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７年３月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Ｍａｒ．２０１７　
　第５４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５４Ｎｏ．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１８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国民艺术素养教育研究”（０９ＪＺＤ０００９）
［作者简介］张金梅 （１９７１—），女，陕西西安人，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从事儿童戏剧教育研究

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范式分析

张金梅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教育学院，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８７）

［摘　要］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幼教界对 “儿童戏剧教育”历经了从陌生到熟 悉，再 到 当 下 的 渐 成 热 点 的 过 程。在 这

一变化过程中，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依次呈现出舞台童话剧范式、戏剧应用教学范式、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

式、生长戏剧范式；每种范式既蕴含着各自的理念、话语与技术，又存在着继承与变革的关系，这一关系可以从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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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本世纪初，我国学前儿童教育领域尚未出现

“戏剧”这一概念，仅有 “木偶戏表演”、“故事表

演”、“儿童剧演出”、“表演游戏”、“戏曲活动”等

林林总总的说法。直到笔者在博士论文 《幼儿园戏

剧综合活动研究》（２００３）中首次将 “戏剧”引入

幼教界， “儿童戏 剧 教 育”的 概 念 才 被 正 式 提 出。

由此迄今短短十余年的发展后，我国幼教界对 “儿

童戏剧教育”已从陌生到熟悉，再到当下的渐成热

点。

然而，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在本土实践与西

方、港台经验相互碰撞、杂糅的过程中，各种理念

与实践蜂拥而起，其纷繁表象常令学界和实务界无

从窥其本质。而本文试图凭借范式视角，厘清其脉

络，透析其学理。

范式，根据库恩的界定，“是一个科学共同体

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由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

等构成的整体。”［１］ （Ｐ１５８）范式的发展，不存在

科学和不科学的问题。库恩认为，新范式的确立要

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新范式必须能解决一些用其

他方式难 以 解 决 的 著 名 的 和 广 为 人 知 的 问 题；其

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

取的具体解题能力。只有这样，科学家才会有意愿

接受新的范式。［１］ （Ｐ１５２）我国学前儿童戏剧范式

的发展亦是如此，也出现了范式的不断出新。

范式一般可分解为以下三个层次：（１）范式的

精神内 核———理 念 （ｉｄｅａ），即 世 界 观 （本 体 论 承

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倾向 （价值观）；（２）范式

的实质构成———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包括核心概念、

理论 （符号概括）和规则 （制度）；（３）范式的实

现手 段———技 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是 工 具 （仪 器）、

方法、（行动）范例、模型或模式 （ｐａｔｔｅｒｎ）的总

称。［２］ （Ｐ５３）本 文 从 范 式 的 理 念、话 语 和 技 术 三

个层面，分析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依次出现的多

种范式，并进一步剖析其发展脉络。

二、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多种范式

（一）舞台童话剧范式

舞台童话剧范式，就是将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看

作是演戏给儿童欣赏，或者是指导儿童在舞台上表

演童话剧。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范式，也是最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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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范式。

１．理念：童话剧作为一种综合的舞台 戏 剧 艺

术，需要儿童欣赏，并根据剧本表演

该范式把戏剧当作是一种综合艺术，童话剧亦

是如此， “它 综 合 了 诗 （文 学）、音 乐、绘 画、雕

塑、建筑以及舞蹈等艺术成分。也就是说，在戏剧

艺术中，包含着各种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段，把它们

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３］ （Ｐ６）

这一综合艺术的童话剧欣赏与表演和剧场教育

联 系 在 一 起。美 国 戏 剧 教 育 学 者 罗 森 伯 格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强调剧场对儿童戏剧经验的意义，他

指出：“剧场的模式有助于你理解你所期望的儿童

戏剧行为和戏剧教育的结果。如果缺乏剧场知识，

你将 无 法 真 正 理 解 戏 剧 性 想 象 所 带 来 的 各 种 结

果。”［４］ （Ｐ７０）

由此看来，舞台童话剧范式，将戏剧作为一种

艺术，着重于审美的与本质的教育目的：“审美的”

意味着戏剧作品的结果特性；“本质的”意味着儿

童是戏剧 家。该 范 式 的 戏 剧 教 育 内 容 以 表 演 为 核

心，关注剧本创编、服装、道具的制作、演员排演

以及剧场演出等。这一范式亦是套用专业演员表演

的儿童剧表演，与后者的不同之处，不过是由儿童

来表演给儿童看。

２．话语：童话剧欣赏·童话剧演出·绘 本 剧

表演

童话剧欣赏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幼儿园的童话剧欣赏

多是由专业儿童剧团 “送戏入校”，儿童在幼儿园

也可以欣赏到专业的木偶剧表演、皮影戏表演、童

话剧表演等，比如 《哪 吒 闹 海》、 《三 打 白 骨 精》、

《木偶奇遇记》、《小红帽》等中外经典剧目。自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电视的普及以及动画片的风

