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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引领下的“现代师徒制”--为戏曲人才培养蹚出

一条新路

优质校建设以来，根据文件精神我系系统开展了戏曲教学改革，

以产教融合为线，依托行业优势，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和机制，持续

推进“戏曲现代师徒制”的实践探索，立足“守正创新”，开展新时

代戏曲教学改革，积极实践探索“戏曲现代师徒制”，聚焦解决当下

戏曲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依托我院戏曲教学改革实践项目，深入化

“课堂教学-实训实践-综合演练-市场检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

断健全完善戏曲表演专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尤其是对“戏曲现代师徒制”进行系统构建和验证性实践。

一、实施背景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大力扶持发展戏曲艺术和戏曲教

育，先后出台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新形势

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等国家级红利文件，山西省也相继出

台了《关于实施山西省戏曲传承发展振兴工程的意见》《山西省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意见》等文件，我省和全国的戏曲

艺术一同迎来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大好历史机遇。在这一历史背景

下，作为我省戏曲教育最高学府，我院系统开展戏曲教学改革，根

据戏曲行业、艺术团体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和戏曲艺术人才培养规律，

积极探索一种既区别于传统师徒制、科班制，又区别于普通艺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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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新型戏曲教学模式——“戏曲现代师徒制”。  

二、建设目标

1.我省戏曲教育教学墨守成规，创造能力不足，缺乏创新探索，

尤其是行政班、年级制的戏曲教学效率低，造成了一些条件好、悟

性好、专业程度高的学生，“吃不饱”；专业条件差的学生往往又是

“吃不了”，进一步传承戏曲艺术，开展戏曲流派教学，探索新模式、

新方法。

2.解决目前的戏曲专业招生难、生源质量较差，学生入学后按

照行政班编班后，学生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同年级行当不全。

3.调整课程设置和课时量上，提高学生专业技能。

4.作为戏曲大省、戏曲强省，我省的戏曲教育尚无一套适合于

我省和晋剧本剧种的专业教材，通过编写一套适用于我省和晋剧本

剧种的戏曲教材，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三、实施过程

（一）打破常规班级设置，量身制定教学规范

打破戏曲表演专业学生现有的行政班级，根据学生专业水平分

为初、中、高三个阶段教学班，为每个阶段学生制定不同的人才培

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分层次教学为动态教学，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和

课时量；以学期为单位，学生进步大，可提前进入下一教学阶段；

如果学生不思进取、学习退步，将会被降至前一教学阶段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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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尖子人才，在经由系教学指导组研究后可直接进入高级阶段学

习。

（二）调整优化课程结构，促进学生技能提升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于戏曲人才培养而言，专业课

是重中之重。我院积极探索适当调整戏曲专业文化课程设置比重， 

在现有基础上，利用早功、晚功的时间继续加大戏曲专业课课时量。

初级阶段专业课为基础课程，以身段、把子、武功为主，唱念、剧

目为辅；中级阶段专业课为提升课程，同时将学生分为文、武两组，

文戏组重点加大身段、唱念、剧目课程，武戏组重点加大把子、武

功、剧目课程；高级阶段课程为核心课程，以剧目课程为驱动，文

戏组以剧目课程为主，以剧目课程带动身段、唱念课程，武戏组以

剧目课程带动把子、武功课程。同时，通过创排剧目、校内实训、

顶岗实习、参加“戏曲进校园”等各类演出活动，加大各类实训实

践力度，促进学生专业水平提升。

（三）开展戏曲教学改革，积极实践现代师徒制

“戏曲现代师徒制”，即是根据戏曲行业、艺术团体对人才的需

求情况和戏曲艺术人才培养规律，结合“富连成”科班教学成功方

法，加强基本功训练，按照学生专业水平分层次教学，初级学生常

规化教育和特殊化教育相结合，高水平阶段成绩优异学生依托我系

名家工作室由戏曲名家名师面对面直授，建立“戏曲现代师徒制”

关系，高水平青年教师和学生拜师各流派名家，采取多渠道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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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式，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为重点，缩短学生职业适应

期，密切师生关系，进一步探索一种既区别于传统戏曲师徒制、科

班制，又区别于普通艺术教育的新型戏曲教学模式——“戏曲现代

师徒制”。在这种模式下，戏曲名家名师率先和优秀青年教师建立

“戏曲现代师徒制”关系，戏曲名家名师对优秀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负责并进行指导，优秀青年教师课堂的优秀学生既可以在课堂上得

