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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戏剧研究现状与问题探究 

 

马亚琼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戏剧在概念辨析、美学特征、审美功能、发展演变、问题认知等方面的研究逐渐深化，
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研究局限也非常明显：儿童戏剧基础理论建设十分匮乏；中国儿童戏剧史研究薄弱，尚未出现专业儿童

剧院（团）史；世界儿童戏剧史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具有学理性阐释的儿童戏剧批评缺席；缺乏理论层面的中西儿童戏剧比

较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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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时代，伴随着儿童文化消费市场的不断升温，

 儿童戏剧被称为“朝阳产业中的朝阳”。根据北京演出行业
协会公布的《2015 年北京市演出市场统计与分析》显示：
2015 年，儿童剧演出了 4390 场，比去年同期 3787 场增长
了 15.9%；观众数量为 14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 132万人次
增长了 6.6%；票房收入为 1.11亿，比去年同期 1.05亿增长
了 5.2%。 
这种市场热的背后究竟是中国儿童戏剧艺术的全面发

展，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鱼龙混杂？考察中国儿童戏剧研究现
状，无论对于提升儿童剧审美格调，还是优化儿童戏剧产业
发展路径都有着积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论题主要集中
于儿童戏剧艺术本体论研究，较少涉及儿童戏剧教育活动的
展开。另外，中国儿童戏剧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多散见于报
纸、评论和内部刊物，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构架。故笔者暂
以 21世纪以来公开发表、出版的文献为主，参以个别内部
资料，挂一漏万之憾，希望在日后研究中尽量弥补，请方家
指正。 

 
一 概念之争 

什么是儿童戏剧？如何给儿童戏剧定性，成为学者们
首先争论的问题。有研究者认为儿童戏剧之所以能够从戏
剧门类中分离出来，是缘于其特殊的受众群体，“为孩子”
应该是其核心概念，不容混淆。至于是否写儿童，或是否
由儿童演出都不能成为归属儿童戏剧的决定性因素。持这

                                                        
收稿日期：2016－0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少年文化

产品的生产现状与引导策略研究”子课题“儿童戏剧的生产

现状与引导策略”（项目编号 11AZD018）。 
作者简介：马亚琼（1986－），女，河南洛阳人，北京

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儿童戏剧和儿童文学。 

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程式如、侣鹏等。也有评论者采取
更宽容的立场和角度，认为儿童戏剧不应该排斥成人观众，
代表人物如李庆成等。 
随着儿童戏剧新形式、新观念、新剧种的不断涌现，

学者们试图从独立学科层面对儿童戏剧进行界定。有研究
者从隶属关系上强调儿童戏剧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必要
性，如王育生指出：“儿童剧是一个有着自身特殊要求和美
学特征的、独立的艺术领域和艺术门类。儿童剧与其他艺
术门类的分野，首先来自于它的服务对象的不同，并由此
引发出在题材、内容、艺术样式，乃至其理论基础、审美
原则等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区别。我们一定要把儿童剧
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认真加以研究。” [1]55-58这样的
论断为儿童剧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和新的思维路
径。同时也表明以往简单的“戏剧特点+儿童心理”的批
评模式已不能满足中国儿童剧艺术品质的提升需求。 
较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从戏剧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加以区

分，如富有童趣的故事和活泼的舞台形式等，表述类似，
不予赘述。尽管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成人创作给儿童看
的戏剧”是中国儿童戏剧概念研究的一个基本共识。 
范煜辉结合美国儿童戏剧的研究成果，指出西方学者将

儿童戏剧行为划分为儿童演戏给儿童看，成人教儿童演戏和
成人表演给儿童看三类。鉴于第一类与儿童游戏有交叉，第
二类属于儿童教育范畴，所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儿童
戏剧仅限指第三类，并细分为婴儿戏剧、童年戏剧和少年戏
剧等[2]45-50。但很快，他在另一篇论文[3]134-137中解构了“成
人演戏给儿童看”的儿童戏剧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成立有
两个必要条件：成人创作与儿童作为独立观众群体。他首先
以“非洲儿童戏剧舞台先于戏剧文本存在”的实例颠覆了“成
人创作”这一条件。其次，他系统分析了美国和苏联儿童戏
剧创作发展情况：美国是上演大人想让孩子看的儿童戏剧，
即大人孩子都喜欢的儿童戏剧；而苏联则是将儿童戏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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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宣传载体。基于美国和苏联儿童剧情况的分析，
他认为儿童并不是独立观众群体。因此，“成人创作给儿童
看”的概念存在先天性漏洞，不能成立。范煜辉彻底颠覆了
儿童戏剧已逐渐稳定的学科界限，认为儿童戏剧学科的边界
不应被欧美儿童戏剧所固化，应探究多种序列的儿童戏剧概
念，如非洲儿童戏剧、亚洲儿童戏剧、欧美儿童戏剧等，概
括其特有的类型特征及规律。范煜辉试图用解构主义摆脱西
方学术霸权的影响，但同时也解构了儿童戏剧三十多年来达
成的共识，使得儿童戏剧的概念更显得难以捉摸。 
儿童戏剧的概念在学者们讨论纷争中显得多元共生，甚

