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戏曲工作总结(精选6篇)
总结是把一定阶段内的有关情况分析研究，做出有指导性的
经验方法以及结论的书面材料，它可以使我们更有效率，不
妨坐下来好好写写总结吧。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
用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戏曲工作总结篇一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

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颗戏子的心/

喜欢伶人，他们演的是戏，唱的是戏，在阡陌尘纷间寻找自
己的前世今生，用文字为针唱腔为线，一点点绣这人生画卷
的不尽起伏跌宕情思缱绻。声声慢声声叹，把光阴唱老，流
年暗逝。

而其中，尤以青衣为最。青衣，青衣，这两字只是启唇轻唤，
便觉已有无限的惆怅与文艺。王吟秋的《春闺梦》，他饰演
张氏去探问自己丈夫王恢消息时，柔荑轻扣邻家门，那个动
作魂牵梦萦，令人叹为观止！他的手柔弱无骨，只食指和中
指轻轻一弹。那一弹，轻盈飘逸，弹出无限风情与旖旎。那
样修长的手，十指尖若笋——是天地间最美的一双手。而他唱
“可怜负弩充前阵”这段二流转水时，我看见他的腰身柔似
少女轻若柳烟，那样柔美又那样舒展，那样诱惑又那样缠绵。
听他戏，便觉是银碗里盛雪的肃清，却又似听着隔云的水萧，
分外缠绵。而台上的他，幽咽婉转，风情万丈，切切地唱，
丝丝绕绕，恍若置身云端，有分外薄凉的冷艳。

青衣是诗，是散文，是天边那一轮幽然红月，是黑夜里妖娆



的诡异，有咸湿的香，带着三月的烟花味，淡淡的，青青的，
是一段说不出清的情愫，是柔肠百结间那一寸寸缠绵。

也许也正是依了这份情怀，我才分外的迷恋青衣，迷恋她的
婉转，不媚俗，凛然，又有极度的诱惑。她的语调，她的摇
摆，她的一唱三叹，令人心醉其中，不能自拔。

更加喜欢琴师。一套戏班子，琴师是顶顶重要的。没了琴师，
戏班子又上哪去寻它的魂？琴师是灵魂，是比角还要角的第
一把交椅，没了琴师，没了调，没了弦，纵然伶人歌喉婉转，
阳关三叠，也唱不来那最是婉转幽深的一曲。

小时候暑假总是跟着阿婆看戏，听那二胡依依呀呀，便是在
午夜的梦中也缭绕不去。而倘若白天听了《病中吟》，衬上
二胡声调那一抹悲凉，那今夜定是难以入眠。因为那简直是
如泣如诉了，渲染得整个人都湿达达。憋在胸腔里，挥之不
去。

绕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渐渐成了心头一抹朱砂痣。那朱砂痣，
红出了光影与曼妙，是旧日里阿婆铺在床上大红的缠枝莲床
单，流苏足够长，艳也足够艳。它在旧时光里，闪着异样的
光。

彼时年幼，可从小受了戏曲熏陶，竟也完全沉溺在其中了，
完全的不顾别人。忘了身处戏院，忘了身边的阿婆，也忘了
自己是谁，整个世界便只剩那一曲，一意孤行的寂寞跌宕开
来。这里刚刚落下一幕，那一幕又拉开来，是谁在晚风里孑
然独立月下，幽然的月光模糊了他的背影？春潮涨水了，你
却仍然不回来。月亮湿透了，打落谁的花枝？夜色如此深沉，
不粘不滞，带着往昔的风，呼啦啦的吹来。

一个激灵从戏里醒来，侧过头想要唤阿婆，却看见阿婆已然
泪水涟涟，便倏然收了声再不敢打扰。却暗自揣测，阿婆是
在这戏曲里想起了什么？是不是她年轻时着蓝色绣花的小棉



袄端然坐在另一个他眼前的喜悦？彼时脂正香，粉正浓，而
如今，转眼双鬓已成霜。

从小便这样痴痴的迷着，恋着戏曲。而对戏曲里的爱由浅入
深，是在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的师兄与他出逃，对
着台上的风情万丈的戏子，倏然泪下，叫唤连天“他们是怎
么成的角呀。”转身两人回了梨园。便在那一瞬，我对戏曲
的爱，霍然浓烈起来！如上古传说中那一星天火，就此点燃
了我的心！烧尽心中不尽浮躁，唯有关于戏曲的一切悠悠荡
荡沉淀了下来。