到优秀青年教师的教授，又可以时刻得到戏曲名家名师的悉心点拨。

同时，优秀学生还可以直接进入名家工作室学习，由戏曲名家名师

进行流派代表剧目亲授，条件优异者还可以和戏曲名家名师建立

“戏曲现代师徒制”关系，开展戏曲流派教学，“分层次教学”“名

家工作室教学”多管齐下，同步进行，以此促进专业水平大幅提升。

 图 1 王爱爱工作室师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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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苗洁工作室师承图

图 3 武忠工作室师承图

（四）积极开展教材建设，树立示范引领作用

1.录制专业教材。

根据实际教学需求，我们录制了《晋风晋韵》戏曲在线慕课课，

为疫情不的戏曲教学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2.开展戏曲精品课程建设。先后制作完成了《晋剧小旦剧目》

《戏曲男生身段》《晋剧须生唱念》等院级精品课程，还录制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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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桌二椅》《戏曲的“哭”与“笑”》等十余个戏曲微课。

3、逐步建设起套完善的戏曲教学线上课程，建设戏曲表演专业

资源库（目前已招标建设之中），为山西戏曲表演专业树立示范引领

作用。

（五）创排精品剧目，助力全省文化艺术发展

晋剧《富贵图》被列入 2020年度“中国戏曲艺术像音像工程”

剧目。在剧目创作和课堂教学的衔接过程中，我们以“剧目制”组

建专业教学组，“以戏带功、以功促戏”，通过排演新剧目来培养人

才。

2020年疫情期间我系师生利用假期，自排自自导自演了新编晋

剧现代戏《向阳花开》获得了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个大

型剧目的排演，提高了师生的实践能力，检验了教学改革成效，提

高了学生艺术实践水平，促进了教学成果的转化，目前正在积极的

打磨、修改，为计划将在年内继续上演。

（六）开展“戏曲进校园”，普及推广戏曲艺术

1.建设完成山西省首门戏曲慕课——晋剧通识教育课程《晋风

戏韵——晋剧艺术赏析》，该课程以 800余分钟的课程视频详细介绍

了晋剧艺术。 2020年，该课程入选山西省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

2.自 2018年至今，每年参加太原市“双百工程·戏曲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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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二十场左右，累计走进太原市近百所中小学，在近十万名中小

学生的心中播下了戏曲艺术的种子。

（七）积极借势“走出去”，服务国家新战略

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多次进行文化交流演出，服务国家

战略。先后应邀参加了“阿斯塔纳世博会”“泰国、马来西亚海外丝

路行”“葡萄牙《前进报》节”“中国-东盟戏剧周”等重要演出活动。

2.多次应邀赴 CCTV、北京、天津、重庆、河北、河南、陕西、

广西、广东等地开展戏曲交流、演出、讲座等活动。 开展“高雅艺

术进校园” “戏曲公开课”等活动 ，在上万名高校学子中宣传普

及戏曲艺术，。

3.参与承办首届山西艺术节《韵味山西-梅花奖演员精品荟萃》、

第二届山西艺术节《晋韵华彩-山西省梅花奖演员精品集萃》《晋剧

名家演唱会》等多项山西省重大戏曲演出活动 。

4.积极参加“周二剧场”“送戏下乡” “戏曲进校园” “欢乐

嘉年华”等一系列惠民、普及、义务演出活动，服务社会，回报社

会。通过“走出去”， 累计参加各类戏曲实训实践演出、讲座 300

余场。

（八）文化援边结硕果，小曲子唱成大曲子

2013年，我院与新疆昌吉州艺术剧院正式签署协议，开设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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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班。 2018年 7月，新疆曲子表演班顺利毕业并进入新疆昌吉

州艺术剧院新疆曲子剧团工作，为新疆曲子剧种注入新鲜血液，将

小曲子唱成大曲子！

2020年我们又与广西南宁艺术剧院签订订单培养协议为他们培

养 17名戏曲学生。

（九）校企合作打造教材,疫情线上不停学

编写完成、录制《晋风戏韵·晋剧艺术赏析》。通过教材建设，

使得教学手段得以丰富，教学效率得以提高，为疫情下的正常教学

提供了保证。

四、保障条件

（一）人员保障

学院成立了以院长为项目负责人的项目领导组，教务处为统筹

规划项目实施行，各系部负责人为子项目负责的责任分解，按照任

务书的计划和内容，有序实施推进。

（二）资金保障

根据优质校任务，学院建立了专门的财务管理小组，以保证专

款专用。根据金额使用大小，建立了各项资金使用制报批制度。 

（三）制度保障

根据优质校建设任务书，我系进行了详细的分解并制定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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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负责人，制定计划有序推进。并建立子项目负责追责问责制

