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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通过对西方儿童戏剧教育历史与现状的

考察与反思，从 ( 个维度对戏剧教育价值的充分挖掘和利用

进行了阐释。儿童戏剧教育“ 工具论”和“ 本质论”两种取向

融合的态势，为我国儿童戏剧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关键词］戏剧；儿童戏剧教育；教育价值

一、戏剧作为儿童发展的手段

戏剧对于儿童的发展具有哪些价值呢？通过什么样的戏

剧教育能够使戏剧真正成为儿童发展的手段呢？可以说，戏剧

作为儿童发展的手段是首先被教育者所关注的。

美国的儿童戏剧学者在!"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了“ 创造

性戏剧（ )*+,-./+0*,1, ）”，旨在通过儿童的“ 做戏剧（ 234
2*,1, ）”实现促进儿童发展的教育目的。创造性戏剧被界定

为“ 一种即兴的、非演出的、以过程为中心的戏剧形式，参与

者在引导者（ 5+,2+* ）指导下想像、扮演和反思人类真实的或

想像 的 经 验 。”［ 6］ 美 国 学 者 艾 林 纳·蔡 斯·约 克（ 75+,83* 4
)9,:+;3*< ）专门对创造性戏剧的儿童发展价值进行了总结，

具体包括创造性、敏感性、流畅性、灵活性、想像力、情绪稳定

性、社会合作能力、道德态度、身体平衡协调能力以及交流能

力等。［ !］就拿创造性来说，儿童在创造性戏剧活动中，要把自

己完全放置到某一个想法中，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思

想、感受和信念，使自己的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后来，美

国儿童戏剧学者麦凯瑟琳（ =+55.+>?),:5.8 ）进一步强调创造

性戏剧是通过戏剧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表达，即

关注儿童在戏剧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问题。比如在一次

“ 冬天里的小鸟”的创造性戏剧主题活动中，教师预先设计了

一个情景：一只受伤的小鸟遇到了自私的树和友好的树，由儿

童设想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情节，装扮成受伤小鸟的儿童面对

伤痛、寒冷、饥饿，想办法寻找帮助，而面对受伤小鸟的大树也

会有自己的想法。创造性戏剧正是通过儿童在戏剧扮演中尝

试各种解决办法，促使儿童在“ 演戏”中思考人与人、人与社

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和问题，从而丰富了儿童的各种经

验。虽然，创造性戏剧表现形式是戏剧扮演，但是其教育目的

不是戏剧作品的创造，而是通过戏剧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考

和创造性表达。创造性戏剧重过程轻结果，着重抓住戏剧“ 思

考人生”的本质，也就是通过戏剧这种最能直接面对生活的

艺术让儿童学会思考、学会生活。

治疗戏剧（ @+1+2.,50*,1, ）在儿童戏剧教育领域的出

现，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戏剧的心理治疗价值，尤其对有心理障

碍的特殊儿童。维也纳的莫利诺博士专门将戏剧当作医疗的

辅助手段，他于6A66 年用戏剧来做儿童的心理疏导。［ (］他让儿

童玩一种“ 即兴戏剧”的游戏：先确定一个故事，比如格林童

话的“ 小红帽”，让孩子们各自扮演一个角色，他们不必背台

词，而是根据角色的需要，揣摸角色的心理，自发地编说对白；

指导者随时做些提示或引导，并对孩子们的活动进行心理分

析。莫利诺博士发现，对那些儿童演员来说，他的情感迷醉状

态是在第一次扮演的时候发生的，随着表演次数的增加，这种

迷醉状态会越来越微弱，攻击性强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平和了，

胆小紧张的孩子变得越来越勇敢了。戏剧的心理治疗价值还

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它是让儿童在假设的戏剧情境中反复体

验的，从而避免了真实错误导致的各种消极影响，使情感得到

释放和宣泄，可谓一举两得。

戏剧作为促进儿童发展的手段，在儿童的认知、社会性和

情感等各个心理发展维度都能发挥其特有的价值，具有全方

位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教育价值。

二、戏剧作为教学的媒介

戏剧对教学具有什么价值呢？在西方“ 戏剧教学（ 0*,4
1,.872B?,-.38 ）”［ #］中，戏剧既可以作为教师教的媒介，也可

以作为儿童学的媒介，这就是戏剧作为教学媒介的两个层面

的内涵。

英国儿童戏剧学者多萝西·海滋考特（ 03*-9CD+,-9?3-+）

作为“ 戏剧教学”流派的创始人，她大力将戏剧视为教学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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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想像发现现实，发掘行为表面下所隐含的深刻意义，比如在

“ 中世纪的服装”这一主题中，教师首先把儿童置身于一个中

世纪的教堂情景里，儿童装扮成中世纪的骑士等角色，然后进一

步继续主题的探索和学习。尽管戏剧教学出现了角色扮演，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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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剧本或扮演角色，而是为了深入体验学习

