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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戏剧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影响——以云南滇剧为例
蔡妮霏

（云南开放大学，云南 昆明 650118）

摘要：一个地方民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当地人民的继承和发扬，都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其实孩子也是一个城市的未来。如果将地

方文化灌输渗透给成长过程中的儿童，那这些思想就会在他们的心里根深蒂固。他们会更了解他们所生长的环境，所成长的家乡，也会

更爱这个孕育他们陪伴他们的城市。在这些文化的渗透和教育中，儿童教育戏剧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它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在

玩耍中领悟，通过毫不枯燥的方式将地方文化深刻心中。本文将探讨以云南滇剧为表演内容，用儿童教育戏剧的教学方式为载体，对云

南民俗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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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剧的概念

（一）戏剧

戏剧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

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部分学者认为，戏剧最早起源于宗教祭祀

仪式。在中国古代，人民信奉巫蛊之术，祈雨、祈福都需要巫师

祭祀占卜，以求灵验。在占卜过程中，一般会通过吟唱和舞蹈来

体现祭祀内容。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戏剧来源于古代劳动人民在

节日或丰收时的欢庆表现。这两种观点在我看来本质上很相似，

它们都说明了戏剧的起源和歌舞相关，充满了表演性、程序性和

艺术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变迁和不断进步，神话传说逐渐隐退，

农耕文明也渐渐消散，但这样表达内心情感的表演形式却流传至

今。人们也开始将文学创作和这样的表达形式相结合，呈现出现

代艺术表演——舞台戏剧。它不仅表达了剧中人的状态和情感，

同时也向观众传达了剧情文化。这些文化往往来源于日常生活，

能够有效引起观剧人的共鸣。而当地方民俗文化穿上戏剧的外衣，

它就拥有了一条直通大众内心的绿色通道。

（二）戏剧教育与教育戏剧

戏剧教育，译为“Dramatic Education”，重心在戏剧。它属

于艺术教育门类，是与音乐教育、美术教育等相对而言的单科艺

术教育的一种。戏剧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来说，它是

指精英教育。是指专业的戏剧教育，一般由专业的艺术院校负责。

国内来说的话，像是上海戏剧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主要培养与

舞台相关的戏剧从业人员，如：舞美、导演、编剧、演员等。广

义上来说，是指非专业的戏剧教育，面向社会大众，旨在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而教育戏剧，译为“Drama in Education”，直接翻

译可为“在教育中的戏剧”。顾名思义，教育戏剧是指将戏剧作

为一种教学实践的方式，融入到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戏剧的

形式将相关学科知识教授给学生，戏剧只是一种教学的辅助工具。

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法国教育学家卢梭，他提出了两个教育理念：

在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和在戏剧中实践（Learning by 

dramatic doing）。后又经过多位教育学家的推进和发展，至今逐

渐成熟。教育戏剧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来说，

也是一种备受欢迎的学习方式。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枯燥的学科知识和复杂的理念生动化、趣致化，于潜移默化中