度。

五、成果、成效及推广情况

（一）名家教学  密切师生

成立名家工作室，开展戏曲流派艺术的高质量教学与传承工作。

在高级阶段，条件优秀的学生可直接进入我院现有的“王爱爱工作

室” “武忠工作室” “苗洁工作室”等晋剧名家工作室，跟随名

家大师学习，由名家大师进行流派代表剧目亲授。同时，师生之间

建立“戏曲现代师徒制”，密切师生关系，名家对学生终身发展进行

科学规划并负责。

（二）剧目驱动  以赛促教

在名家工作室的引领下的实践教学过程中，对尖子学生进行针

对性的课程设计。根据他们的自身条件，因材施教，以剧目为驱动，

从剧目片断、到完整折子戏、再到全本大戏；通过扎实的教、学、

演、练的过程后，再经过以赛促戏，以赛促人的方法，用大赛检验

教学成果，不仅促进了人才培养的周期周时也获得了巨大成就。

（三）规范传承  硕果累累

1.规范传承了以晋剧为代表的山西省优秀传统戏曲艺术

1.学生获奖累累。三年来先后有四十余名学生曾参加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文化和旅游部“梨花杯”、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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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校”等国家级赛事，频频摘金夺银，在全国范围内名列前茅；在

全省职业技能大赛、戏曲教学剧目比赛中更是得奖大户。

表 1 三年来依托工作室学生获奖情况

序 获奖时间 奖项 剧目名称 获奖学生 奖项级别

12018 年度

山西省艺术院校戏曲教学

剧目展演

最佳戏曲教学剧目展示奖

《打神告庙》 康乃芳 省级

22018 年度

山西省艺术院校戏曲教学

剧目展演

最佳戏曲教学剧目展示奖

《汉宫惊魂》 董子悦 省级

32018 年度

山西省艺术院校戏曲教学

剧目展演

最佳戏曲教学剧目展示奖

《打焦赞》 宋新齐 省级

42018 年度

山西省艺术院校戏曲教学

剧目展演

最佳戏曲教学剧目展示奖

《打焦赞》 王佳欣 省级

52018 年度

山西省艺术院校戏曲教学

剧目展演

最佳戏曲教学剧目展示奖

《八大锤》 武世雄 省级

62018 年度

山西省艺术院校戏曲教学

剧目展演

最佳戏曲教学剧目展示奖

《金水桥》 集体 省级

72018 年度
山西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

节二等奖
《祭桩》 集体 省级

82018 年度
山西省第五届大学生艺术

节三等奖
《天女散花》 集体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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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 年度

第三届全国梨花杯戏曲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成果展示奖

《打神告庙》 康乃芳 国家级

1

0
2018 年度

第三届全国梨花杯戏曲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成果展示奖

《打焦赞》 王佳欣 国家级

1

1
2018 年度

第三届全国梨花杯戏曲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成果展示奖

《打焦赞》 宋新齐 国家级

1

2
2018 年度

第三届全国梨花杯戏曲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成果展示奖

《坐楼》 王浩宇 国家级

1

3
2018 年度

第三届全国梨花杯戏曲教

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

成果展示奖

戏曲音乐伴奏 集体 国家级

序 获奖时间 奖项 剧目名称 获奖学生 奖项级别

1

4
2018 年度

二十二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十佳金

奖

《打焦赞》 王佳欣 国家级

1

5
2018 年度

二十二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十佳金

奖

《打焦赞》 宋新奇 国家级

1

6
2018 年度

二十二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十佳金

奖

《空城计》 杨心如 国家级

1

7
2019 年度

19 年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二等奖
王佳欣 国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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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2019 年度