至一些基本共识也被瓦解。其实，这种概念之争不单单出现
在中国儿童戏剧界。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前秘书长伊维
萨·西米克(Ivica Simic)称：从严格意义上说，世界范畴内
没有真正的儿童剧的概念。但是提到儿童剧，一般我们会说
这两个概念，孩子的戏剧和以孩子为服务对象的戏剧。前者
着重儿童，作品有时难免有些幼稚;而后者着重于戏剧，所
以艺术品质很重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世界范围内儿童戏剧
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儿童戏剧本身的流动性、丰富性、包容性。 

 
二  特征之辩 

儿童戏剧的特性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1934 年陈
伯吹就对儿童剧剧本、活动指导、舞台设置、假面等一系列
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1979 年任德耀结合多年演出实践认
为[4] 205-209：儿童看戏是来“参加战斗”的，极其认真；儿
童剧场有时是“闹哄哄”的，孩子主观参与性极高；儿童戏
剧观众是复杂的，需要按年级分档；儿童戏剧演员尽管要求
更高，但乐趣在于观众对他的信任；儿童戏剧的角色既有孩
子也有成人；儿童戏剧的票价不能太高；儿童剧院要送戏到
校园、要重视学生的课外戏剧活动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后，关注儿童戏剧艺术创新和理论构建的

研究者逐渐增加，相关评论文章和学位论文也逐年增多，从
多个层面对儿童戏剧的品质进行解读和评说。 
有研究者从理论构建中论述儿童戏剧的审美特征。李涵

强调儿童剧的故事性要突出，不能情节、人物薄弱，靠歌舞
来凑。这是对新世纪出现的音乐剧泛滥，情节零碎、七拼八
凑的反拨。王又乐指出儿童剧是一种矛盾戏剧样式，既要直
观、形象、横向蔓延式思维，同时又要具备丰富的内涵、隽
永的趣味。[5]8-12 这是对儿童戏剧提出了美学品格上的较高
要求，既要考虑儿童接受特点，同时要满足审美教育的目标。
王育生系统论述了儿童剧的特殊性[错误！未定义书签。] 55-58：题材
更重视神话、童话、民俗以及科幻；多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
法，音乐性和歌舞性较强；演出时间不宜超过两个小时；演
员在形体、声音、技艺上有特殊要求；以真、善、美为基本
美学原则，要适度展现生活艰难，增强儿童自我保护意识等。
这样涉及儿童戏剧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期待。王育
生重新划定了儿童戏剧的范围，既不是成人戏剧的简化版，
也不是话剧、歌舞剧或闹剧的分支。如果从这个逻辑基本点
出发，儿童戏剧的美学原则及评价标准都亟待学者们认真地
进行思考和学科建设。 
方先义的专著《儿童戏剧创编与表演》是国内第一部全

面研究儿童戏剧的编剧论、表演论、导演论、舞台美术论和
儿童戏剧教育论的理论专著。他从儿童本位出发，结合成人
戏剧理论成果，系统论述了儿童戏剧的特性，如符合儿童心
性、戏剧冲突单纯、语言口语化和动作化等等。难能可贵的
是方先义的研究着重强调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配备实践
训练和创编范例，处处闪现着作者基于多年实践所得的理论
思索。但因为该书的编写主要以作为学前教育系课程教材为
目的，不可避免要求“全”并偏重儿童戏剧教育实践，使得
有些理论阐释没有充分展开、欧美港台儿童剧情况介绍稍显
薄弱。 
有研究者从剧目评论中总结儿童戏剧的基本特性。代表