进行教学。一旦将理论实践化，生活化，学习将不再是难事。这

些优点使得教育戏剧在国内外不断被推广，由于这种教学与儿童

的心理及探知事物的方式更加吻合，因此普及也逐渐趋向低龄化。

二、儿童教育戏剧的概念

（一）儿童教育戏剧

是儿童戏剧与教育的结合，是教育戏剧的一个分支。它主要

是指以 3-12 岁儿童为接受对象，应用儿童的思想、想象、语言、

情感、经验，透过戏剧的手法，表现大宇宙间动植物的生活、人

和物的关系、社会的现象、人生的意义。在儿童戏剧中，儿童通

常被要求用到肢体、语言、表情等表现方式来进行表演，展现出

孩童的天真浪漫和愉悦欢快。这样的表演可以锻炼儿童的语言表

达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对剧情剧本的体悟能力，

其本身具有教育意义。我国著名当代文学家余秋雨曾说：“戏剧

是学习语言最好的方式和手段。孩子们在真实的语言交流场景中

以戏剧角色的身份去听和说，这符合儿童学习发展的需要。”无

论儿童是作为观众还是参演者，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

在当下，儿童戏剧被应用到了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成为了一种

新颖的教学方式。对于儿童来说，戏剧也是一种能够更加符合他

们在这个阶段心理认知特点的学习方式。在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

段论中，3—12 岁儿童的认知发展属于前运算阶段（2—7 岁）和

具体运算阶段（7—12 岁）。在前运算阶段（2—7 岁）中，儿童

的认知具有泛灵论和自我独白的特点，他们认为周围的一切事物

都是有生命并且围绕着他们的。针对这样的认知特点，戏剧的引

入能够充分引起这个阶段儿童的好奇心和参与热情。在这个阶段

中，教师如果想要教授一些简单的知识，传达一些日常的文化，

也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在玩耍的过程中进行潜移默化的学

习。而具体运算阶段（7—12 岁）中的儿童，虽然已经摆脱了泛

灵论和自我独白的认知特点，但思维仍具有不可逆性。针对这个

阶段的儿童，皮亚杰提出应多让他们做一些事实性和技能性的训

练。戏剧的引入能够让儿童不禁锢于书本，而是从“做中学”，

在戏剧实践中快乐学习。

（二）我国儿童教育戏剧的发展现状

在欧美国家，戏剧在儿童教育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但于我国

来说，儿童教育戏剧起步较晚。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新兴教育方式

尚未在大众间普及，仅在全国几个一线城市师资力量相对优越的

学校有所发展。自 1995 年以来，我国许多剧作家和高校教师都致

力于研究和推广儿童教育戏剧。南京师范大学张金梅博士主要从

事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与儿童教育戏剧方向的研究，在借鉴西方儿

童教育戏剧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思考学前儿童教育戏剧的

内容、组织形式和教育策略等问题。终于，2017 年 10 月全国第一

个儿童教育戏剧专业社会组织在京成立。它的成立对儿童教育戏

剧的推广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教师和学者

都在致力于教育戏剧的发展，我国的教育教学实践不断向前迈进，

在促进儿童发展的问题上取得了愈加优异的成绩。

三、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意义

前文说过，儿童教育戏剧作为一种工具，除了教授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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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传播文化的作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文化的积

累和发展，应当从小抓起。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大文化，我们也要

充分了解和学习自己家乡的小文化，在这片土地生活成长那么多

年，我们要真正地热爱它。

（一）以滇剧为代表的云南民俗文化

滇剧是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

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

发展形成的云南地方戏之一。它融合了云南当地的风俗习惯、地方

方言、民间艺术和外来剧种，如今已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戏剧，具有

极高的文化价值，于 2008 年被确定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滇剧的剧目虽多来源于历史典故，但由于带有浓重的地方

特色，在演出时仍然表现出大量云南当地民俗文化。云南是一个多

民族省份，除汉族外现居少数民族 25 个，每个民族都有其不同的

民族特色和文化，滇剧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民族文化、民间传

说，表演时又以极具艺术化的手段将其表现出来，起到了大力弘扬

的作用。滇剧的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又极富生活气息，在表演过程中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云南真实的社会状况。如 1884 年的中法战争和

1912 年的辛亥革命，云南民众奋起反抗不畏强暴的爱国情怀在当时

的滇剧中被反映得淋漓尽致，滇剧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为了

反帝反封建，传播爱国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如今的滇剧也在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元素。在保持戏剧表演形

式不变的前提下，结合现代社会元素形成了现代滇剧。但无论如何

发展，滇剧所带有的地方民俗特色都不曾消散。

（二）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意义

一个地区的发展建设靠经济推动，一个地区的活力永葆则依

托于文化传承。一个地区的文化就是这个地区的名片，云南民俗

文化的发展对云南来说意义重大。

1. 保护云南民俗民族非物质文化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很多的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变