戏曲工作总结篇二

记得有一次春节回老家过年，我正和邻家的小伙伴无忧无虑
地玩耍。这时爷爷过来说要带我去看戏。我对戏曲一无所知，
更别说有兴趣了，我便一口拒绝了，可是爷爷还是生拉硬拽
把我拉了出去，非让我陪他去街上看戏，我无可奈何，只好
跟着着爷爷去了。

到了那里我听到的全是咿咿呀呀的唱腔及锣鼓喧天的伴奏，
这对于我来说就是噪音。想让我喜欢上戏曲简直是天方夜潭。
我强忍着无奈，在那听了一小会，就直打哈欠。忽然，一段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回荡，这一段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样，有一
种莫名的亲切感，顿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俺老孙来也！”只见他一个前空翻，再来个后脚踢。“谁
个不知，哪个不晓，大圣爷爷拜访龙宫，借用兵器，那龙王
大话欺人，言而无信，恼的大圣性起，闹翻龙宫。”此时我
已听得入了迷，好像我已进入到了舞台上面的角色。这时我
问爷爷:“这是什么戏？”爷爷告诉我说:“这是根据四大名著
《西游记》改编成的戏剧《孙悟空大闹龙宫》主要讲了:孙悟
空到龙宫借用兵器，龙王对他十分藐视。骗他去搬定海神针
铁。不料孙悟空神通广大，把定海神针铁变为称手的兵器金
箍棒，龙王悔恨和孙悟空大战，最后被机智而勇敢的孙悟空



打败。孙悟空在小猴欢呼簇拥中高唱凯歌胜利回山。”我已
被里面的故事深深的所吸引我也慢慢地爱上了戏曲。

回到家，我又听了《花木兰》《打金枝》，《朝阳沟》等，
并试着去理解这些戏曲人物，我发现这些都是很励志的，对
我很有帮助。现在我经常看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节目
中那些优秀的小演员，把我们河南的豫剧表现的表现得淋漓
尽致，出神入化。

同学们，中国的戏曲真的很好听，希望我们这些零零后多多
去关注，多多去热爱把我们中华戏曲的瑰宝一代一代传承下
去，将我们中华民族的戏曲在世界的东方永放光芒！

戏曲工作总结篇三

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与春节联欢晚会、春节歌舞晚
会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每年农历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举
办的综艺性文艺晚会。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是我国传统盛大
节日。每年除夕晚上都会举办综艺性文艺晚会。下面，本站
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春节戏曲晚会的戏曲吧，仅供参考。

中国戏曲包括宋元南戏、元杂名句、明清传奇、近现代京剧
和各种地方戏。中国古代戏曲主要指元明清戏曲，包括：宋
元南戏、元杂剧和明清传奇。

中国五大戏曲剧是：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

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
数以万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出现许多改编的传统剧
目，新编历史剧和表现现代生活题材的现代戏，都受广大观
众热烈欢迎。比较流行著名的剧种有：秦腔、京剧、越剧、
黄梅戏、评剧、豫剧、越调、曲剧、昆曲、粤剧、川剧、淮
剧、晋剧、汉剧、湘剧、潮剧、闽剧、祁剧、莆仙戏、河北



