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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儿童戏剧教育现状的归纳和实践，探索

儿童戏剧教育的目的和手段。顺应儿童的发展特点，以综合性

的训练手段，达到儿童对于戏剧的真实体验。

关键词：儿童戏剧；戏剧教育的功能；教学理念；教学实

践；戏曲元素训练

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是实现美育的有效方式之一。

戏剧最核心的部分：松弛的身体状态、敏锐的专注力、细腻的

感受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对于其他艺术门类学习与实践也至

关重要。用情感去照亮文字背后的黑暗，用生命去探索另一个

生命，把抽象变具象是演员的功课。

儿童时期，为什么需要戏剧的滋养，以及如何展开儿童戏

剧表演课，是本文探索与思考的初衷。儿童时期是人一生中创

造力和想象力最为旺盛的一段时期。戏剧教育，对于儿童心理

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表演训练元素中的“放松训

练”、“专注力训练”、“五感训练”、“想象力训练”等，

对于其他学科的学习和拓展，也都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教学目的决定了教学手段。如果以学院派教学方式来开展

儿童戏剧课，儿童时期独特的发展特点决定了这类方法取不到

很好的教学效果，对于师资的专业度也有很高的要求。照搬课

本剧和童话剧的教学方式，也容易陷于表层，使得各个元素无

法深入。

表演归根到底解决的是人的问题，通过揭示人的精神生

活，来照见人的灵魂。儿童戏剧表演课也是在探索人如何面对

自己，面对他人的问题。首先解决的也是“真实”的问题。如

何做到“真”至关重要。

儿童本身非常真实灵动，一上舞台，或经过老师的“点

拨”反而失去了本身的灵气，变得僵硬虚假。在舞台上说着背

下来的台词，眼睛看着规定好的位置，身体做着照搬下来的动

作，变成了虚假的“小大人”。

作为儿童表演课的教师，应该探索如何符合学生各个阶段

的发展特点，去展开戏剧教育，而不是抹杀他们与生俱来的表

演天赋。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具有美感的表达方式，而不是

模式化的生搬硬套。 表演教师的职责就是激发学生的潜能，减

少学生的杂念

在心理学中，根据心理发展的特点，按照年龄，将儿童期

划分为乳儿期（初生-1岁）、婴儿期（1-3岁）、学前期或幼

儿期（3岁-6岁）、学龄初期（6岁-12岁）、少年期（12-15

岁）、青年期（15-18岁）。在儿童戏剧表演课的教学中，对于

班级的年龄应有严格的划分，避免混班教学。

表演课程的开发应具备包容性。声音的训练与形体的训练

要相互结合，以促进儿童的直觉化思维、视觉化思维和肢体化

思维等能力的综合发展。

在表演课堂中，老师应少做和尽量不做示范，少“喂

养”，多引导。鼓励学生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培养一种直觉

反应能力。引导学生探索表达真实的各种可能性。应破除表演

只有一种标准的旧有观念，鼓励儿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不同

的可能性。

每个训练方法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儿童不同阶段的发展特

点，切忌说教化，针对其注意力的易分散，要融入更多更有趣

的视觉化和形象化的教学内容。

专注力训练

专注力是表演训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儿童特有的生