性评论者有程式如、李涵、欧阳逸冰、李庆成、刘平等。程
式如强调儿童戏剧首先是戏剧，要在戏剧本体上，尤其是戏
剧文学上下功夫。欧阳逸冰强调，儿童戏剧既要遵守戏剧创
作的一般规律，又要适应儿童独特的审美需求和心理特征。
[6] 31-34李庆成提出，儿童剧要突出戏剧性，以“深入浅出”
为贵，即单纯浅显同时内涵丰富。胡一飞认为儿童剧应以儿
童为本，突出游戏精神，兼顾思想内涵，以鲜活的艺术形象
感染儿童。 
儿童戏剧剧本是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样式，但长期

以来儿童文学评奖较少关注儿童戏剧剧目创作，论及儿童戏
剧文学的理论专著较少。2009 年王泉根主编的《儿童文学
教程》中从戏剧结构要素对儿童戏剧的特征进行了专节论
述：“主题鲜明，题材选择符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剧情合理，
戏剧冲突集中可信；塑造个性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富有儿
童情趣和动作性的戏剧语言；儿童戏剧舞台艺术的综合性;
演出过程中的观众参与性。”[7] 275-281 
此外，据中国知网硕博论文库资料显示，关于儿童戏剧

的学位论文集中于作家作品论、儿童戏剧教育与儿童文学关
系等方面的研究。赵靖夏强调打破儿童戏剧与儿童文学的隔
阂状态，呼吁建立“儿童文学小剧场”、“品格剧场”等，呈
现出二者立于“游戏性和艺术性”的结合点。[8]从儿童文学
和儿童戏剧的关系角度思考儿童戏剧教育的发展路径，为学
界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但由于作者过于偏重儿童文学，
使得儿童戏剧本体属性展开不足。计敏指出任德耀戏剧的审
美特征体现在富有童心、民族性、注重西方现代派元素的吸
收等。[9]胡弘瑜从神话母题出发追溯故事源头，分析了《马
兰花》所蕴含的原型模式和民族文化价值观。[10]由于儿童
剧相关资料公开发表的不足，使得儿童戏剧研究难度很大，
故以此为选题的硕博学位论文非常罕见。这很大程度上也限
制了中国儿童戏剧本体论研究的展开和深入。 

 
三  价值评估 

自 20世纪 20代始，周作人、周邦道、郭沫若、郑振铎、
魏寿镛、朱鼎元、张圣瑜、王人路、葛承训、吕伯攸、陈伯
吹等针对儿童剧的审美功能和价值评估的思考就已开始。
1922 年周邦道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中指出，剧本可以
“描摹人情，表演事实”，既可激发想象又能享有共同游戏
的快乐，有莫大的教育价值。1946年，宋庆龄进一步指出：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通过戏剧培育下一代，提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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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意义的
事情。”[11]70 

21 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将儿童戏剧发展困境的原因归
咎于长期对教育功能的过分偏执，引发了对儿童戏剧审美价
值的讨论和思考。程式如认为儿童戏剧首先是戏剧，是艺术
感染，不是课堂教育的延伸，强调对于儿童发展的审美作用。
[12]52-56 编剧邹静之则强调儿童剧最大的追求是娱乐功能的
实现，即让儿童高兴，获得快乐的观赏效果。北京儿童艺术
剧院艺术总监吴玉中指出儿童戏剧的精神承载是陶冶个体、
滋养心灵，而不是带有强制色彩的教育俯视态度。他认为“让
观众感到快乐”是底线，“真诚地打动观众”是高分。[13] 63-67

面对市场化的冲击和部分剧目粗制滥造的娱乐，大部分儿童
剧研究者强调教育功能不能丢，但也痛心于“高台教化”的
痼疾一直难以褪去，严重限制了儿童剧的发展。李思源认为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能否把教育功能放在首位，而是用怎样
的方式、怎样的内容施展教育的功能。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
院长周予援将儿童戏剧归纳为教育性、人文性、感染性、启
发性、知识性、娱乐性和商业性的统一。[14] 429由此可见，
近年对儿童戏剧审美本体回归的见解逐渐成为共识。如何更
好地实现这种统一是我们接下来需要着力研究的重要内核。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戏剧教育逐渐升温，相关理论专著