行，对儿童剧团带来了近乎残酷的冲击，幼儿园的

专业儿童剧欣赏几乎绝迹。直到２０１０年 以 后，绘

本的普及逐步带动了绘本剧欣赏的实践，有些幼儿

园教师经过精心排演，将绘本剧表演给儿童欣赏。

这也是弥补儿童剧专业剧团无法满足幼儿园童话剧

欣赏需要的一种很好的做法。

童话剧演出

时至今日，童话剧演出还经常作为幼儿园进行

节庆活动的重要 载 体。诸 如 《拔 萝 卜》、 《小 兔 乖

乖》、《龟兔赛跑》等传统儿童剧，因为能增添、烘

托节日的氛围，会受到教师们的青睐。童话剧演出

比较注重演出的效果，儿童只要做好演员和观众就

行了。一般由教师选择儿童演员，然后帮助儿童演

员背诵台词，或者将台词提前录音，再反复进行严

格的舞台演出排练，直至最后的公演。至于演员的

服装、道具以及舞台布景一般由教师制作。

绘本剧表演

随着绘本阅读在我国幼儿园的普及，近年来绘

本剧表演成为幼儿园戏剧教育的主要形态之一，例

如 《好饿的毛毛虫》、《彩虹的尽头》、《母鸡螺丝去

散步》、《我的幸运一天》等剧目。如何将绘本改编

为剧本，如何将剧本演变为舞台剧表演，这是教师

关注的重点。有实践研究归纳出教学流程：（１）阶

段一：绘本———绘本剧，通过谈话引发幼儿对表演

绘本的愿望，初步了解绘本剧；（２）阶段二：绘本

剧———我演绘本剧，制订绘本剧表演计划，重点是

角色讨论和道具制作；阶段三：我演绘本剧———我

会演绘本剧，通过集体排练、表演区表演游戏逐步

完善绘本剧的表演。［５］ （ＰＰ．３６－３８）

３．技术：“剧本先行”的编戏、排戏、演戏

舞台童话剧范式在技术上以 “剧本先行”为核

心，即先有剧本，再有儿童的表演。由此儿童在教

师的指导下，首先是编戏，即熟悉故事或者改编故

事；其次就是根据剧本选择角色、反复排演；最后

就是把剧本搬 到 舞 台 上 表 演。其 实， “剧 本 先 行”

是成熟的戏剧艺术创作路径。而原始戏剧尚未有剧

本、剧作家。因为最初的原始戏剧，本是祭神的仪

式、舞蹈，没有剧本，只有载歌载舞的歌词。但是

随着戏剧向剧场演出的发展，仓促而粗糙的即兴表

演无法提高戏剧艺术水准，剧本就从表演中分化出

来，戏剧的文学品质从而得到提升。从表演中分化

出来的剧本，要晚于美术装扮、音乐音响等戏剧元

素。从戏剧的发展史来看，在完整的、成熟的剧本

出现前，戏剧情节是即兴的、灵活的、变化的。

综上所述，舞台童话剧范式易于理解 与 操 作，

因而最为普遍化。但是 “教”的痕迹过于明显，是

把成人戏剧 表 演 的 那 些 套 路 一 成 不 变 地 套 用 给 儿

童，教师不顾儿童在排戏过程中的紧张、厌倦，只

要最后的舞台效果很好，能够赢得家长的满意、领

导好评。此外，排戏之 “排”，意味着重 复、封 闭

和训练，即 使 所 排 戏 的 内 容 来 自 于 儿 童 自 己 编 的

戏，还是要一遍一遍地重复练习，儿童成为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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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木偶”。最后，舞台 的 空 间 自 然 使 得 表 演 区 和

观众区被截然分开，二元对立，只有角色以及舞台

所需要的装置在舞台空间是合法的，观众也只能固

定在观 众 席。由 此，这 一 舞 台 童 话 剧 范 式 的 预 成

性、重复性、封闭性等局限在之后的范式中将被突

破。

（二）戏剧应用教学范式

戏剧应用教学范式是将戏剧作为教师 “教”与

儿童 “学”的媒介，即在教育教学中运用戏剧来丰

富儿童的觉察力，使他们能通过想象发现现实，发

掘行为表面下所隐含的深刻意义，从而激发学习动

机、有效获取知识、学会解决问题。这一范式改变

了舞台童话剧范式仅从舞台 （剧场）的角度联结教

育，将舞台 （剧场）延伸到教室，将演员与观众回

归到教师与儿童所扮演的角色里。

１．理念：戏剧作为教学的手 段，通 过 教 师 与

儿童之间互动性的即兴扮演，以 “存在”来 “探索

存在”

戏剧作为教学的手段，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教师

将儿童带入虚构的戏剧情境中来探索现实的议题。

教学情境从一种真实的、知识传递的、教师中心的

走向了虚构的、知识探索的、教师与儿童平等的性

态中。英国戏剧教育著名学者盖文·伯顿 （Ｇａｖｉｎ

Ｂｏｌｔｏｎ）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认为教师

和儿童 在 教 学 课 堂 上 的 即 兴 扮 演，是 以 “存 在”

