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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教材背景下进行小学语文教育戏剧的实践研究 
张帅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实验小学  213032) 

摘要：语文本身与人文结合非常紧密，但是在传统的语文教学当中，我们都是以平面的、静态的、灌输性的方式进行教学，而
语文应该是以一种多元化的、立体的、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来呈现。也正是因为这样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语文课堂比较死板，难
以与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戏剧是一种综合表演的艺术形式，可以将人文变得艺术性，也更加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关注。因此语文
教师想要转变教学方式，可以采取将戏剧与小学语文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可以有哪些实施的策略方法？在本文当中我将在编教
材背景下，进行小学语文教育戏剧的实践进行讨论，据此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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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语文在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语感，

尤其是通过一些细节描写的掌握，比如语言动作的描写上，都

可以帮助学生深刻的理解人物特征，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文章。

但是传统的教学方式都只是让学生对文章的句子进行分析，而

没有从情感体验的方面去引导学生体会语言，其实这对于学生

学习语文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应该转变教学方式，帮助学

生提高学习的兴趣，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 

一、在小学语文课堂实行教育戏剧的原因 
1.1 教育戏剧与学生的天性相匹配 

小学生的认知能力比较差，但是他们对表演天生有表演的

欲望，学生更加希望有活跃性的课堂。而教育戏剧就是将课文

当中比较难以理解的词语或者内容，通过肢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的表演欲望，还可以给学生带来强

烈的情感和审美的体验，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肢体来表现对文章

的理解，尤其是在对一些语言动作上的细节描写。学生通过自

己参与文章内容，更加身临其境的切身体会到作者的描写意图，

可以极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发散学生

思维。这种更加倾向于游戏类型的教学方式，可以满足学生对

课堂的需求，更加投入到课堂教学当中。 

1.2 教育戏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教育戏剧本身就是一种富含了多个学科的多种元素的教育

方式，这种综合舞台表演的艺术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各个方面的

能力，教师通过这样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可以使教学课堂更

加的丰富多彩，也符合了学生的活泼的天性。这样的教学方式

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就算学生私底下也可以自己根据这

样的方式进行内容的学习，从而帮助学生形成一个自主学习的

习惯，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合作，探究和创造能力。 

二、教育戏剧的小学课堂的实施策略 
2.1 转变教学意识 

教师在进行教育戏剧的时候，就应该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思

想，在进行备课的时候，就应该才用教育戏剧的意识去设计课

堂，用戏剧的方式去解读课文内容，设计相关的教学活动，意

在让教师投入更多的兴趣和热情，和学生一起沉浸在教学的内

容中，和学生一起通过游戏的方式解放天性，在和谐有趣味性

的氛围之中帮助学生学习知识。 

2.2 创设相关情境 

教师通过课前的准备，应该对文章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

也根据文章的内容设计了相关的游戏活动，但是在最开始时，

教师就应该要创设一个与课文内容相关的情境，让学生能够快

速地融入到课堂氛围当中，有利于教育戏剧的推进。比如说，

教师在教授《小蝌蚪找妈妈》这一课的时候，教师就应该准备

一些道具，角色名片等等，应用恰当的教学语言，吸引学生的

兴趣，这对于教师的导语设计比较高，语言应该要生动活泼，

符合低年级学生的特性，这样才能够帮助学生快速进入情境中，

便于后面的戏剧内容进行。除了导语以外，中间的衔接部分的

过渡语也应该和本堂课的内容相结合，还要预判会出现的问题，

设计相关过渡语，再根据当时的学生表现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

帮助学生一直处于相应的活动情境之中，这对于教师的应变能

力也有很高的要求。 

2.3 用音乐渲染情境 

光是文字的教学很容易就会让小学生失去学习兴趣，然而

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也比较差，教师光是语言的引导，也很可能

会出现学生不明其意的状况，这也会为戏剧的情境创设带来一

定的阻碍，因此，教师可以采用别的方式进行配合。比如说在

学习《小蝌蚪找妈妈》这一课时，教师可以先播放一个片段：

小河流水等等，通过河水流动的声音的刺激，可以让学生一下

子进入到情境中，然后教师在学生表演的过程中，适当地插入

音乐，比如说情节的反转和高潮部分等等，小蝌蚪找错的时候，

可以播放一些比较悲伤的音乐，在小蝌蚪找妈妈的途中，可以

播放一些比较欢快活泼的音乐，当小蝌蚪找到妈妈之后，可以

播放比较激动人心的音乐。通过音乐的加入，更加能够渲染情

境，帮助学生尽情地投入到课文当中，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理解文章内容，体会文章人物的情绪，身临其境。 

