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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学期伊始，跟着吴老师做了中国民间演艺传统的项目，我

觉得善始善终是必须的，所以即使这个学期的学习任务有点重，我也

要继续选修这门课。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选修这门课有着一箭三雕的

作用。 

        首先，我不仅是想完成中国民间演艺传统中的“昆曲”部分，更是

想跟随吴老师的课堂，了解更多的中国传统艺术。之前，我们都是各



自负责自己的部分，对于所负责的剧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我们

对其他的剧种知之甚少，所以我认为上了这门课，我可以有机会对每

个剧种都有所涉猎，也可以借鉴其他同学的劳动成果，取长补短。就

比如在这一个月内，我们不仅从文字上了解了“布袋戏”，更是亲手操

纵了布偶，进一步体会到了布袋戏的精华。另外，我觉得学生学习到

的不仅仅是语言，甚至可以从中培养兴趣。在上这个课之前，我一点

也不了解布袋戏，觉得“戏”都是太传统的艺术形式，没法吸引我的注

意力；而且戏剧大多都是用方言，唱腔与通俗歌曲大有不同，很难听

懂，这又是无法集中注意力欣赏的一方面。但是在这几节课的学习之

后，我觉得布袋戏还是很好玩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摆弄，而是需要精

湛的技艺才能完美地展现给观众。并且，我觉得台湾真的花费了很大

的功夫来推广布袋戏，将之搬上了荧幕，宣传范围更广，让年轻一代

可以轻易地通过现代网络工具欣赏—因为在我的传统观念里，布袋戏

或者其他的地方戏都是在村镇搭戏台，供临近村民欣赏娱乐，而城市

的人们很难接触到这一类民间艺术；然而在城市，像京剧、昆曲、越

剧等，又算得上是高雅艺术，若非专业人士或者狂热爱好者，普通市

民又不会积极地去购票观看。所以，我觉得霹雳布袋戏的产生是非常

好的。在几年之前，北京地区也尝试过将京剧纳入“音乐课”当中，虽

然在当时引起了热议，但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话题渐渐不被人

提起，推广效果也甚是不佳。如果在国内都无法很好的宣传中国传统

艺术，那又如何像世界各地的人推广中国文化的精华呢？ 

        其次，我们在课堂上的任务是辅导学生的汉语。这样的实践机会

真的是不多的。不过我觉得这些学生的汉语水平已经非常不错了，特

别是那个韩国学生。我觉得他们能在文化课上自行组织语言，比较流



畅地表达出来，这是很厉害的。自己带的家教也快两个月了，不仅要

自己根据课本内容来适当地变更内容，还要随时“哄”孩子们开口说

话，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做老师的不易，更是知道了学习二语时“开口练

习”的重要性。当初自己学英语时，就不愿意开口说，学的是“哑巴英

语”，现在自己做老师了就拼命地要求学生开口说，想想也有些羞愧。

经过这两个月的实践，我知道了学会表达、学会提问题的重要性。如

果学生突然问我一个问题，我会觉得非常高兴。因此，我认为吴老师

课上的评论和提问题的环节就做得非常好，至少说明了学生在认真听

课，在思考。 

        最后一点，我非常感谢吴老师能给我们这么多机会，让我们参与

到有利于我们未来应聘的活动中。有些老师只会教课，不会关注学生

在课堂以外的发展，但是我从吴老师这儿得到了很多学习之外的东

西。我也会珍惜这样的机会，和梦频一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昆曲

完美地呈现给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