（ｂｅｉｎｇ）来 “探索存在”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ｂｅｉｎｇ），儿童能

同时做自己和别人，并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正

是依靠剧场的形式力量使儿童投入角色、在事件中

体验存在，同 时 又 有 能 力 监 察 和 反 思 这 过 程。［６］

（Ｐ　ｘｘｉｉｉ）例如与儿 童 探 讨 道 路 安 全 问 题，教 师 入

戏扮演一个 “父亲”，他 的 孩 子 遭 遇 了 车 祸，扮 演

成 “邻居”的全班儿童则感受了这位父亲的焦急、

担心和伤 心，理 解 了 为 何 要 注 意 交 通 安 全 的 重 要

性。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位遭遇车祸的孩子在即兴

扮演中并没有出现，就避免了让孩子们直面车祸的

负面影响。该范式通过戏剧的方式体验存在与探索

存在，这是 对 戏 剧 艺 术 假 定 性 和 冲 突 性 的 一 种 观

照，不再停留于剧场综合艺术的视角。在围绕某一

学科议题或者综合性的主题中，教师带领儿童所创

作的戏剧的角色、情节和场景都是假的，在假定的

戏剧世界里，通过即兴扮演，面临冲突、思考冲突

和解决冲突。

英 国 戏 剧 教 育 学 者 桃 乐 丝 · 希 斯 考 特

（Ｄｏｒｏｔｈｙ　Ｈｅａｔｈｃｏｔｅ）作为这一范式的创始人，认

为教师将戏剧运用到教学课堂情境中，可以帮助儿

童扩展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反思，并深入认识周围

世界。［７］ （ＰＰ．１３－１９）这里，当 教 师 通 过 入 戏 与

儿童即兴扮演时，课堂的情境与戏剧的情境融为一

体，即一种 “存在”，来 探 索 对 生 活 经 验 的 进 一 步

思考与认识。教师可以在 “任何故事、时空与社会

阶层所发生的情境”中找到议题，“利用戏剧情境

中的团体互动，参与者的旧经验重新唤回到当下的

意识 形 态 中”，对 相 关 议 题 进 行 深 层 探 讨。［８］

（Ｐ４９）

２．话语：故事表演·戏剧综合课程·教 育 戏

剧

该范式在西方戏剧教育领域被命名为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ｉｔｏｎ”，我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大多学

者将其译 为 “教 育 戏 剧” （林 玫 君，２００５；周 斌，

２００８；张 生 泉，２００９；黄 爱 华，２０１０；吴 戈，

２０１０），还有翻译 为 “戏 剧 教 学”或 “教 学 戏 剧”

（张金梅，２００４；郑 黛 琼，２００６；黄 美 序，２００９）。

但是在教育戏剧 （Ｄｒａｍａ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ｉｔｏｎ）被 介 绍 到

国内之前，戏剧应用教学的范式已在我国学前儿童

戏剧教育有所呈现，包括了故事表演、戏剧综合课

程。

故事表演

故事表演大多应用于幼儿园语言活动中，即在

故事欣赏的基础上，通过表演故事情节，以巩固对

故事的理解，进一步熟悉人物的对话，加深对故事

主题的理解。其表演的形式较多，有童话剧、歌舞

剧、音乐剧、哑剧、木偶戏等。故事表演一般在故

事欣赏环节后，儿童已经对故事情节初步了解，在

教师引导下进一步讨论角色的动作、表情和对白，

并由教师安排选择角色，常以佩戴头饰确定角色的

身份，轮流表演完整的故事情节。通常教师采用旁

白的策略，教师或带领其他不担任角色的儿童共同

讲述故事，扮演角色的儿童完成对白部分，从而达

到了对文学语言的学习。

在课堂进行的故事表演还会延伸到表演区的表

演游戏中，儿童可选择表演区的装扮材料，包括头

饰、服装、道具等，围绕课堂上学习的故事以及获

取的故事表演，再次重复性表演，或者对情节有所

创造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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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表演及其延伸的表演游戏的落脚点不在于