19 年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二等奖
张雅琦 国家级

1

9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一等奖
康乃芳 省级

2

0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二等奖
高鑫 省级

2

1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三等奖
银荟 省级

2

2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一等奖
高兴 省级

2

3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二等奖
王甜心 省级

2

4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二等奖
王珍瑞 省级

2

5
2019 年度

第十三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三等奖
郝新辉 省级

2

6
2019 年度

二十三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集体金

奖

《杀狗》 程佳轩 国家级

2

7
2019 年度

二十三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集体金

奖

《杀狗》 周鑫雨 国家级

2

8
2019 年度

二十三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集体金

奖

《杀狗》 宗千娇 国家级

2

9
2019 年度

二十三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集体金

奖

《杀狗》 闫晓婧 国家级

3

0
2019 年度

国家国家艺术基金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

《打神告庙》 集体 国家级



                   山西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项目

13

序 获奖时间 奖项 剧目名称 获奖学生 奖项级别

3

1
2019 年度

国家国家艺术基金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

《空城计》 集体 国家级

3

2
2019 年度

国家国家艺术基金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播交流推广资

助项目

《汉宫惊魂》 集体 国家级

3

3
2019 年度

国家国家艺术基金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

项目播交流推广资

助项目

《挂画》 集体 国家级

3

4
2019 年度

山西省职业院校传

统艺术展演优秀表

演奖

《杀狗》

程佳轩

周鑫雨

闫晓婧

宗千娇

省级

3

5
2020 年

第十四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二等奖
《冼浮山》 余洁 省级

3

6
2020 年

第十四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二等奖
《祭桩》 常玉梅 省级

3

7
2020 年

第十四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三等奖
《阴阳河》 王佳欣 省级

3

8
2020 年

第十四届全省职业

技能大赛三等奖
《盘肠战》 高超 省级

3

9
2020 年

二十四届全国戏曲

小梅花荟萃集体金

奖

《杀四门》 解蕊蔓 国家级

4

0
2020 年

山西省第六届大学

生艺术节二等奖
《杀庙》 王玥琛 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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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2020 年

山西省第六届大学

生艺术节三等奖
《红逼宫》 段宝宝 省级

以上成果的取得促使教学和人才培养更加严谨规范，确保晋剧

艺术传承的规范性。

（四）引领辐射  协同发展

先后承办了连续五届的山西省职业技能大赛（中职组戏曲表演

赛项）（高职组戏曲表演赛项）比赛。通过承办山西省职业技能大赛

戏曲表演专业项目来促进教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反哺教学，

示范引领。

（五）科研交流  互促成长

1.先后在《中国戏剧》《戏曲艺术》《戏曲研究》《艺术百家》

《四川戏剧》等国家级核心刊物发表《我演<打金枝>》《晋剧<富贵

图>表演艺术分析》等学术论文十余篇，并在《戏剧之家》《黄河之

声》《戏友》等省级核心刊物及各大高校学报、相关学术论文集刊发

了《出人出戏振兴山西戏曲》《谈戏曲人才培养》《论戏曲教师的自

我修养》等戏曲教育理论文章和《晋剧<凤台关>的表演与人物分析》

《观念的冲突》等戏曲教学论文及《当下晋剧唱腔问题剖析》等学

术论文数十篇。

2.完成了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课题《新时代背景下的晋

剧发展研究》、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当下晋剧唱腔问题剖析》

等多项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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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体会与思考

经过优质校的建设我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使教学经过了

一系列的改革，但是在这些成果获得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思考和

提升的也方。

（一）公共文化课程和专业课程未协同提升

作为专业性很强的戏曲表演专业，需要大量的时间去练功，排

练、参加比赛，同时也需要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论素养，但时间

总是有限的，公共课程如何围绕专业而有针对性的去建设有特色的

课程，专业课程如何更渗透一些文化知识，这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

决的问题。

（二）流派的多样性传承和工作室建设有限

戏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流派的传承，然而现有的三四个

名家工作室，只有少数的三四个流派，远远不能满足戏曲百花齐放

的流派竞芳的要求，这也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建设中，强化院团合作，

建设更多的名家流派工作室。

总之，在戏曲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我们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在培

养德艺双馨的实践性技能人才能，过程中强化基础、注重实践，通

过名家工作室引领下的的现代师徒制，夯实戏曲教学过程中教、学、

演、练、赛的各个环节，努力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和建设优质课程

资源，服务山西文化战略，为山西、陕西、河北的晋剧覆盖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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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合格的晋剧戏曲人才，为新疆、广西的戏曲人才需求提供大力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