

当前的戏曲教育，要聚焦
戏曲表演人才（及与表演相关
联的编、导、音、舞等人才）的培
养，还要站在戏曲行业全面发
展的角度，培养推动戏曲事业
发展、戏曲国内外影响力提升
的“周边”人才。同时，基于当
前戏曲行业发展的需要，要在
培养戏曲核心人才核心能力的
同时，赋予他们向周边延伸发
展的能力，要培养他们的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培养他们主动
传播戏曲的意识，培养他们的
自我管理、团队管理能力，培养
他们的艺术跨界创造力等等。
这既是当代社会人才全面发展
的需要，也是戏曲行业发展需
要更为多元人才类型的需要。
（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
化交流系主任、教授；中国艺术
管理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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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学院学生进行戏曲剧目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