表演的结果，而是对于故事的理解和文学语言的学

习，属于戏剧应用教学范式，是为我国幼儿园教师

十分熟悉的一种概念。

幼儿园戏剧综合课程

幼儿园戏剧综合课程为幼儿园综合课程探索了

另外一种综合的途径，即通过戏剧来综合，也就是

通过儿童戏 剧 经 验 成 长 而 综 合 各 个 学 科 领 域 的 经

验。［９］这同样属于戏剧应用教学范式，但不局限于

故事教学或语言学习，而是关注了各个学科领域经

验的整合。

幼儿园戏剧综合课程以主题活动的形式展开，

其实施过程包括了以下四个主要环节：（１）主题开

启；（２）生活体验；（３）戏剧工作；（４）模拟剧场

演出。以 “三个和尚”主题为例，主题开启作为整

个主题活动的开端，整理儿童对于动画片 《三个和

尚》的各种经验，使他们的已有经验向戏剧经验转

化和拓展。生活体验环节包括了角色体验、行为体

验和情感 体 验，为 了 体 验 和 尚 这 个 特 殊 的 宗 教 角

色、体验 挑 水 和 抬 水 的 行 为，以 及 没 有 水 喝 的 感

受，而整 合 各 个 学 科 领 域 的 活 动，比 如 社 会 活 动

《参观栖霞寺》、科学 活 动 《我 也 来 抬 水》、美 术 活

动 《我眼中的和尚》、音乐活动 《三个和尚没水喝》

等等，极力彰显了学科综合的取向，使儿童在回归

生活中获得 多 种 学 科 知 识 的 学 习 和 综 合 运 用 的 机

会。戏剧工作环节则鼓励儿童作为演员、剧作家、

舞美师、作曲家、导演在一个相互合作的团体中工

作，学会了合作。最后在模拟剧场演出活动中将儿

童已有的片段式的戏剧经验加以整合，从而获得完

整性的剧场戏剧经验。

幼儿园戏剧综合课程保留了戏剧工作和剧场演

出，这是对舞台童话剧范式的继承与发展，让儿童

参与剧场准备与演出的所有环节；在主题开启和生

活体验环节中，又注重了对学科领域的整合，这是

对舞台童话剧范式的突破。

教育戏剧

“教育戏剧”在我国 学 前 儿 童 戏 剧 教 育 的 呈 现

大多以戏剧运用到绘本教学中为主，通过戏剧教学

策略的运用，帮助儿童理解绘本内容，体验绘本情

感，并学习和运用绘本的文学语言。有研究对幼儿

园小、中、大各班进行了戏剧要素与绘本阅读要素

的有效整合，开展了将戏剧运用于早期阅读活动的

行动研究，主要研究了戏剧教学策略在早期阅读教

育不同层次活动中的运用：（１）戏剧动态欣赏融入

整体感知性阅读；（２）角色扮演融入重点体验性阅

读；（３）“坐针毡”融入个体创造性阅读，即教师

或儿童扮演某一个角色，提出一个面临的难题，请

其他儿童对此提出问题或建议，从而使早期阅读活

动真正成为儿童自己的创作性阅读。［１０］

此外，自２０１０年以 来，来 自 中 国 香 港、台 湾

等海外地区的教育戏剧培训引起大陆实践界对教育

戏剧的关 注，在 实 践 层 面 了 解 了 西 方 有 关 戏 剧 游

戏、戏剧习式 （即 戏 剧 教 学 策 略）运 用 到 绘 本 教

学、故事教学的步骤。一般一个主题的绘本或故事

教学以５次活动来进行，包括了角色思路了解———

角色性格探索———重要角色关系的进一步体验———

体验绘本或故事中主要情感———通过故事重演，探

讨相关生活经验。“教育戏剧”一时间成为戏剧教

育的热词，出现在幼儿园实践和相关研究领域中。

３．技术：以 “教师入戏”为主的戏剧 教 学 策

略

戏剧应用教学范式在技术上特别强调戏剧教学

策略的运用，避免了 那 种 以 “剧 本 先 行”的 编 戏、

排戏和演戏。戏剧教学策略即为了解决戏剧教学的

问题而采用的方法和技巧。英国戏剧教育学者乔纳

森·尼兰兹等人总结了十分丰富的７０大类戏剧教

学策略。［１１］以 “戏 剧”一 词 位 于 “教 学 策 略”之

前，说明了这些策略是富有戏剧特色的，旨在制造

一种虚构的戏剧情境，以此探索学习的主题、问题

的解决等。

“教师入戏”意味着 教 师 以 双 面 人 的 身 份 引 导

教学活动，即以教师身份和角色身份。当以角色身

份时，教师必须 “入戏”，和 儿 童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互

动，推动对问题的思考；当以教师身份时，教师必

须 “出戏”，和儿童一起回顾和反思所发生的事件

等。

教师入戏而扮演了不同地位的角色，在教学中

起到不同的引领作用：（１）权威角色———操纵者。

权威角色不仅是正面的权威，还有反面的，比如老

猫、狐狸、将军等，教师对此的扮演可以完全操纵

戏剧的发展方向。（２）次要地位的领导人———引导

者、辅助者。这一角色有时是相对的，当两个权威

角色同时在场时，其中一个就是次要领导人，比如

相比较于老 猫，教 师 扮 演 居 于 次 要 地 位 的 “鼠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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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可 以 决 定 何 时 去 偷 吃 食 物，何 时 回 家 等 等，