梆子、湖南花鼓、吕剧、花鼓戏、徽剧、沪剧、绍剧等六十
多个剧种。

戏曲是汉族传统艺术之一，剧种繁多有趣，表演形式载歌载
舞，又说又唱，有文有武，集“唱、做、念、打”于一体，
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其主要特点，以集汉族古典戏曲
艺术大成的京剧为例，一是男扮女、女扮男;二是划分生、旦、
净、丑四大行当;三是有夸张性的化装艺术--脸谱;四是“行
头”(即戏曲服装和道具)有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五是利
用“程式”进行表演。汉族的民族戏曲，从先秦的"俳优"、
汉代的“百红”、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
南戏、元代的杂剧，一直到清代地方戏曲空前繁荣和京剧的
形成，戏曲始终扎根于汉族民间，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看戏
至今仍然是汉族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一般说来，北方人多
喜看京剧，南方人则多爱好越剧，各种地方剧种都有其自己
的观众对象。远离故土家乡的人甚至把听、看民族戏曲作为
思念故乡的一种表现。

(一)虚拟性

虚拟是戏曲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法。它是指以演员的表演，用
一种变形的方式来比拟现实环境或对象，借以表现生活。中
国戏曲的虚拟性首先表现为对舞台时间和空间处理的灵活性
方面，所谓“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顷刻
间千秋事业，方丈地万里江山”，“眨眼间数年光阴，寸柱
香千秋万代”这就突破了西方歌剧的“三一律”与“第四堵
墙”的局限。其次是在具体的舞台气氛调度和演员对某些生
活动作的模拟方面，诸如刮风下雨，船行马步，穿针引线，
等等，更集中、更鲜明地体现出戏曲虚拟性特色。戏曲脸谱
也是一种虚拟方式。

(二)程序性

程序是戏曲反映生活的表现形式。它是指对生活动作的规范



化、舞蹈化表演并被重复使用。程式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生活，
但它又是按照一定的规范对生活经过提炼、概括、美化而形
成的。戏曲表演中的关门、推窗、上马、登舟、上楼，等等，
皆有固定的格式。此外，戏曲从剧本形式、角色行当、音乐
唱腔、化妆服装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程式。

(三)综合性

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综合的民族艺术。这种综合性不仅表现
在它融汇各个艺术门类(诸如舞蹈、杂技等)而出以新意方面，
而且还体现在它精湛涵厚的表演艺术上。各种不同的艺术因
素与表演艺术紧密结合，通过演员的表演实现戏曲的全部功
能。其中，唱、念、做、打在演员身上的有机构成，便是戏
曲的综合性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

戏曲工作总结篇四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单元都是反映人类文化的文章，综合性学习《戏
曲大舞台》是戏曲文化。因此，我这堂课的目标定位是：了
解中国戏曲相关知识，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本着这一目标，
我尽可能的为学生的搭建认识戏曲、学习语文的舞台。

根据原有的知识储备（我原来教过音乐，虽不是个戏曲爱好
者，但对戏曲有所了解），在备课过程中，我除了梳理自己
已有的戏曲知识，还查阅了各种资料，寻找吸引学生的知识
点。如果仅仅是向学生讲授这些知识，这堂课肯定会让学生
恹恹欲睡。因此，我采用了灵活多样的形式，让学生认识戏
曲，比如：戏曲知识知多少、猜赏戏曲、辨别脸谱、演唱戏
曲等，整个课堂异彩纷呈，学生们的对戏曲认识兴趣被极大
地调动起来，特别是学生自演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苏三
起解》《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片段，
虽然有的同学唱得不够精彩甚至跑调，但也把课堂推向了高



