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红缨枪技艺：在约旦舞动东方文化之魂

2023 年 11 月，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胡宇正式通过汉语志愿者教师考试，派驻在

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他一直积极探索如何将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融入教学之中。面对班级里汉语中级水平的大学生们，胡宇能感觉到学生们一

直渴望通过亲身体验来深入了解中华文化。基于对学生学习心理和认知风格的把握，

胡宇决定开展京剧耍红缨枪技能教学，希望借此让学生们领略京剧艺术的独特韵味，

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胡宇首先做了大量细致且充分的准备工作。他从国内精心挑选了一批适合教学的

红缨枪道具快递过来，这些红缨枪长度、重量适中，既保证了安全性，又能让学生们

充分体验耍枪的乐趣。同时，他收集了大量京剧表演中耍红缨枪的精彩视频片段，涵

盖了经典剧目如《挑滑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视频中演员们精湛的技艺和灵

动的身姿，将成为吸引学生兴趣的关键。此外，胡宇还准备了丰富的文字资料，详细

介绍京剧的历史渊源、角色行当、表演特色，以及红缨枪在京剧中的象征意义和常见

招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动作要领，他还制作了简单易懂的动作分解图，将每个

耍枪动作的起始姿势、运动轨迹和结束状态清晰标注。

在课程正式开启时，胡宇先播放了一段京剧《挑滑车》中高宠挑滑车的精彩片

段。视频里，演员手持红缨枪，身姿矫健，动作刚劲有力，枪花闪烁，伴随着激昂的

京剧唱腔和锣鼓声，瞬间点燃了课堂气氛。学生们的目光被屏幕牢牢吸引，教室里安

静得只剩下视频播放的声音。当视频结束，学生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惊叹声，对接

下来的红缨枪教学充满了期待。

胡宇抓住时机，用流利的汉语和阿拉伯语开始讲解京剧的基本知识。他从京剧的

起源讲起，介绍了徽班进京、四大徽班的融合以及京剧在清朝的发展壮大。接着，详

细阐述了京剧的四大行当 —— 生、旦、净、丑，以及每个行当的特点和代表角色。

在讲解过程中，胡宇展示了不同行当的脸谱图片，让学生们直观感受京剧脸谱艺术的

魅力。他还特别强调了红缨枪在京剧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一种武器道具，更承载

着角色的性格和剧情的发展。例如，在《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中，穆桂英手持红缨

枪，展现出她的英勇无畏和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理论知识讲解完毕，胡宇开始示范京剧耍红缨枪的基本动作。他先拿起红缨枪，

展示了正确的握枪姿势，说道：“大家看，我们要像这样，用右手握住枪柄的后端，

左手轻轻搭在枪杆上，这样既能保持枪的稳定，又能灵活发力。” 随后，他缓慢地演

示了 “枪花” 的动作，边做边讲解：“这是最简单的枪花，我们先将枪杆在身前逆

时针旋转一圈，注意手臂要伸直，动作要流畅，然后顺势将枪尖向前刺出。” 胡宇的

动作标准而流畅，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纷纷模仿。

然而，学生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诸多问题。首先，尽管学生们具备汉语中

级水平，但一些京剧术语和动作描述的词汇仍然理解困难，比如 “亮相”“云手”

“鹞子翻身” 等，这使得他们在理解动作要领时出现偏差。其次，京剧耍红缨枪对身

体的协调性和节奏感要求极高，学生们在练习过程中，常常出现动作僵硬、节奏混乱

的情况，枪花打得歪歪扭扭，无法连贯地完成动作组合。此外，部分学生在练习过程

中，由于担心受伤，不敢大胆发力，导致动作绵软无力，缺乏京剧表演应有的精气

神。

面对这些问题，胡宇陷入了深思。他意识到，语言理解障碍需要通过更直观的演

示和简单易懂的解释来克服；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的不足，需要通过大量的针对性练

习和节奏训练来提升；而学生的心理顾虑，则需要通过加强安全教育和给予更多的鼓

励来消除。

针对语言理解问题，胡宇在讲解动作时，不仅放慢语速，用简单的同义词替换京

剧术语，还配合大量的动作演示和生动的比喻。比如，解释 “亮相” 时，他说：

“亮相就像是拍照时，你摆出一个最帅气、最漂亮的姿势，让大家都能看到你的风

采。” 同时，他将每个动作的名称和要领写在黑板上，用汉语和阿拉伯语标注，并制

作了简单的动作说明卡片，让学生随时可以对照学习。

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胡宇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性的练习。他先让

学生们进行分解动作练习，将复杂的耍枪动作拆分成若干个简单的动作，如握枪姿

势、刺枪、抡枪等，让学生们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每个分解动作。然后，逐步增

加动作的难度和连贯性，进行动作组合练习。在练习过程中，胡宇还引入了京剧的锣

鼓节奏，让学生们跟着节奏进行练习，通过击打节奏来把握动作的快慢和停顿，提升

节奏感。此外，他还组织了小组竞赛，让学生们分组进行动作展示，互相学习、互相

竞争，激发学生的练习积极性。



为了消除学生的心理顾虑，胡宇在每次练习前，都会进行详细的安全教育，强调

正确使用红缨枪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如不要将枪尖指向他人、避免用力过猛导致枪身

脱手等。同时，他在学生练习时，始终在旁边密切关注，及时给予指导和保护，让学

生们感到安心。对于那些不敢大胆发力的学生，胡宇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肯定，耐

心地引导他们克服恐惧心理，逐渐加大动作的力度。

随着课程的推进，胡宇发现学生们对京剧耍红缨枪的文化内涵和表演技巧有了更

深入的追求。于是，他增加了拓展内容，介绍了京剧表演中的身段、台步、眼神等要

素，以及如何通过这些要素来塑造角色、表达情感。他还邀请了一些在约旦的京剧爱

好者来课堂进行交流和表演，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京剧的魅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能够熟练掌握京剧耍红缨

枪的基本动作，动作流畅、节奏感强，并且在表演中融入了自己对京剧文化的理解和

感悟。在最后的课程汇报演出中，学生们身着传统的京剧服装，手持红缨枪，精神抖

擞地走上舞台，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他们的表演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

声和欢呼声，学生们脸上洋溢着自豪和喜悦的笑容。

回顾这段教学经历，胡宇感慨万千。他深刻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开展中华

文化技能教学，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学习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

学效果，让中华文化在海外生根发芽、绽放光彩。这次在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教

学经历，也将成为他宝贵的经验财富，激励他在未来的教学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创新。

（本案例来源：笔者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对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志愿者教师胡宇的

线上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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