一方面鼓励儿童站在权威角色角度看待问题，引导

儿童自己决定戏剧的发展，另一方面仍然起到辅助

作用，给与儿童扮演相关角色的支持。（３）团体中

的一员———辅助者、观察者。教师和儿童一起扮演

某一个或每一类角色，比如偷吃的老鼠们、被狐狸

抓住的小猪们、士兵们，这时教师的角色地位大大

降低，把重要的和次要的角色交给了儿童，这是对

儿童的信任与解放，同时可以辅助团体的扮演，积

极与其他 角 色 互 动，并 随 时 观 察 表 演 中 出 现 的 问

题，及时出戏予以指导。（４）无助者———给与能力

者。教师扮演无助者，即地位最低的角色，比如害

怕过桥的小熊、被老猫抓住的小老鼠、马上要生宝

宝的孕妈妈，一改以往教师高于儿童的权威形象，

激发了儿童同情弱者、友好帮助的情感，并给与儿

童戏剧创作最大的空间。由此，教师入戏的即兴扮

演，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激发了儿童对相关议题

的思考与解决。

综上所述，戏剧应用教学范式将戏剧与教学联

系起来，教师主要在教学空间里与儿童互动，突破

了舞台童话剧的剧场性。同时该范式在一定程度上

保留了舞 台 童 话 剧 范 式 中 “表 演”部 分，故 事 重

演、戏剧工作、模拟剧场演出更加强调了儿童的主

动性，以及角色、情节和场景的开放性，将单调重

复的排演改变为多元开放的表演。

（三）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式

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式更加深入地回归

到戏剧与儿童的关系中，即将戏剧天性看做儿童天

性的一部分，儿童由此用戏剧的方式表达自己，并

进一步创作自己的戏剧。

１．理念：戏剧 是 儿 童 表 达 自 我 的 符 号 之 一，

儿童的戏剧创作来源于戏剧表达

“儿童有一百种语言 （一百一百再一百），但他

们偷走九十九 种。”意 大 利 瑞 吉 欧 教 育 机 构 创 始 人

马拉古奇在这首小诗 《儿童的一百种语言》中告诉

我们，“不要用双手去想，不要用脑袋去做”的儿

童教 育，是 束 缚 身 心 的 教 育，那 “偷 走 的 九 十 九

种”里一定有戏剧的语言。

英国儿 童 戏 剧 教 育 创 始 人 之 一 彼 得·史 雷

（Ｐｅｔｅｒ　Ｓｌａｄｅ，１９５４）将 儿 童 戏 剧 （ｃｈｉｌｄ　ｄｒａｍａ）

的内涵解 释 为 “每 一 个 儿 童 都 拥 有 戏 剧 表 达 的 潜

质，这 种 潜 质 是 重 要 的，因 为 是 个 人 的”。［６］

（Ｐ１２１）后来另一位英国儿童戏剧教育创始人布瑞

恩· 维 （Ｂｒｉａｎ　Ｗａｙ，１９６７）所奉行的 “戏剧存在

于儿童之中”的哲学观点更加隐喻了儿童运用戏剧

方式自由表达的本质。［１２］的确，每个学前儿童在戏

剧教育中都是独特的，都是他个人的表现。

戏剧表达即儿童用身体的 视 觉、听 觉、触 觉、

嗅觉和味觉等各个感觉能力，在假想的情境中、以

非角色的或角色的身份，用身体 （动作与表情、声

音与言语）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想法。第一，戏

剧表达需 要 调 动 已 有 的 各 种 感 官 经 验，建 立 在 视

觉、听觉、触 觉、嗅 觉 和 味 觉 等 已 有 的 经 验 基 础

上，比如看过各种各样的树，听过马路上的各种声

音，触摸过不同温度、质感的物品，闻过各种各样

的味道，品尝过酸甜苦辣的食物等等；第二，戏剧

表达的情境是虚构的，即时间或空间是 “假定性”