相继出版，其中部分章节涉及儿童戏剧价值评估。如张金梅
的《幼儿园戏剧综合课程研究》、方先义的《儿童戏剧创编
与表演》、陈世明等的《儿童戏剧的多元透视》等。张金梅
从戏剧人类学角度出发高度评价儿童戏剧的教育价值，指出
儿童具备戏剧天性。陈世明等从儿童发展角度指出儿童戏剧
教育具有疏解情感情绪、培养社会意识、传承民族文化、整
合学科资源、提高学习质量、培养创造力、锻造人格精神等
价值功能。方先义认为儿童戏剧教育的意义表现在：解放儿
童的身体与心灵、娱乐功能、开拓儿童视野、语言和人格层
面教育、启迪创意想象、美感教育等。尽管以上论述更多针
对儿童戏剧教育活动阐释，但对提升儿童戏剧本体论价值评
估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四  发展演变 

中国儿童戏剧古已有之的观点，最早见于 1983年。程
式如在《儿童剧的由来与发展》等几篇论文中指出：儿童戏
剧在我国有自己的衍变发展过程，古代一千多年以前早已有
之。她提到中国古代百戏杂剧活动中大量存在的少年儿童参
加演出的情况， 谈及某些古代剧作中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
作品和以儿童为观众的影戏棚，认为这是包括儿童演剧和儿
童观剧在内的中国儿童剧早期现象。[错误！未定义书签。] 361

这个观点对于儿童戏剧和儿童文学的史学贡献意义是巨大
的。自五四周作人的相关论述始，儿童剧是西方舶来品的论
断深入人心。程式如的发现为学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资
料和研究思路，中国儿童戏剧的历史起点以及美学品质有待
更加审慎细致的梳理和认知。 

1990 年，任徳耀在《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儿童剧》导
言中全面回顾了自五四以来 70 年中国儿童戏剧的创作历
程。2009年，胡丽娜在《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儿童剧（4）》

增补卷导言中，以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为主线，兼顾文本创
作和舞台演出，梳理了近二十余年中国儿童戏剧发展进程。
她指出中国儿童剧艺术创新和市场探索并行，提升艺术品质
成为共识，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2003 年李涵主编的《中国儿童戏剧史》由中国戏剧出
版社出版，弥补了儿童剧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这是中国第一
部儿童戏剧史，以戏剧文学为主，兼顾导表演、舞美设计、
演出活动等相关事件。尽管稍嫌芜杂，论少于史，但是为后
来学者提供了一份关于百年来中国儿童戏剧历史的尽可能
完备的资料，非常珍贵。本书附录中由蓝凡撰写的《中国古
代的儿童戏剧》一文梳理了宽泛意义上中国儿童戏剧的发展
演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 
更多的研究者们是集中于通过对近年新创剧目、全国儿

童戏剧展演剧目、中国儿童戏剧节参演剧目、上海国际儿童
戏剧节参演剧目等进行或个案、或比较、或系统的评述和分
析，进而体现出儿童戏剧的发展脉络和趋势。代表性研究者
有程式如、李涵、朱以中、李布尔、李庆成、陈迎宪、欧阳
逸冰、刘平等。除了程式如的《儿童剧散论》、李涵的《儿
童戏剧艺术的魅力》，新世纪出版的儿童剧评论集有李庆成
的《儿童剧艺术论》。另外，欧阳逸冰的《戏剧与动画：欧
阳逸冰艺术评论集》中也收录了部分儿童剧评论文章。程式
如认为儿童戏剧最大的发展是观念的嬗变，认为要点燃孩子
们的想象力需要开拓题材范围，力求精品，勿忘少年和准青
年观众，健全营销渠道等。刘平指出近十年中国儿童戏剧发
展体现在拓展题材、塑造人物、提升品质等几个方面。 
新世纪还出现了地域性、阶段性的儿童发展演变梳理，

如： 蔡莉莉《新时期儿童戏剧创作的现代性追求》、布而《抗
战时期解放区的儿童戏剧》、谈风霞的《中国现代儿童剧艺
术发展初探》、张明明的《“十七年”儿童剧本创作艺术简述》、
赵琼的《1917－1949上海儿童戏剧史略》、黄李娜的《抗战
时期儿童戏剧对当代儿童戏剧发展的启示》、陈丽芬和汤志
红的《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戏剧的发展趋向》等。谈凤霞将
中国现代儿童剧艺术发展概括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三
个阶段， 分析了各阶段的表现形式、艺术风格、成败得失
等问题。李利芳的专著《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
程研究》中部分章节涉及并梳理了 1912至 20世纪 30年代
中叶中国儿童戏剧理论研究成果。台湾学者陈晞如《融合与
开创：台湾儿童戏剧教育史述评》，探讨了半个世纪以来台
湾的文化政策、官方措施、民间活动与儿童戏剧教育之间的
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戏剧发展演变的理论研究之薄弱是

