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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萍笪文

〔摘 要〕儿童戏剧是指用语言、肢体、表情等表现的一种表演形式，是轻松、愉悦、有情节、有故事性、有理念的表演。在我

园多年“艺术启蒙实践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以班级为单位，将儿童戏剧活动以课程的方式融入孩子一日生活。本文对幼儿

园戏剧活动课程的基本架构、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以及课程开展中教师的作用，这几方面进行一定探索和研究。从而为今后幼

儿园戏剧课程的完善和发展表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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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式儿童戏剧活动课程的建构与实施

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戏剧的“种子”和“根芽”，也就是

一种出自本能和天性的“表演”和“观看”的欲望[1]。儿童戏剧

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的幼儿教育活动。它是从角

色游戏、故事表演一步步演变发展形成的，它具有扮演性，由

幼儿在虚构的世界里扮演一定的角色，做角色的动作，说角

色的话；但它同时还具有角色游戏、故事表演所没有的戏剧

元素，表现为幼儿创作自己的剧本、做道具、当导演以及上台

表演，更强调戏剧的工作性，鼓励幼儿为了剧场演出这一目

的进行一系列的戏剧工作[2]。可以说，儿童戏剧活动是各种学

习活动和游戏活动的整合，是一个推进幼儿整体发展的活动

平台，让儿童全部浸润在戏剧活动中。
2006 年起，我们幼儿园便开始了“儿童艺术启蒙教育”的

园本课程探索。至今八年的行动研究让我园已经初步形成了

较为系统的园本课程：面向全体幼儿的、融入幼儿一日活动

的、师幼和家长共同参与的系列艺术启蒙活动。每年的 5 月，

幼儿园以班级为单位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儿童戏剧活动课程。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个班级在“班本、低投入、人人参与、
游戏化”的园本课程理念支撑下，开展主题式的儿童戏剧活

动。我们通过语言、艺术、科学、社会、健康的一系列集体教学

活动，来帮助孩子理解、感受班级选择的戏剧。同时，我们还

有效地将戏剧活动融入到多种区角游戏活动，如美工、音乐、
建构、阅读、角色表演等。

一、课程的基本架构

戏剧活动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将集体教学的系统性与区

角游戏的自主、自由性有机结合起来；将一日生活中的教育、
教学与阶段性成果展示有机结合起来；将孩子对生活的真实

感受与对童话剧艺术美的表现有机结合起来。追求的不是艺

术的专业化程度，而是孩子的参与、创造、体验与享受。
幼儿园戏剧活动课程，是 3～6 岁幼儿以创造性儿童戏剧

表演为载体的课程。本课程作为园本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几周的时间，紧紧围绕一个戏剧主题从“戏剧筹备”“戏

剧创编”“戏剧表现”“戏剧场景”四个层面来建构一系列活

动，从而满足幼儿表达需要，自然统整音乐、美术、文学、舞蹈

等各种艺术经验，促进儿童能力的发展。

二、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

幼儿园戏剧活动课程以主题的形式，通过集体教学、区
域活动、一日生活以及家庭参与这几个途径来开展。孩子在

这个课程实施过程中，根据自己需要，积极尝试用音乐、语言

文学、美工等多种语言，自觉主动地去感知周围世界，大胆地

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
（一）集体活动

课程中集体活动的设置是多元的，指向促进孩子在戏剧

活动中多样化的发展。语言活动中，我们和孩子一起理解故

事、熟悉情节、改编剧本、创编对白；音乐活动中，我们和孩子

一起选择音乐、学习歌曲、创编韵律；美术活动中，我们和孩

子一起制作道具、装饰服装、设计海报；科学活动中，我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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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相关的科学知识。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的艺术素养

得到了提升，同时也促进了语言能力、科学认知、社会交往、
动手能力、学习品质等多方面的发展。

例：小班戏剧活动《狐狸和乌鸦》的集体教学活动网络图

（二）区域活动

区域活动，是幼儿一种重要的自主活动形式。它是以快

乐和满足为目的，以操作、摆弄为途径的自主性学习活动。它

也成为了幼儿园戏剧活动课程实施的途径之一。
建构区：孩子们会用插塑、积木、雪花片自主建构童话剧

中的角色，用彩泥塑造出各种角色形象和微型的道具。比如

小兔、小金鱼、长颈鹿等，还会建构一些简单的道具造型，如

花轿、自行车、房子等。小年龄的孩子会建构一些平面的造

型，中、大班的孩子会建构出立体的造型，还会合作建构出童

话剧场景，并为之兴奋，时常会在那里逗留、表演。

语言区：老师会在语言区提供绘本供孩子阅读、讲述，让

他们看一看多彩的画面，讲一讲有趣的情节，学一学好玩的

对话。除了有精美的绘本，还有孩子们自制的小图书，虽然比

较简陋、单薄，但是孩子们却爱不释手，因为这是他们亲手制

作的图画书。
美劳区：区域里投放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孩子在这里涂

涂画画、剪剪贴贴、印印刻刻……童话剧需要的小花、小草画

好、剪好了，树叶、苹果撕好、涂好了，服装、道具装饰好了

……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创造能力增强了，做事更有

耐心了，学习品质提升了。
表演区：孩子们戴上头饰，稍作打扮，打开音乐，就能像

模像样地开始表演。从一开始单纯的韵律表演、对白练习，再

到韵律、情节的串联，两周后，孩子们就基本能将整个童话剧

完整地表演了。每次，表演区的小演员都不一样，在教室的小

舞台上，孩子们自主表现，尽情演绎，每个孩子都能演剧中的

每个角色，谁都能当主角，谁都能得到观众热烈的掌声。孩子

尽情享受表演的乐趣，享受表演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三）一日生活

（四）家园参与

“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
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