的，比如假装夜晚来到老鼠洞；第三，戏剧表达的

身份可以是非角色的，即我仅仅做出假装的动作，

就如个人假装游戏中打电话、开汽车；还可以是角

色的身份，比如扮作妈妈照顾宝宝；第四，戏剧表

达的媒介是身体，即动作与表情、声音与言语；第

五，戏剧表达的内容即对自我和周围世界的思考和

认识，比如大树的树枝是什么造型，小鸟是怎样飞

翔的、小鸭怎么吃虫子的等等。

基于戏剧表达，“戏剧创作”则体现了想法与

行动的对话。儿童作为戏剧创作的主体，在教师的

引导下，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在虚构的情境中将自

己内心的想法转变为可视、可闻的行动，以寻找解

决问题的 各 种 方 案。儿 童 既 是 角 色 化 的 问 题 提 出

者，也是角色化的问题解决者。

２．话语：戏剧工作坊·戏剧主题活动·创 造

性戏剧

戏剧工作坊

戏剧工作坊作为一种小组学习形态，是指在专

门的戏剧空间 （教 室）中，教 师 带 领 儿 童 （８－１０
名左右），以小组的形式围绕特定主题，经由肢体、

声音、语言等身体资源共同创作戏剧的角色、情节

和情境，并在创作过程中反映自身独特经历，发展

想象力、创造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儿童戏剧

教育的组织形式。［１３］ （Ｐ２１０）在遵循儿童创作戏剧

“角色为先，情节在 后”的 一 般 规 律 基 础 上，戏 剧

工作坊依次按照暖身活动、角色塑造、情节创作、

分享与交流四个流程进行。

６９



戏剧主题活动

戏剧主题活动是围绕某一主题，依从儿童戏剧

经验整合与提升的进程，师幼共同建构的一系列戏

剧活动，即从 戏 剧 表 达 （角 色 的 体 验 与 表 达）出

发，到戏剧创作 （戏剧冲突的创作和问题的解决），

最终形成完整的戏剧表演 （演员面对观众表演他们

的戏剧作品，但是小班阶段一般尚不能达到这一层

次）。

戏剧主 题 一 般 来 自 艺 术 作 品 （文 学、影 视 动

画、音乐、美术、中国戏曲等）、自然现象 和 社 会

现象。一个戏剧主题通常包括四个层次：导入、戏

剧表达、戏剧创作和戏剧表演，共１０－１５个左右

的系列戏剧活动组成。（１）导入是整个戏剧主题活

动开端，即围绕戏剧主题的来源展开相关经验的铺

垫，将儿童从真实世界带入到戏剧虚构世界。（２）

戏剧表达以塑造角色为主，让儿童对角色的典型的

动作、语言、声音进行充分的探索与表达。（３）戏

剧创作在戏剧表达的基础上，教师通过新增角色、

设计 戏 剧 冲 突 来 引 导 儿 童 创 作 戏 剧 情 节、场 景。

（４）戏剧表演是在戏剧表达和戏剧创作的基础上，

在观众面前分角色把一定的故事情节表演出来。戏

剧表演工 作 一 般 包 括 角 色 的 选 择 与 装 扮、剧 场 布

置、（片段、完整）排演和正式表演。其中，戏剧

表达和戏剧创作活动都十分强调导入环节以戏剧游

戏进行戏剧情境，结束环节以戏剧游戏走出戏剧情

境。

创造性戏剧

“创造性戏剧”是美 国 儿 童 戏 剧 教 育 先 驱 温 妮

弗瑞德·沃 尔 德 （Ｗｉｎｉｆｒｅｄ　ｗａｒｄｓ，１９３０）最 早 提

出 来 的。直 到 １９７７ 年，美 国 儿 童 剧 场 联 盟

（ＣＴＡＡ）才给 “创造性戏剧”下 了 一 个 正 式 的 官

方定义：“它是一种即兴的、非演出的、以过程为

中心的戏剧形 式，参 与 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在 引 导 者

（ｌｅａｄｅｒ）指导下 想 象、扮 演 和 反 思 人 类 真 实 的 或

想象的经验。”［１４］ （Ｐ４）

可以这么说，“戏剧工作坊”是对美国创造性

戏剧在我国本土化的继承与发展，而我国有些实践

则直接引用了美国 “创造性戏剧”这一概念。有研

究将创造性戏剧融入幼儿园音乐活动、美术活动、

综合活动等艺术课程的实施过程，加深幼儿对艺术

作品的感受与理解，建立艺术通感，激发幼儿的艺

术想象与 创 造。还 有 研 究 围 绕 某 一 教 学 话 题 或 主

题，透过角色扮演，开展创造性戏剧活动，目标是

让幼儿了 解 自 己 生 命 的 个 体、获 得 健 康 的 情 感 情

绪、获得审美能力和创造力。［１５］但是，国内直接套

用西方的 “创造性戏剧”的实践，还是停留在将创

造性戏剧 运 用 到 教 学 的 若 干 环 节，没 有 体 现 暖 身

———即兴扮演———反思的过程。

３．技术：戏剧教学契约

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式，鼓励儿童与教

师共同作为戏剧创作的主体。这就意味着教师带领

小组或全班儿童创作戏剧作品。但是，由于戏剧教

育情境的虚构性、角色的互动性、情节的师幼协商

性以及教学空间变化多样性，戏剧创作的过程往往

容易出现混乱，以及无法顾及每个儿童的想法。这

就要求教师和儿童要建构更具有戏剧特色的规则，

保证戏剧表达、戏剧创作和戏剧表演的有序进行。

英国 戏 剧 教 育 学 者 乔 纳 森·尼 兰 兹 （Ｊｏｎｏｔｈａｎ

Ｎｅｅｌａｎｄｓ　１９８４）认 为 戏 剧 学 习 契 约 源 于 “戏 剧 学

习时产生于师生间的一种协商机制”。［１６］ （Ｐ４４）

戏剧教学契约，对于教师而言称为契约，而对

于学前儿童而言则称为 “约定”。

在对一个大班戏剧主题活动 《花木兰》戏剧教

学契约的 研 究 中，［１７］教 师 与 儿 童 共 同 建 构 的 契 约

有：假定性契约、行动的契约、角色分配 的 契 约、

协商的契约、配合的契约、空间的契约、时间的契

约。戏剧教学契约的建构具有个别性，每个班级或

者小组所建构的戏剧教学契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

建构的。

戏剧教学契约从建立、运行，到 最 终 的 内 化，

具有一种建构性的动态机制，即呈现出从最初的外

显到最后的内隐、由多到少的动态过程。例如假定

性契约的动态发展就是如此，当教师在戏剧工作坊

教室面对中班儿童说道：“这里有一片水田，里面

有什么呢？”突然一个孩子大声说：“老师，这里什

么也没有啊！”（在一旁观摩活动的老师们都笑了）

其他参与 的 儿 童 好 像 没 有 听 见 似 的，有 的 一 边 说

道：“这里有菱藕。”一边开始假装卷起裤管，下水

田捞菱藕；还有的假装划起小船，说道：“还要划

船，把菱藕捞起来，放到船上。”那个说 “什 么 也

没有”的孩子迟疑了一会儿，也跟着同伴们一起假

装捞菱藕了。看来，当其他儿童表现出已经和教师

建立了这 一 契 约，那 个 孩 子 也 就 自 然 认 同 这 一 契

约，随后就演进为隐性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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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式，将