理发展特点，游戏是儿童学习、社交和创造的非常有利的方

式。在游戏中，孩子专注而轻松，可以诱发创造力和想象力。

在专注力训练中，笔者设计了“造型动静训练”。配以音

乐元素的融合，来训练学生的专注力。

训练的实践方式：学生在空间中自由的走动，保持视线的

打开（不看地板），敏感观察周围的环境，听到老师击掌声

时，保持肢体瞬间的静止，提醒学生不可憋气。不要提前预

设动作，鼓励肢体跟着本能的冲动去表达，多探索不同部位的

多样化方式，再次听到击掌声时，“活”过来——恢复行走的

状态。“造型动静训练”作为热身训练，时长可以控制在10分

钟。此阶段深化后，可以加入“眼神元素”——击掌静止时，

瞬间用眼睛去捕捉另一个人的眼睛。探索对方眼睛给你带来的

感受，并随之做出反应。感受对方的眼神变化，带给你的刺

激，并随之做出反应。

训练元素再深化开展，比如加入“造型博物馆“训练，老

师击掌静止，学生成为博物馆的雕塑，老师可成为博物馆的游

客，在“雕塑”中穿插，游览。学生身为“雕塑”，要坚定自

己的舞台任务，不受“游客”的干扰。这个训练可为专注力训

练的深入，学生的专注力和信念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

训练元素的开展要不断的深化。不在多，少而精。把复杂

的训练方式变得简单。

在表演训练元素中，音乐是不可缺的一种手段。音乐可以

让孩子身心得到放松，诱发孩子肢体本能的表达。在想象力训

练中，将音乐与肢体结合训练—— “白日梦想家”就用了这样

的理念来设计训练方式。

举例阐述其中的一个练习《魔法花园》。

训练的实践方式：让孩子以自己舒服的姿势躺在地板上，

闭上眼睛，保持呼吸流畅。引导学生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老师

的提示语中。音乐慢慢进入，老师慢慢提示：“随着音乐，自

由的释放你的想象力。你现在是一个花匠，你站在小院的门

口，木头做的小门，上面布满了灰尘，摸上去涩涩的，你试着

推了一下，门把手是钢铁做的，有点凉，你用尽力气把门推

开，非常重，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你是否喜欢这种声音呢？

当门打开，院子里都是松软的泥土，没有一株植物。你把自己

的工具篮放在地上，很沉，它把你的手勒出了一道痕迹。你用

手抚摸土地，松软的泥土在你指缝游走，泥土的味道钻进你的

鼻孔，你是否接受这种味道？你的身体可以自由的反应。天气

很热，阳光晒得你睁不开眼睛，你找出小帽子带着头上，它是

你最喜欢的颜色。你闻到了帽子上有洗衣液的味道，戴上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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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你感觉头发不再那么烫了。你仔细的观察四周的环境，开

始工作，从工具箱拿出工具，选择你的方式，开始挖坑，你的

汗水滴在泥土中，随之消失不见。你拿出种子，一个个的放进

去。（你非常清楚你拿的是什么种子）你把它们用土埋好，准

备浇水，你找到一个水管，用手去触摸水，冰凉湿润，水滑过

你的肌肤，你鼻子感到了潮湿，你洗了把脸，肌肤非常湿润，

然后选择你的浇水工具，开始为种子浇水。当你忙完这一切，

觉得非常口渴，你打开了一瓶水，那是你最喜欢的饮料，你闻

到了它的气味，水进入你的口腔、喉咙，慢慢流到肚子，你坐

在地上，吹了一口气，魔法开始了，种子慢慢发芽，绿色的嫩

芽在生长，越长越高，花苞慢慢展开，变成了你最喜欢的花，

你闻到了花的气味，整个空间都是你种的花。你开始用手触

碰它们，花瓣很脆弱，上面还有着水滴，你看到了叶子的纹

理，感受到了它的温度。你摘了一大束花朵，放在你的工具箱

里，你把手洗干净，很仔细的看了一下你的花园，每个角落你

都观察的很仔细。天慢慢暗下来，你带上工具箱，离开了花

园……。”