显而易见的。至今为止，《中国儿童戏剧史》仅有一部，尚
未出现任何一家专业儿童剧院（团）史。相比较中国福利会
儿童艺术剧院[15]（1947年成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1956
年成立）、辽宁儿童艺术剧院（1960成立）等超越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历程而言，这样的研究现状显然是不能够令人满意
的。除此之外，对于世界儿童戏剧的发展史研究几乎是一片
空白，更遑论理论层面的中西儿童戏剧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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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问题认知 
21 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戏剧艺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

存。有关儿童剧的“现状”、“问题”、“困境”、“缺失”等词
频繁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儿童剧发展的问题认知逐渐成
为研究热点。 
谭志敏指出儿童剧现状举步维艰：“游击队”搞乱儿童

戏剧消费市场、缺少精品剧目、局部火爆与整体冷淡的市场
格局、儿童艺术审美的差异性需求与创作重复性的矛盾。[16]

（43-45）周汉友认为儿童戏剧专业创作、研究人员匮乏，儿童
戏剧的创作观念、舞台表现手段等的创新需求迫切。[17]

（158-164）王珏强调儿童戏剧存在十大缺失现象：人文关怀缺
失、童心缺失、生活基础缺失、民族文化传承缺失、正面引
导缺失、想象力缺失、调研与学习的缺失、深刻思想内涵的
缺失、创作人才的缺失、市场环境的缺失。[18] 

基于以上现状和问题，侯颖指出中国儿童戏剧发展滞后
的原因是：传统文化中的成人本位思想的影响、儿童戏剧主
体性贫弱、儿童戏剧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缺席等。[19] 30-33她认
为应将更多的编、导、演的权力下放给孩子，增强儿童的主
体性参与。侯颖从儿童观、儿童本位角度寻找突破口，旗帜
鲜明地指出儿童戏剧理论研究的缺席已反向制约了儿童戏
剧创作的良性发展。这是非常具有学术魄力和责任担当的见
解。当然，儿童剧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门类，其美学品质的
保证和提升恐怕难以仅靠编导权力下放给儿童就能够解决。
遗憾的是，由于单篇论文的容量所限，作者没有就这个问题
进行深入探讨。 
陈迎宪从扶持力度、形态样式、创作观念等三方面充分

肯定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戏剧取得的成绩；与此同时也表达
了对生态建设、演出市场、互动模式、借力程度、题材体裁、
观念更新等方面的忧思。[20]22-27 
周予援在《新时期戏剧创作研究文集》中认为儿童戏剧

的创作方向和发展前景是[错误！未定义书签。] 436-448：人性
的美好，追求真善美等基本人生哲理的传达、与现代少年儿
童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的解决、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形式上
的求新与探索、小剧场儿童戏剧的探索和实践等。他从儿童
戏剧的系统工程建设角度，对剧本创作、舞台形式、剧场实
践等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具体的要求。 
陈晴的《浅论中国当代儿童戏剧发展及策略——以

1990-2011年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为例》分析了儿童戏
剧发展式微的原因，提出应对策略：拓宽取材范围、贯注游
戏精神、注重年龄特征、推进产业发展等。作者的学术勇气
难能可贵，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发展策略。只是因受制于客观
材料范围，未能以更开阔的学术视野肯定中国当代儿童戏剧
发展的成绩。论题以批判为主，稍显偏颇。 

 
结  语 

21 世纪以来，儿童戏剧在概念界定、艺术特征、价值
评估、发展演变、问题认知方面日渐深入，但研究的局限也
非常明显。一言以蔽之，儿童戏剧的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儿
童戏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儿童戏剧基础
理论建设十分匮乏。持续关注儿童戏剧领域的研究者极为罕

见，故难以从大量零散的采访、短评中提炼出系统的中国儿
童戏剧理论构建。2.中国儿童戏剧史研究薄弱。目前只有一
部史论专著，尚未出现专业儿童剧院（团）史，如中国福利
会儿童艺术剧院史、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史等。3.具有学理性
阐释的儿童戏剧批评缺席。有关剧目解读的短评、报道居多，
多数批评语汇匮乏、评价模式单一、以介绍剧情为主，对儿
童戏剧理论问题缺乏把握，从而导致解读失败。4.对世界儿
童戏剧发展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儿童戏剧概论》之
类的专著至今还没有出现。5.缺乏理论层面的中西儿童戏剧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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