戏剧看做儿童表达的符号之一，教师基于儿童的戏

剧表达，引导儿童的戏剧创作，进而将戏剧表达和

戏剧创作经验整合到戏剧表演中。该范式进一步突

破了戏剧应 用 教 学 范 式 把 戏 剧 作 为 教 学 手 段 的 局

限，但是保留了通过戏剧教学策略帮助教师引导儿

童的即 兴 创 作。然 而，这 一 范 式 依 赖 于 教 师 的 指

导，有时教师不免会走向一种 “控制”儿童想法的

可能性；戏剧表演部分还是没有完全走出排演的局

限，尽管已经强调了角色开放和情节开放。

（四）生长戏剧范式

生长戏剧范式将戏剧看做是儿童身体与戏剧情

境的相互作用 “生长”而出的结果。儿童在情境中

将角色生 长、情 节 生 长 和 话 语 生 长 依 次 螺 旋 式 延

展，最终在环境剧场中丰富和完善他们自己的戏剧

作品。［１８］ （Ｐ５０）

１．理念：儿童以身体为戏剧 创 作 的 本 源，在

进入到虚构的情境中后，逐步引发角色、情节和对

话的生长

以杜威 “教育即生长”理念为教育理论基础，

生长戏剧范式认为：首先，生长的首要条件是未成

熟的状态。儿童是不成熟的，儿童所扮演的角色、

创作的情节、对话，都无法达到成人演员的水平。

但是正是其不成熟，才为其今后的成长提供无限可

能性。其次，生长是以天赋的本能为基础的，而不

是外铄 的。儿 童 的 戏 剧 天 性 与 生 俱 来，从 假 装 游

戏、角色游戏到戏剧性游戏，虽然没有表演给观众

看的意识，但是他们的戏剧萌芽于假装的动作、假

装的角色、虚构的情境和情节中。最后，生长的外

部条件是环境，生长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

和结果。这一点是最为关键的。儿童在戏剧天性的

基础上，主要依赖于环境的作用，即儿童身体与虚

构情境的互动。在特定的虚构情境中，角色生长先

行，其次 情 节 冲 突 不 断 完 善，最 后 是 对 话 逐 步 丰

富，由此儿童自己的戏剧生长而出。

２．话语：环境剧场·戏剧项目活动

环境剧场

在前三种范式中，关于学前儿童展示或者不断

建构的剧场，还是停留在那种镜框式的舞台、观演

分离的剧场状态中。笔者对此一直保持一种怀疑的

态度，如果我们非要把儿童放置到这样一个如此封

闭、规矩、舞美灯光俱全的剧场舞台，对孩子未来

的发展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呢？他们长大以后对戏

剧又有怎样的理解？戏剧能够伴随他们一生，而成

为不可或缺的表征符号之一吗？

直到深入领会美国纽约大学戏剧教育学者、后

现代戏剧代表人物理查德·谢克纳所提出的 “环境

戏剧”的概念后，“环境剧场”这一概念才越来越

明晰了。理查德·谢克纳认为，“就表演而言，一

个环境是行动发生的地方”。“戏剧事件可以发生在

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空间或一个 ‘发现的空间’里。”
［１９］（序言，ＰＰ．１－１０）也就是说，剧场就是一个空

间，而不一定就是那种封闭的舞台、严格划分观众

区与表演区的剧场。

对于学前儿童来说，他们的剧场便是一个 “环

境剧场”。观众处于现 场 情 境 之 中，被 演 员 邀 请 参

与表演，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观众可主动随

时参与表演、离开表演；演员可转化为观众，或回

到表演者身份。环境剧场中，观众和演员的身份多

元转换，符合儿童角色意识、责任感尚比较薄弱的

心理状况，他们有时候愿意演一演，有时候愿意做

一会儿观众。

环境剧场是教师和儿童一起建构的，在这里共

同丰富着他们的戏剧作品，不再需要重复排练，不

再有面对观众的压力和紧张。如果用海洋与岛屿、

陆地来比喻，观众占据的区域是一个大海，演员在

里面游泳；观众处于一个整体的空间中，表演区域

是观众中间的一些岛屿和陆地。观众可以从这个表

演区游动到另一个表演区；相应地，表演区根据场

景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个，演员也可以在不同场景中

游动。从目前已有的实践研究看，表演区的划分与

流动已有雏形，但是观众区的流动还没有做到，教

师不敢冲破表演区的界限，也不敢尝试不同班级观

众的流动。

戏剧项目活动

戏剧项目活动借鉴了美国项目教学先行者丽莲

·凯兹和西尔维亚·查德 （１９８７）的相关研究，由

幼儿决定戏剧活动的主题，走出教师中心的局限。

“一个 项 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是 对 一 个 题 目 的 一 次 研 究

———一个题目可能与一个更大的主题相关。在一个

项目中，儿童的想法、问题、推 理、预 测 和 兴 趣，

是所 提 供 的 经 历 和 所 完 成 的 工 作 的 主 要 决 定 因

素。”［２０］ （Ｐ６）

关于戏剧项目活动开展的主要阶段，以从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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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的戏剧项目为例具体说明：（１）第一阶段：启

动项目：汇总想法，讨论思路。幼儿提议绘本———

幼儿自主阅读绘本———教师总结绘本内容———幼儿

针对绘本提出问题———幼儿表达对于戏剧表演的初

步想法———初步形成角色探索的网络图。（２）第二

阶段：推动项目：戏剧表征与探索。角色表征：是

什么？ 想 做 什 么———角 色 探 索：会 遇 到 什 么 困

难？———情境表 征 与 情 节 探 索：在 哪 里？ 做 了 什

么？———情境表征与对话探索：说了什么？（３）第

三阶段：展示项目：环境剧场。环境剧场设计———

环境剧场建 构———片 段 重 演 与 丰 富。 （４）第 四 阶

段：结束项目：幼儿决定结束戏剧项目活动———整

理项目记录资料，拆除、收纳场景材料———汇报项

目工作内容。

３．技术：联结演员与观众的 “联络人”