迁中已经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民间习俗也不再被人提起。云南

民俗文化的发展成为了迫在眉睫的紧要任务。云南民俗文化的发

展，对云南各个地区的风俗习惯、民间手艺人的工艺传承、传统

节日的庆祝方式、各民族的民族传统形成了保护。让当地儿童在

成长过程中能够通过多种学习方式了解和知晓关于自己家乡的文

化，培养爱国、爱家的情怀。同时也让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通过

当地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了解云南的真正面貌，消除对这个地区

原有的刻板印象，触碰到真实的云南。

2. 推动云南经济的发展

云南民俗文化的发展除了对当地文化具有保护传承作用外，

还对当地的经济具有推动作用。云南是全国有名的旅游城市，省

会城市昆明拥有四季如春的适宜气候，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也有着

古城文化和美丽的自然风光，这些条件让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但

如今随着多元外现代经济的发展，传统的民间民俗文化已然没落。

越来越多的景点变得商业化，吸引力和游览价值大大降低。因此，

云南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能够减少旅游地商业化趋势，在一定

程度上保持了淳朴传统的民族风貌。擦亮了云南的名片，自然会

增加游览向往度，吸引更多文化爱好者前来旅游，在一定程度上

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云南民俗文化的发展迫在眉睫，它影响着一座城市的历史和

底蕴的传承。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他们也是一座城市的未来。如

果民俗文化的发展能够从小抓起，那它的影响就是根深蒂固的。

四、儿童教育戏剧推动云南地方民俗文化发展

（一）儿童教育戏剧推动云南地方民俗文化的途径

当滇剧被引入课堂作为儿童教育戏剧，就能够在表演娱乐中

将云南当地文化传播给儿童。

1. 作为观众和听众接受滇剧文化熏陶

首先，在刚刚将滇剧引入课堂时，学校可以请专业的滇剧演

员来为儿童们进行表演，让儿童能够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戏曲文化。

在面对低年龄段的儿童时，表演的剧目选择应尽量贴近日常生活，

剧情简单、生动有趣，语言童话化、幼儿化。由于滇剧表演语言

采用了当地方言，会让儿童倍感亲切，有较强代入感。在面对低

年龄段儿童时，滇剧剧目的表演主要是为了让儿童了解日常生活

中家乡人民的习惯风俗等。在面对高年龄段的儿童时，滇剧剧目

可主要选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传说，如石林彝族的《阿诗玛》；

大理白族的《五朵金花》。将这些传说的剧情进行改编，以适合

儿童的方式进行呈现。同时，也可通过表演不同民族的风俗，让

儿童能够对不同的民族习惯有初步的了解。由于云南是少数民族

的聚集地，这一表演内容除了让儿童对当地民族有所了解外，还

能够让他们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尊重理解不同民族同学伙伴的生

活习惯和民族习惯。

2. 作为参演者，更加亲力亲为地深入滇剧文化

在儿童对滇剧文化进行了初步了解和接触后，教师可以带领

他们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滇剧表演，这一途径主要面向的是

高年龄段的儿童。在剧目选择上，同样应该选取与当地民族民间

生活相关的习惯风俗。要让儿童在表演的同时，能够对当地文化

有亲历的体验，在实践中学习总是能够比理论学习更加让学生印

象深刻。因此，这些习惯和风俗一定要真实，要贴近生活。剧目

还可以选择民族传说，这些传说可以让儿童在表演时了解这个民

族的历史发展、人物风貌、服装配饰、节日庆贺和饮食习惯。

这样的教学方式主要是为了传播当地民俗文化，因此作为学

校，应单独开设一门这样的课程，系统教授儿童。在课程开设中，

发现对当地民俗文化或是滇剧有兴趣的儿童，还可专业化地进行

培养。

（二）儿童教育戏剧对云南地方民俗文化的影响

将滇剧引入儿童教育戏剧是因为滇剧本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就

极具地方特色，再加上剧目的地方化民俗化，能够让儿童更加深

入全面地体验了解家乡文化。

“少年强，则国强。”如果在儿童少年的时候就通过系统教

学向他们灌输地方文化、中国文化，那爱国爱家的种子将会很早

就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始终记得

家乡的风俗状物。在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会无意识潜移默化地传

承这些文化。在他们长大之后，或许会从事相关的工作，像云南

本土著名舞蹈艺术家杨丽萍女士，她将家乡的孔雀舞带到了全世

界。文化传承的意识会让他们不断推动云南地方民俗文化的发展，

有效阻止民俗民间民族文化的没落和消失。这不仅仅是云南民俗

文化的曙光，更能为中华文化增枝添叶，使文化变得更加多元，

更加丰厚，让我国的文化能够在世界一体化的大潮中凝聚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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