“白日梦想家”训练融合多种元素的训练，对于打开想象

力、五觉的感受、音乐的律动性、肢体化表达都有很好的效

果。老师要多选择描述性的语言去引导学生感受和体验，引发

感受的也定是非常具象的想象力。

此训练的元素可再深化，老师鼓励学生把刚才的想象，结

合音乐用肢体再现一遍。前期并不要求无实物的真实性与逻辑

性，诱发孩子将头脑中的想象通过肢体外化出来。将头脑中想

象力转化为形象的动作，是这一阶段的训练目的。

语言训练

对于语言训练，表演老师一定要赋予想象力的元素。不可

只停留在文字表层的意义。用学习一则诗歌举例说明，叶圣陶

的《谁也没有看见过风》。在课程设计中，风的元素贯穿整堂

课。

一段“风声”音乐元素，鼓励学生大胆的去按自己的方式

去诠释风，风在空中舞动，肢体会有什么样的方式。风“走

路”有多少种方式呢？你的肢体会有不一样吗？观察窗外的树

叶怎样舞动，如果你是一片树叶，风在身边吹过，你的肢体会

发生什么变化。打开窗户，风拂过你身体，钻进你的头发丝，

脸上，指尖，你肌肤会有怎样的感受？风如果会说话，会发出

怎样的的声音呢？呼吸的幅度有没有发生变化？比如“龙卷

风”“微风”“飓风“等，声音和肢体有什么不同呢？

用综合性的元素去打开孩子的想象力，开口前养成图片化

的视觉感，对于文本的诠释才不失生命感。当孩子的注意力放

在视觉化的图像上，所谓的紧张和无谓的小动作也就不复存在

了。这也就解决了当众表达容易紧张的问题。

戏曲元素的基本功训练

从我国民族戏曲中，吸取民族艺术的滋养，有助于学生提

高肢体表达和了解民族文化。戏曲中的身韵组合，例如：团

扇、折扇、水袖等表演组合，可以训练学生肢体美感和韵律性

的表达。比如，旦角身韵组合“团扇训练”可引领学生具体到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在出去游玩的过程中，发现蝴蝶、扑

蝶、坐船、摘花等一系列写意性的身体表达。探索与话剧表达

的不同，结合古典的民族音乐，组合性的身韵学习，对于儿童

写意性的美学表达有着独特的滋养。戏曲中有句行话“手为

势，眼为灵，身为主，法为源，步为根。”

戏曲五功之“步”——步法训练，可以很好的解决孩子腿

部力量的不稳定，在台上乱晃的问题。在腿部重心扎实的情况

下，戏曲台步又要求腰部放松，头顶虚空，呼吸流畅，这些基

本的要领对于身体训练，都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结合戏曲伴

奏，又可以训练学生音乐结合形体的律动感。

戏曲五功之“眼”——眼法训练，头顶保持虚空，眼睛的

左、右、上、下的移动，用眼睛外化“喜、怒、哀、惧”等情

绪，结合形象性的描写，配合律动的音乐，可以很好的训练学

生学会用眼睛表达。

但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儿童表演课，不能只是强制的要求

训练时眼睛要不同方向的运动，要进入形象化的描述，给学生

一种情境的感受。

训练的实践方式：让学生盘腿坐在地板上，保持基本的准

备姿势——头顶虚空，呼吸保持流畅，眼睛自然平视。

“你现在是一座灯塔，肚子是你的“一楼”。“一楼”深

深的扎根在土地里，胸腔是“二楼”，“二楼”空间也非常

大，你可以感受到它运动的幅度。头部是“三楼”，“三楼”

有两个 “探测灯”—也就是你的眼睛，周围一片漆黑，“探测

灯”扫描到左边，左边就有了光，扫描到右边，右边才能看清

楚周围的环境，你的“探测灯”非常小心的观察周围一切的环

境，看！上方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物体，它朝你驶来，原来是一

架飞机，你看到了它的颜色，形状，你看着它慢慢的在头顶驶

过……”

让戏曲的元素训练，变得趣味性和形象性，学生的信念感

和想象力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表演片段的排练

在选择剧本上，教师要选择易于诱发学生想象力又传达真

善美题材的剧本。无论是寓言剧或者课本剧，教师不可将排剧

当做表演课的重点，为了排剧而排剧。

初期剧本文本尽量少，一个动作胜过十句话，诱发学生大

胆的对行动进行挖掘。

当具备了“松弛、专注、充满想象力”时，便开启了这个

想象的王国的大门。但能否在这个想象的王国驰骋，需要更为

深厚的专业技能和美学素养。

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而且是培养孩子一种思

维方式。

人终其一生探索的是究竟要成为怎样的一种人。教育也在

探索，我们要培育什么样的人。

戏剧是一面镜子，照见他人，更重要的是照见自己的灵

魂。

在走近与触摸一个个灵魂时，敢于袒露自身的脆弱，坦诚

的面对自己，慢慢学会如何与这个社会相处，如何与他人相

处，更重要的是与自己相处。

戏剧教育内核是“真实”，手段是“用心”。

别无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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