潮，学生情绪高昂，从而达到了意想的效果。这一点从学生谈
“对戏曲有了怎样的认识？”我已经知道学生已经对戏曲产
生了兴趣。

这是一堂展示课，展示课必须有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为基础，
这就不得不提到课前的准备。我提前两周布置任务，要求：
自主阅读教材，同学间分组合作查找资料，了解中国戏曲的
一般知识，了解戏曲文化知识和我们家乡的地方戏；模仿学
唱一两个自己喜欢的戏曲片段；搜集几段精彩唱段，把自己
对唱段的理解与同伴交流。学生在这两周里回家搜集查找资
料，来到学校一有时间就交流整理资料，有的同学还跨班级
收集资料（农村家庭大部分没有网络，戏曲方面的参考资料
又少，因此资料的获得主要靠部分同学收集，大部分同学主
要是交流整理），有的同学还把自己学到的戏曲片段教给同
组的同学和其他想学的同学，课余时间时常会听到哼唱戏曲
声音。这样通过搜集资料，既充分的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自
主合作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为学生的课堂展示做好了知
识储备。而我设计教案时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把时
间还给学生。课堂上我设置了让他们展示信息量丰富及整合
处理信息能力的戏曲知识问答、脸谱的含义及举例，让他们
展示演唱才能的戏曲表演、让他们展示写作与表达能力的戏
曲赏析，让他们展示表达能力的谈“对戏曲的认识”等等，
让学生得到自由充分的展示。而教师在课堂上仅仅起到穿针
引线、调整课堂的作用。

我这堂课虽是展示课，但是我没有仅仅停留在把搜集来的知
识简单回报这一层面上，而是尽可能的贯穿语文学习。因为
如果脱离开语文教学，也就不是一节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

《戏曲大舞台》这一综合性学习课很容易上成热热闹闹的表
演课、学唱课，戏曲知识课，往往忽视了口语表达与书面表
达，偏离了语文教学的特点。我这堂课的目标定位是：了解
中国戏曲相关知识；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而且这次活动我
重视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比如：对脸谱的识



别不只是停留在脸谱辨别和代表的含义上，而是联系“平时
描写人物时要注意观察，刻画出特点”这一写作方法。又如：
戏曲欣赏不只停留在让学生“悦耳”这一层面上，而是在欣
赏的基础上让学生当堂对所听和所了解的戏曲的进行赏析，
既培养了写作能力又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这节课不仅形式
灵活，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语文学习这一舞台。

当然优点和不足往往是并存的。戏曲知识博大精深，课堂的
四十五分钟很难把戏曲重点知识全部挖出来（尤其是国粹京
剧），这不仅是老师的遗憾，更是学生的损失。再者我班人
数多，一节课很难让所有的学生有展示的机会，特别演唱和
赏析往往只停留在少数几个人身上。

戏曲工作总结篇五

一、狠抓艺术生产质量，努力开拓演出市场

1、为了提高效益，保证演出质量和剧目的数量，提升小百花
越剧团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使演员、乐队及舞美人员的
综合水平得到快速提升，剧团在狠抓艺术生产的同时，对原
有11台大戏进行了加工。特地邀请国家一级导演俞珍珠来为
《宫墙柳》和《吕布与貂蝉》作加工提高;国家一级演员王凤
鸣和张腊娇对《洗马桥》作指导排练;著名导演王颐玲为《五
女拜寿》、《碧玉簪》加工排练;著名作曲家谈声贤进行坐唱
指导;著名作曲家何占永对乐队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培训指导;
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罗志摩指导舞美设计和制作。有了这么
多名家的倾情付出和演职人员们的认真学习，使得整体水平
上了一个新台阶。

2、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活动，丰富广大农村观众精神文化需求。
20__年演出大戏84场，综艺、折子戏31场，共完成演出115场
次，观众逾18万人次，送戏到萧山、台州、绍兴、温州、余
杭等地的30多个地区及乡镇，在参加绍兴“江浙沪经典越剧
展演”和乐清剧院、诸暨剧院周末剧场的演出中反响强力。



另外，自成立“市场营销部”以来，承办各类“婚
庆”、“开业庆典”等活动10多场，超额完成上级布臵的目
标任务，在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的同时，增创经济收入。
剧团在赴各地演出中，经常听到戏迷朋友对余杭小百花这支
年轻队伍的赞叹。良好的演出效果，不仅有助于剧团的更好
发展，也有助于扩大余杭文化的吸引力。