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五月，我们引导家长和我们一起参

与童话月活动，围绕班级一起选定的童话剧主题中心，一起

创作、一起游戏、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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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画话采撷形式改编童话剧

“画话采撷”就是孩子用图画的方式记录自己在生活中

印象深刻的事，再由家长在册子上用文字记录下来。这样的

亲子互动方式，为家庭参与幼儿园活动创设了空间和依托。
在戏剧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通过画话采撷活动，

共同创编很多有趣的童话剧情节，为剧本改编和再创作提供

了很多趣味、创意元素。在小班戏剧活动《贪吃的哈罗德》家

庭创意中，梦想小朋友和妈妈在画话采撷里一起做了这样的

创作：哈罗德肚子吃得太饱了，它一扭一扭游到绿色的草丛

里，哈罗德想起妈妈说的话：不要太贪吃哦！它开始担心自己

的肚子，会像气球一样炸开来吗？这样好玩的剧情很快激起

了孩子的兴趣，自然地成为这个班本剧其中的一个剧情。
2.和家长一起表演童话剧

在戏剧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常常会把戏剧中的角色、
情节、对白带回家庭。孩子们会像个小导演，领着爸爸妈妈一

起参与演绎。家长也很乐于参与，和孩子们一起，将剧中各个

角色都一一感受。家长和孩子亲子合戏，其乐融融。例如，戏

剧活动《小红帽》的开展过程中，一对父子兴致盎然地玩着互

换角色的游戏。爸爸在表现“狼外婆”时，还尝试着“声音的化

妆”和“动作的变形和夸张”：他捏紧着嗓子学着“老狼冒充狼

外婆”，又慌张地遮眼睛、掩耳朵、捂嘴巴的时候，把狼外婆的

心虚、紧张、又想极力掩饰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家长这样

自然、投入地演绎，让孩子对戏剧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所以孩

子在每次的演戏中都特别投入。
3.和爸爸妈妈一起设计服装

戏剧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少不了服装、道具各种制作材

料的收集。我们不但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制作，还努力鼓励家

长也参与其中的设计、制作。为此，我们开展“最佳创意服装

评比”“童话剧造型模特秀”“角色造型金点子”……。在《小乌

鸦爱妈妈》的戏剧活动中，妈妈用家中的鸡毛掸子设计了一

个小乌鸦的造型，让我们大开眼界；在大班《灰姑娘》的活动

中，奶奶将自己的假发带来为孩子打造“金发姑娘”的造型；

在中班《小青蛙卖泥塘》活动里面，家长们搜集了很多薯片罐

一节连一节做成了引水渠；大班《笑翻天的农场》里面，家长

们搜集了很多旧键盘，在母鸡学打字的情节时就派上了大用

场。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

三、深化儿童戏剧教育面临的挑战

多年的儿童戏剧教育研究，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它能够

提高幼儿的认知、情感、社会性等多种能力、促进幼儿学习品

质、人格品质的发展。除此以外能更加针对幼儿在区域活动

以及一日生活活动中的自主学习，尽力做到幼儿自己能够做

的、想的、说的、演的、合作的事情让幼儿自己去做、想、说、
演、合作。但是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儿童戏剧教育的真正目

的不是为了教儿童演戏，而是要通过戏剧来教育幼儿，那么

通过儿童戏剧活动带来儿童完整全面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

要。
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教师对儿童戏剧教育的设计能

力和教学水平直接决定着儿童戏剧教育的成败，所以系统的

科学的一定时间的教师培训成为儿童戏剧教育是否能得以

开展下去的最大挑战。
儿童戏剧教育的剧本、教材开发应用是目前幼儿园开展

儿童戏剧教育的资源困惑之一。
目前国内自主进行儿童戏剧教育的园所很少，且均系各

自单打独斗，缺少同一层次上浓厚的研究氛围。
从戏剧教育研究本身来说是教师事先预设好戏剧主题

内容好还是追随孩子的兴趣决定活动的走向好？

儿童戏剧教育活动的评价机制值得深入探讨：是不是孩

子投入了，戏剧教育带来的效益就是高的？等等问题……。
幼儿园从曾经的教师带领幼儿排演一部剧，到现在以班

本主题课程的形式融入孩子的一日生活；从孩子的被动接

受，到教师推动孩子和孩子家长一起共同体验。如今，戏剧活

动研究在“教师要跟随孩子，给孩子更大的空间”，在教师

“教”与“不教”之间不断深入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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