2.4 设置场景进行舞台重现 

虽然教学的课堂上是比较简陋的，但是教师也应该在教学

的过程中为学生创设相应的教学环境，设置简陋的舞台，并且

为学生提供一些简单的道具，更能够让学生在表演的时候投入

情感，编造出来的舞台效果也会更好，不仅仅是对于表演的学

生有帮助，并且对于台下观看的学生也有帮助，能够更好地还

原情境，让整个班级的学生都沉浸在教学课堂的氛围里。 

三、在教育戏剧小学生课堂探索中的实例 
在小学的五六年级，学生就已经开始会接触古文的学习，

但是相对于学生现在的生活环境，由于年代的久远，学生对古

文的理解会比较难，因此可以才用教育戏剧的方式帮助学生理

解文章的意思。接下来我就以《伯牙鼓琴》这一课为例。 

首先，教师应该在课前对文章内容进行研究，对每一句话

都进行分析，设计以什么样的导语引学生进入情境，思考好可

以选取班上哪两个同学进行角色的扮演。还应该对角色进行分

析，小学生的能力还不够，可能会无法正确地表达出人物的性

格，所以教师最好能够在班级中寻找到相对比较贴合人物性格

的学生进行表演。 

其次，在课堂开始之前，教师可以将两个学生叫到办公室

进行指导，引导学生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学生一起探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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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够在肢体动作上表现出来，表情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处理，

让学生也参与设计，可以发散学生的思维，也可以帮助学生的

表演更加自然。 

最后，就是在实际的课堂展现中。教师通过图片展示，为

学生交代故事的背景和地点。伯牙缓缓登场，教师同时可以播

放一些关于林间声音的音乐，创造出一个幽静的环境，拿出提

前准备好的道具，伯牙坐在一边弹琴，可以适当地播放《高山

流水》的片段，这时候钟子期上场，徐徐而来，一边摸着自己

的胡子，一边点头欣赏，说出台词，伯牙马上变换曲风，钟子

期依旧紧跟伯牙的音乐起伏感受到歌曲的美妙，在音乐的配合

之下，台词也显得格外地应景，伯牙和钟子期在音乐的背景之

下分别，伯牙还是在林中继续弹琴，子期三步一回头地离别，

伯牙在深山中鼓琴等待子期，子期在朝堂之上认真工作，期盼

早日告老还乡与伯牙一起欣赏音乐，游历山水，可以通过无声

的表演来体现两人的分别之久。随后子期的父亲入场，伯牙依

旧鼓琴，得知子期死讯之后，音乐应该即可进入高潮，配合伯

牙的摔琴动作和台词，体会伯牙心中的苦闷，这时候伯牙可以

掩面痛哭，音乐哀转久绝。 

在这样的视觉和听觉的刺激之下，学生能够很快地进入到

课文所描绘的场景中，体会到当时的情境中的感情，提高学生

的情感体验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内容，对于其中的

一些用词和情境的学习，学生都能够有一个准确的掌握，在帮

助学生理解文章大意的同时，增强文学生对文章情感的把握，

拉近古文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总结语：教育戏剧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专业的戏剧能力，

而是为了帮助学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进行快乐学习，教育戏

剧强调的并不是艺术，而是学生的学习体验，让学生通过戏剧

的表演是体会文章中的深意，也是为了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兴

趣，教授学生其他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探索，

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虽然教育戏剧并不以艺术为目的，

但戏剧和语文的教学内容相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火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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