二、勇于创新，创排新戏《洪昇》，并获得可喜成绩

20__年，文广新局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洪昇》的创作、编
排和演出，为将越剧《洪昇》打造成为艺术精品、余杭的文
化品牌，组建了实力雄厚的主创班子。赴西溪湿地洪氏文化
纪念馆参观学习，了解洪昇的`生平与成就。邀请戏曲专家上
门指导，《洪昇》剧本穿插有昆曲唱段，剧组特意邀请著名
昆剧表演艺术家张志红、李公律进行昆曲唱腔和身段指导。
对荷叶舞、宫灯舞、扇子舞等伴舞，演员们都是反复排练，
力求细节上的完善。

其后《洪昇》在“第二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和“省第十一届
戏剧节”比赛中获得可喜成绩。其中获得了第二届中国越剧
艺术节“银奖”，费鑫萍、金莉萍分别获得“十佳新秀奖”;
浙江省第十一届戏剧节“优秀新剧目奖”，费鑫萍、洪燕琴、
金莉萍分别获“优秀表演奖”。“两节”上所获得的大奖为
余杭小百花的发展史增添了靓丽的一笔。剧团将以《洪昇》
作为新的起点为余杭小百花在今后的戏剧舞台上再创辉煌而
努力。

三、加强队伍建设，健全规章制度

1、为了改善剧团的整体素质，加强队伍管理，提升队伍的战
斗力，剧团在原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调整了“综合治理安全生产工作小组”并落实工作责任;调整了
“艺委会”成员，按期讨论艺术产生和演出质量;班子定期召
开_和群众测评制度，量化群众对班子的满意度;不断强化团



内各部门、岗位的工作职责，严格规定并实施团内演职人员
的奖惩及考勤标准，为剧团走上规范化管理奠定了扎实的基
础。

2、为了充分发挥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激励作用，调动全体职
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演职人员队伍素质建设，根据剧
团实际情况，今年再次开展了“专业技术岗位竞聘”工作，9
位已有中级资格的同志竞聘2个岗位，整个工作做到“公开、
公平、公正”，效果显著、群众满意。最后聘用演员队和乐
队人员各一名为中级职称岗位。另外今年剧团开展了“单位
中层干部竞岗”工作，健全了“共青团支部”的班子力量，
在选用干部上全面打破了身份的限制，真正体现“能上能下、
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成效显著，为剧团走上规范化管理
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3、整顿队伍，充实队伍。对实习到期的学员进行业务考核，
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决定去留(4人中1人留用)。对原有合同工，
单位根据其思想表现和专业水平确定合同续签对象，并进行
续签劳动合同。在工资、福利等方面也做了适当的调整，使
之更加公平合理，极大提高了剧团演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在充实队伍方面，我们在加大剧团自身宣传的同时，在全省
范围内引进优秀表演、演奏人员，继续采用先试用后签订的
办法，做到积极稳妥地引进和使用(其中被引进使用的有2人)。

四、加强安全防范力度，全方位整改安全隐患

剧团始终把安全工作摆在“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压倒一
切”的重要位臵，以“安全第一”的宗旨扎实工作，在确保
剧团外出演出行车、运输、装拆台、食宿等安全的同时，对
团部公用场所、宿舍楼实施了全面的安全整改，20__年共组
织安全自检12次，召开大会8次，对单位防盗设施、用水管道、
墙面软化、消防设施等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整修，共投入资
金47000元。此外，剧团严格实行“控烟令”，对办公场所、
排练厅及仓库所在地严禁吸烟，违者重罚，真正做到了防患



于未然。

另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篷车自20__年购买至今一直没有上
过牌照，这给百场下乡演出带来很大的不便，也存在极大的
安全隐患。根据局领导的要求，今年8月份，剧团花了近一个
月的时间，办理好了5年来没有办理的大篷车牌照及其他相关
手续。大篷车的顺利上牌，解决了百场下乡演出期间的安全
隐患，确保了下乡演出计划的顺利实施。

戏曲工作总结篇六

1、字不清，唱不明。

2、一天不练就回，两天不练就生，三天不练就没。

3、嘴上没有功，吐字听不清。

4、字不正听不清，腔不回不中听。

5、一台无二戏，救场如救火。

6、以熟为巧，以巧为妙。

7、一台戏得合手，不合手戏准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