主题。多萝西·海兹考特（ !"#$%&’()$%*"$(）把戏剧教学目标确

定为提供反思和分析生活经验的舞台，并通过扮演来验证这些

经验，使儿童在戏剧活动中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一般来说即兴

表演是最好的形式，而且扮演和反思是同等重要的，各占一半活

动时间。另外在戏剧活动中，教师可以担任某个角色，参与到戏

剧表演中，这被称作“ 教师入戏”，而当需要理清表演思路时，教

师可随时中断表演，和儿童讨论如何表演，然后继续即兴表演，

这叫“ 教师出戏”。在这一点上，戏剧教学和创造性戏剧完全不

同，在创造性戏剧中教师一般不会中断儿童的即兴表演。

塞西勒·奥妮儿（ +(*,-&" ./(,--）也是“ 戏剧教学”流派的

重要代表人物。她认为，“ 戏剧教学”最重要的任务是创设供

人分享的戏剧情境，即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探索和检验想法、

问题、各种关系和有趣的领域，希望儿童能体验快乐、觉察世

界和获得满足，逐步有意识地掌握假装扮演，并分享别人的感

受和认知。角色扮演是“ 戏剧教学”的重要概念，儿童在扮演

角色中能发现自己的潜能，逐渐改变他对周围世界的偏见。在

戏剧中，教师不是寻找答案，而是帮助儿童发现自己的问题，

所以教师入戏不是为了表演得更完美，而是用热情、想像和真

诚和学生一起探索一个虚构的世界。

从戏剧作为教学的媒介来看，戏剧在课堂上的运用既能

满足教师有效教学的需要，又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儿童学习兴

趣和探索欲望。

三、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戏剧是一种艺术形式，这是戏剧的本质属性。然而戏剧作

为一种艺术形式进入西方儿童教育（ 非戏剧专业的）中，则是

因为戏剧的艺术特性，尤其是戏剧作为一种剧场艺术越来越

受到重视，由此，“ 剧场教育（ 0%()$#(,1234*)$,"1 ）”形成了。

剧场教育是英国戏剧教育的一种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布

瑞恩·维（ 5#,)16)& ）。［ 7］剧场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儿童剧场：

儿童观众也可以作为参与者参与到舞台表演中；戏剧是随着

儿童的创造而变化的，但是不脱离原有的戏剧情景和角色；一

般来说，戏剧的文本是经过修改以适应儿童参与的需要；它的

目的不是娱乐，而是要鼓励儿童思考问题、亲身感受各种情

感。在这里，戏剧的艺术性得到凸显，正如我们看到的剧场成

为教育的空间，儿童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布瑞恩·维（ 8#,)19
6)& ）在《 通过戏剧的发展》（ :;<= 年）一书中论述了他的戏

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将正式剧场和创造 性 戏 剧 结 合 起

来，发展出参与剧场（ >)#$,*,>)$,"19$%()$#( ），那就是向儿童

观众开放，使儿童观众成为参与者。首先，儿童观众的人数最

多限定为?@人，他们围坐成一个圆形；其次，演员要掌握邀请

观众表演的技巧，知道怎样邀请、怎么与参与者合作、怎样把

参与者送回座位等。在参与剧场中，儿童观众不受限制和约

束，可随时给演员提供建议，甚至可走上台来表演，当然这要

得到主要演员和参与者的同意。年龄越小的儿童，参与表演越

自然。在参与剧场中，当观众成为参与者时，创造性戏剧和儿

童剧场的区别就消失了。在剧场教育中，由于戏剧作为一种艺

术，戏剧的主要元素———演员、观众、剧本、剧场等也进入到儿

童戏剧教育的视野中，儿童不再是“ 创造性戏剧”或“ 戏剧教

学”中所说的“ 参与者”，他们从“ 参与者”发展为演员、观众、

导演、剧作家、舞台设计师、评论家等，努力使最初的想法转变

为行动，即通过戏剧的方式表达想法。此外，剧场的表演规则

和生产规则也成为儿童戏剧教育所要涉及的内容。

从戏剧作为一种艺术的角度看，戏剧赋予儿童戏剧教育

审美艺术的特性，在关注儿童的剧场艺术创造能力发展的同

时，充分考虑到儿童的参与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通过以上A个维度的阐述我们惊叹西方儿童戏剧教育对

戏剧教育价值的挖掘和利用：戏剧可以促进儿童的发展；戏剧

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最佳手段之一；戏剧还能培养儿童戏剧艺

术的审美能力。这些就足以说明戏剧已经给西方教育带来了

广阔而丰厚的价值。此外，如果从儿童戏剧教育“ 工具论”取

向和“ 本质论”取向的视角，深入探讨这A个维度，我们就不难

发现，戏剧作为儿童发展的手段和戏剧作为教学的媒介是一

种“ 工具论”取向，这种取向的儿童戏剧教育重在通过戏剧促

进儿童的全面发展、提高教学的效果；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则是“ 本质论”取向，这种取向的儿童戏剧教育看到了戏剧的

艺术特性，重视了儿童戏剧艺术审美能力的提高。当然，当下的

西方儿童戏剧教育已经出现了“ 工具论”和“ 本质论”两种取

向融合的趋势，比如今天的“ 创造性戏剧”在即兴的扮演中加

入了剧场的诸要素，增强了扮演的艺术性，既强调了儿童批判

性思考力和创造力，又满足了儿童的戏剧艺术创造的欲望。但

是，西方的儿童戏剧教育尚缺乏对戏剧艺术元素的教育特性和

儿童戏剧经验成长的认识和利用，从而导致工具价值和本质价

值融合的形式化，这也正是我国儿童戏剧教育所要突破的关键

所在。

总之，在强调儿童戏剧教育“ 工具论”和“ 本质论”两种

取向融合的深刻意义中，我们看到戏剧的各个层面上的教育

价值在发展趋势上呈现出一种融合的态势，这也为我国儿童

戏剧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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