生长戏剧范式凸显了儿童的主体地位，教师的

引导地位逐步消解。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在环境剧

场工作的团队中，自 然 需 要 一 个 “联 络 人”。联 络

人作为演员和观众之间纽带，需要对其身份转换有

所了解并协调：互通演员和观众的想法、行动，可

以决定是否同意身份转换；维护演员与观众之间的

契约，演员必须遵守大家共同制定的假定性契约等

多种表演契约，观众必须遵守安静欣赏、认真记录

等契约；提示情境的意义，即在表演开始到结束的

各个环 节 中，向 观 众 说 明 场 景、情 节 等 内 容。对

此，在实践中每个班级儿童对联络人有不同命名：

组长、主持人等。

生长戏剧范式以不断建构的环境剧场取代了封

闭的镜框式舞台剧场，以儿童主导的戏剧项目活动

取代了教师主导的戏剧工作坊、戏剧主题活动，越

来越贴近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本质。

三、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范式

发展脉络分析

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依次呈现

四大范式：舞台童话剧表演范式、戏剧应用于教学

范式、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式、生长戏剧范

式，从其发展历程上可以看到两条脉络。

脉络一：剧 本 中 心———教 学 中 心———儿 童 中

心。“剧本中心”是学前儿童戏剧教育在初始阶段

极容易形成的思路，正是受到成熟戏剧表演套路的

影响，在舞台童话剧范式中表现最为明显，即使教

师引导儿童改编了 剧 本，所 有 的 戏 剧 工 作 （编 戏、

排戏、演戏）都是围绕已经确定的剧本展开的。在

逐步摆脱剧本的限定后，“教学中心”就可以在戏

剧应用于 教 学 范 式 中 看 到，通 过 教 师 入 戏 聚 焦 问

题，通过即兴扮演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将戏剧作

为教学的媒介。在这两个范式中，尚没有充分认识

到戏剧是儿童表达的一种符号，并且没有凸显儿童

的主导地位。由此，在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

式———生长戏剧范式的演进中，儿童的主导地位越

来越得到凸显：可以结合自己的经验，借助戏剧符

号表达所要扮演的角色；可以在角色互动中，在一

定的虚构情境中思考冲突和解决冲突；可以在与同

伴合作建构的环境剧场中，继续发展和完善角色、

情节、对话，创作、表演自己的戏剧作品；可以自

己决定戏剧活动的话题或主题，并由此展开一系列

戏剧项目活动。

脉络二：镜框式舞台———即兴扮演教室———多

元空间。在戏剧教育活动过程和结果呈现上，舞台

童话剧范式聚焦于镜框式舞台上的童话剧效果，所

有编戏、排戏都是为此服务的；戏剧应用于教学范

式更加关注教室内教师与儿童的互动，在教室里即

兴创作戏剧，探讨议题；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

范式则是对前两者的结合，既有互动教室的戏剧表

达、戏剧创作活动，也有开放式的剧场表演活动，

强调了角色开放和情节开放；生长戏剧范式则进一

步走出镜框式舞台的局限，将剧场视为一种多元空

间，儿童在发现或建构的环境剧场里，可以是处于

游戏 的 “娱 己”，也 可 以 是 具 有 观 演 关 系 的 “娱

人”。

以这两条脉络依次呈现的多种范式之间，并不

是相互排斥、拒绝和对立的，反而是一种继承与变

革的关系，并且同时存在。戏剧应用于教学范式继

承了舞台童话剧范式中以舞台作为戏剧作品呈现的

空间，还拓展了儿童作为演员、剧作家、导演、舞

美师从事 戏 剧 工 作；基 于 戏 剧 表 达 的 戏 剧 创 作 范

式，既有教师引导儿童针对问题展开的戏剧创作，

也有最后戏剧表演，当然是建立在戏剧表达、戏剧

创作的经验基础上的。生长戏剧范式的环境剧场，

可以在戏剧主题活动 （戏剧表达和戏剧创作）后展

开，就是对基于戏剧表达的戏剧创作范式的拓展。

总之，我国学前儿童戏剧教育范式的发展呈现出叠

加递进的学术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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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１７］　曹 璐 璐．幼 儿 园 戏 剧 主 题 活 动 中 契 约 的 行 动 研 究

［Ｄ］．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４．
［１８］　张金梅．身 体 与 生 长 戏 剧：学 前 儿 童 戏 剧 教 育４．０

范式 ［Ｒ］． “儿 童 戏 剧 教 育 国 际 大 会２０１６·珠 海”

大会会刊，２０１６．
［１９］　［美］理 查 德·谢 克 纳 著，曹 路 生 译．环 境 戏 剧

［Ｍ］．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０］　［美］丽莲·凯兹、西尔维亚·查德著，胡 美 华 译．

开启孩 子 的 心 灵 世 界：项 目 教 学 法 ［Ｍ］．南 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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