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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儿童戏剧教育课程目标

教学目标是依据课程目标设计的，课程目标应贯穿

和体现于教学目标之中，因此教学目标的内容范围与课

程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具体可分为三个维度，即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

（一）知识与技能
在学龄前及基础教育中进行戏剧教育课程，不是

要培养表演艺术家、戏剧家，而是要通过戏剧课程普

及戏剧艺术基本知识，进行戏剧表演元素训练，从而

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戏剧表演技能。学生在戏剧中体会

角色扮演、戏剧情景、对话、装扮等戏剧元素，从而

培养学生在戏剧表演中“七力四感”（观察力、注意

力、想象力、感受力、判断思考力、适应力、表现力，

以及真实感、形象感、节奏感和幽默感）、合作能力、

鉴赏能力等。

（二）过程与方法
在戏剧课堂的教学中，学生在教师（领导者）的指

导下，参与戏剧活动，体验戏剧过程，体会戏剧内涵及

相关话题，强调三个过程：做中学、学中做、反思。让

学生了解戏剧表演的过程以及戏剧艺术展演、“亲历”

探究戏剧完成的过程；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学会学习，形成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儿童

素质教育的多元智能核心能力等。

（三）情感与价值
1. 德育教育。戏剧能够介入到我国德育教育中，

不仅因为戏剧元素包含表演、情景、扮演、情感等元

素，更多是在戏剧教育中的形式、方法和目标能够体

现德育的特性。如戏剧主题中体现道德情操上的认识、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自信心、人格认知方面内容，

通过戏剧模拟出现实场景、人物、故事情节，让学生

在虚构想象的空间中进行体验与表达，这种情景化的

真实感教学对传统口述或灌输式的教育更具说服力和

认同感。

2. 美育教育。在中国基础教育中进行美育，主

要是艺术教育 ( 文学、音乐、图画、戏剧、电影、舞

蹈等 )，组织学生观察和欣赏自然美、引导学生体验

社会生活美和劳动美，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艺术实践活

动，发展他们创造艺术美的才能和兴趣，尤其要注意

发现、培育、发展有艺术才能的学生。在戏剧教育的

过程中以多种艺术形式启迪儿童的审美，从而培养学

生发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美育除了对艺术

生活的美学能够进行鉴赏创造外，更重要的是能提高

心灵美德。

二、儿童戏剧教育课程架构

（一）总目标的架构。从教育课程目标的设计来看，

在知识、技能、过程方法与情感价值这些维度上进行架构，

是戏剧教育领域里的总目标实现（见表 1）。

表 1 戏剧教育课程总目标架构

【摘　要】教育的课程目标决定于课程的组织结构与框架，课程结构是课程目标转化为教育成果的纽带，是

课程实施活动顺利开展的依据。课程结构的研究是课程论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内容相当丰富的部分，课程结

构是课程各部分的配合和组织，它是课程体系的骨架，主要规定了组成课程体系的学科门类，体现出一定的课程

理念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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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窦一晗：钢琴普及教育中儿童音乐综合素质的培养

中如想帮助学生建立起一定的节奏感，可以建议学生多听一

些节奏感较强的作品。另外，从等速感入手，以及重拍训练

也是很好的选择，学生可以利用节拍器等来辅助练习，也可

以运用身体帮助练习。

在节奏知识的讲解中，教师需要帮助学生找到节奏组合

的规律，了解每一首乐曲相似的节奏性如何归类。学生节奏

知识难度掌握得好，就能够独立进行节奏分析，曲目太大对

于学生来说也不会是一个很难的事，这样会方便他们进行演

奏，也算是得到了音乐素质方面的培养。

三、对在教学中出现的不同情况，提出相应的结

合方法，增强音乐素质的培养

在课上老师的讲授固然重要，但是课下的练习是否正确

也是很关键的。这时家长就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讲授的要点，孩子们在课下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是在所难

免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帮助孩子一起完成作业，老师在

课上的要求也可以通过家长的提醒来进行。

钢琴教学中有一个褒贬不一的话题，那就是钢琴考级。

笔者认为，音乐的学习过程不是用考级来衡量的，钢琴考级

有利有弊，就看教师和家长如何来理解了。一味为考级而练

琴，过分强调弹考级曲目，就会忽视对其他钢琴作品的学习，

学习钢琴要尽可能多涉猎考级曲目以外的优秀作品。但不是

说不可以考级，笔者认为，在准备考级曲目的同时，正常的

教学不可打乱，考级和基础教学不能脱节。考级只是衡量阶

段性的学习结果，让琴童有学习的动力，也促进了正常教学，

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四、结语

钢琴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绝不可拔苗助长，儿童音乐

素质的培养在钢琴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想在短时期内获得

很大的收效，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是断然不可取的，这种浮

躁的思想势必会影响钢琴学习的质量。钢琴只是表现音乐的

一种方式，要想在音乐上有所造诣的话，离不开音乐综合素

质的培养。在钢琴教学中融入音乐素养，必将事半功倍，这

样弹奏出的音乐才会富有内涵，才能引人入胜。学习钢琴或

学习任何一门乐器都离不开音乐综合素质的支撑，音乐是无

国界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让音乐被所有人所接受，在人

们的心底生根开花，让美妙的音乐打动每个人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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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年龄阶段的目标架构。戏剧教育课程的实

施是基于儿童的身体与心理发育程度，通过戏剧教学法

与戏剧教育课程，达到基础教育中关于德育、美育、文

体等课程的要求（见表 2）。

戏剧教育课程目标的设定决定着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如何设计、实施和评价戏剧活动。那么戏剧教育课

程目标的设定对儿童学习领域、知识技能的掌握有着

重大意义。根据儿童年龄、心理、身体发育的特点与

戏剧艺术、戏剧教学的特点，制定儿童戏剧教育的内

容和框架也是构成系统的戏剧教育课程体系重要的一

环。

由于戏剧自身的综合性，戏剧教学己不仅是一项单

科的教学，它还可以扩及到其他领域课程，统领教学与

学校各项活动当中。构建有特色的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

是凸显戏剧教育人才培养特色的首要环节。戏剧课程是

可以解决以往课程门类多而杂且各学科之间关联性差的

问题，尤其解决在美育教育上，过于侧重艺术训练，而

忽视艺术带来的审美功能问题。

表 2  分年龄段课程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