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成功經驗專訪學校成功經驗專訪

「落花滿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薦鳳台上 ⋯⋯」 每當說起

粵劇或粵曲，總會讓人聯想到《帝女花 ‧ 香夭》、「粵

語長片」、老人家的「流行曲」。但天主教伍華小學音

樂科科主任賈詠雪老師，誓要把粵劇「年輕化」和

「生活化」，並向學生展示粵劇有趣的一面，旨在讓更

多學生認識和了解粵劇的精髓。經過幾年的努力，

學校在粵劇發展上獲得了豐盛的成果。在本期專訪中，

賈詠雪老師將會與大家細說推行粵劇教育的心得及成功

的祕訣。

賈詠雪老師 (左 ) ; 林漢堅校長 (右 )

學生試用「大靠」

粵劇教育相對其他音樂樂團來說，算是較冷門的範疇，

那為甚麼學校會 把粵劇融入課程? 賈老師表示：「2012

年，在機緣巧合下 ，我加入了粵劇專業社羣，得到有

關粵劇教學的指導，便嘗試把粵劇梆黃元素加入學校各

級的音樂課程中。萬事起頭難，同工和學生一開始都對粵

劇很陌生，於是我要身體力行，由以往唱西方古典歌

曲、歌劇、藝術歌曲，改以粵曲子喉唱出：『案上端放是

何書⋯⋯』。學生覺得很驚訝，他們看到我的轉變，看到

我放膽去試和去唱粵曲，於是他們就開始跟我一起唱小

曲和滾花。見到學生勇於嘗試和對我的支持，成為我竭

力推行粵劇課程的原動力。」

天主教伍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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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子一：工尺律動 點子二：中西合壁

點子三：繞口令 點子四：粵劇遊戲

為讓更多學生認識粵劇，賈老師於2015年成立「粵劇小組」，並於2016年的學期末舉辦了首次

的「粵劇日」，邀請了「粵劇小組」表演。學生都被粵劇的妝容、服飾、做手所吸引，獲得

非常正面的迴響。賈老師認為粵劇必定有其「好玩」的地方，只要能令粵劇融入學生生活，

便會有助粵劇教育的推廣。於是她想出各種有趣的教學小點子，把粵劇重新「包裝」。

為讓低年級學生認識工尺譜字，賈老師
獨創「工尺律動」，學生邊唱邊做動作，
以加深印象。

賈老師把工尺譜字融入祈禱詩歌「感謝主」中，通過
每日的唸誦，幫助學生建立語感。此外，她又創作
「聖誕白欖曲」，把普天同慶的信息，通過打奏鑼鼓
和滾花唱出來，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賈老師更構思了各種遊戲，例如幼稚園到校參觀
時，她用工尺譜字與學生在音樂粵劇課玩遊戲，學
生和家長都樂在其中。賈老師興奮地說：「本年度
更會有工尺譜字閃卡和精靈面世，希望令音樂粵劇
課變得更加有趣。」

賈老師憑着無限的創意，把粵劇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中，例
如讓學生在限時之內用「七字清中板」，一邊打板，一邊唸
快餐店廣告的繞口令—「雙層牛肉巨無霸，醬汁洋蔥夾
青瓜⋯⋯」，令粵劇更加「落地」，更貼近學生的生活經驗。
此外，賈老師也會把粵劇元素融入其他學科中。她表示：
「曾經與數學科攜手合作，我創作『白欖』，以白欖鑼鼓作
起首，而學生則『依字行腔』，用子喉和平喉唱出乘數表。
我更邀請數學科老師和校長一起唱，把粵劇變得更有趣味，
更是首次跨學科 (數學與音樂科)的協作呢!」

「工尺律動」示範

四的乘數—白欖篇 小一巡禮—音樂粵劇課

利用鑼鼓練習《聖誕頌曲》

粵劇小組在「粵劇日」的演出

「粵」有趣，「粵」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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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查篤撐兒童粵劇推廣計畫」之老師培訓工作坊

除了有趣的教學小點子外，賈老師還盡力讓學生有更多演出機會。通過親身接觸，學生更能體會到粵劇的精髓。

經過幾年的耕耘，學生對粵劇的印象都改觀了，並從中找到了樂趣。

正如前文所言，粵劇教育是相對「冷門」的課程，要全面在學校推展的確困難重重，但學校能善用各種資源來提

升粵劇教與學的質素。賈老師表示：「我會利用《朗文音樂》課本裏的內容和活動作為基礎，例如六年級 《敲鑼打

鼓》 一課，老師會教授常見的鑼鼓點，而在總結活動—『創意舞台』，則會讓學生運用所學，創作合適的鑼鼓點。

為配合活動，學校除了添置鑼鼓，更每年安排各級學生參與康文署舉辦的『學校文化日』的粵劇專場，務求令粵劇

在學校普及。」

學生在2016課程文件「粵劇合士上—梆黃篇」發布會
中首次公開演譯胡國賢校長創作的粵曲《三小豬》

參加「第五屆校際兒童粵曲大賽」 ，獲得子喉
合唱亞軍

出席「第五屆查篤撐兒童粵劇節」頒獎禮 獲邀於農曆新年以粵劇小曲報佳音

除此之外，學校還申請了「粵劇發展基金」，為粵劇小組於課後安排粵劇工作坊，提升學生唱、做、唸、打的技巧。

學校更參加了「賽馬會查篤撐兒童粵劇推廣計畫」，成為種子學校，更由「查篤撐兒童粵劇團」創辦人馬曼霞老師，帶領

學校音樂老師進行8小時（為期3天）的「輕輕鬆鬆教粵劇」工作坊，啟發老師把粵劇元素引進各科，進行跨學科的學習。

《朗文音樂》六下
 《敲鑼打鼓》

善用資源，力臻完善

走出校園，踏上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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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板有眼 長袖善舞

撞板

插科打諢、「唔知點收科?」

重温各期的專訪

小編過去數個月走訪多間學校，了解她們的音樂課程和成功經驗，包括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的電子教

學、將軍澳天主教小學的從遊戲中學習、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的鼓樂樂團，以及本期天主教伍華小學

的粵劇教育，各具特色。在此謹代表公司感謝以上學校精采的分享。《朗文音樂》將一如以往繼續為業界提

供高質素的學與教資源，攜手為學生締造更佳的學習環境。

在演奏或唱曲時，節拍或速度出現錯誤。
比喻做事受到阻礙。

「科」指戲曲中的表情和動作，「諢」指
詼諧逗趣的話。「插科打諢」指演員在
表演中加入引人發笑的動作或語言。
但如果這些滑稽橋段表演得太誇張，
就會令之後的故事難以收場，也就是
「唔知點收科」，意指事情不知如何收場。 

演奏時，掌板的任務是
在樂隊中領導拍子。而
「一板一眼」的節奏較
慢，「一板三眼」的節
奏則較快。「有板有眼」
是指曲調正確，借指說
話或做事很有條理 。

粵劇表演的戲服袖口上有一段
白綢，就是「水袖」，是演員在
舞台上表達人物感情時放大、
延長的手法。「長袖善舞」意思
是袖子長，有利於跳舞時搖曳
生姿，比喻有所憑藉，則易於
成功。後用來比喻人行事的手腕
高明，善於經營人際關係。 

粵劇「冷知識」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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