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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语言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黄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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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教育是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该活动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开展语言实践，使其掌握活动的实施方式。

其中教育戏剧具有创造性、互动性特点，教师可以将教育戏剧应用到学前专业教育中，更好的激励学生，并借助游戏、故事以及戏剧等元素，

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方式。本文从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出发，论述教育戏剧在幼儿语言教育环节发挥的意义，分析了教育戏剧模式的应

用价值，并提出具体实践策略，旨在开展高效育人活动。

关键词：教育戏剧；高职；学前教育；语言教育

教育戏剧属于创造性的教学方式，在高职学前教育环节，

通过该教学方式的应用，可以更好地吸引学生，提高其学习积

极性。教育戏剧法可以借助角色扮演、戏剧等元素的应用，组

建出系统化的教学方式，优化学生学习感受。高职学生在专业

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需要掌握戏剧元素与教学方式的灵活应用，

从而在后续幼儿教育中，进行教学方式的调整，更好的培育幼

儿。同时，教育戏剧法的使用，可以提高学生的幼儿教育能力，

形成良好的就业竞争力，为幼儿学习提供载体，培养其综合素

养。

一、教育戏剧在幼儿语言发展过程的意义

在培养幼儿语言能力的过程中，通过教育戏剧的应用，可以

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幼儿可以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感受

角色语言魅力，不断开展知识学习，掌握丰富的语言词汇。在戏

剧活动环节，幼儿可以进行互相学习，拓展语言丰富性。同时，

在戏剧活动中对表情、情感交流等具有要求，还注重幼儿灵活的

应用语言。

（一）培养幼儿表达能力

教育戏剧在幼儿园的应用，可以鼓励幼儿从自身实际状况出

发，进行表现自我、张扬自我，最终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幼儿

的天性是好玩，教育戏剧符合幼儿天性，可以为其组建良好的表

现舞台。幼儿可以在该舞台上进行表演活动，采取肢体、语言等

表演活动，加强与教师的沟通交流，拉近二者距离。在教育戏剧

的帮助下，教师可以使幼儿掌握肢体表露语言的方式，推动幼儿

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

（二）提高幼儿文学语言想象力

在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教育戏剧的开展，有助于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幼儿可以在文学语言的学习与应用过程中受

到关注与认可，该教学方式具有生动性特点，可以突破传统教学

方式的限制，引导幼儿开展多元化的知识学习，在良好的环境中，

幼儿可以形成良好的文学语言素养，在肢体动作的操作中，加深

对文学语言的感悟。

（三）推动幼儿阅读能力的提升

在幼儿园早期阅读环节，载体是将经典绘本作为主体，而在

教育戏剧工作坊中，许多内容属于经典绘本的调整。如《花木兰》

《小萝卜头》以及《英雄王二小》等内容，都可以为教育戏剧工

作坊提供良好题材。从幼儿的视角出发，其可以在教育戏剧工作

坊的参与环节，加深对经典文化的理解，获得良好情感体验。在

阅读的过程中，可以提高幼儿理解素养，为其学习与成长打下基础。

教育戏剧在幼儿语言学习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幼儿阅读理解素养

的提升，还可以更好地融入传统文化，加深幼儿对经典文化的理解，

更好的传承文化。

二、教育戏剧在高职学前教育的应用价值

（一）符合专业培养目标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全方位发展，

使其成长为具有综合素养的幼儿教师。而教育戏剧具有趣味性、

启发性特点，可以将其应用到学前教育专业中，有助于提高传统

教学的游戏化、多元化，帮助学生组建良好的知识学习场所，为

其全方位发展奠定基础。在教育戏剧活动的应用环节，可以使学

生开展更好的互动活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教育戏剧工作坊可

以推动学生想象力与思考力的提升，掌握丰富的生活经验等。

（二）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教育戏剧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应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

情绪认知与社会经验，还在不同的层面展现出良好的应用价值。

其中在高职院校中，可以将教育戏剧作为主导，对专业教学活动

进行优化，使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幼儿教师角色，获得良好情绪

感受，对问题开展深入思考获得，从而得到心灵的升华，逐渐形

成健全人格。相较于传统灌输式教学，教育戏剧可以借助语言练习、

肢体训练以及情景组建等多种方式，开展相应的教学获得，组建

启发式与参与式的教学理念，推动学生创造力的提升，并可以在

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使学生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另外，人物组

建和表现的应用，有助于缓解学生的身心压力，帮助其开展更好

的宣泄方式，为其后续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三）推动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

从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育实践出发，可以发现教育戏

剧存在的教学方式与观念相契合，有助于贯彻教学一体化理念。

具体来讲，教育戏剧教学法指的是从学生角度出发，借助戏剧的

方式，引导学生、教师开展交流与协作活动，有助于展现出学生

主体性、创造性，该教学法注重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将学生作为

教学主体，并贯彻以生为本、师生平等原则。教育戏剧工作坊注

重师生双边特点，不仅有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还可以推动学生

综合素养的提升。在专业知识的学习环节，学生可以从自身理解

与管理者视角出发，对角色加以解读，更好的理解岗位，并形成

良好的责任意识。另外，教育戏剧注重学生之间心灵的交流，帮

助其发现自我，受到正确价值观念的影响，加深对教育戏剧法的

理解，从而在后续实习以及工作环节，可以更加得心应手。通过

以上活动的开展，不仅有助于学生创造力的提升，还可以推动其

全方位发展。

三、教育戏剧在高职学前教育语言教育的实践策略

在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中，语言教育属于核心组成，该教

育的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幼儿园语言活动的开展技巧，使在日后

从事幼师行业，进行良好的幼儿语言教学，得到就业竞争力的提

升。高职院校为了开展高效的语言教育，需要开展教学优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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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以从以下角度出发。

（一）关注教材内容，修订课程标准

在学前教育语言教育环节，教师可以从教材内容出发，借助

任务驱动的方式，进行不同模块的设置，推动全新知识体系的构建，

并调整教育戏剧的融合方式，包括语言教育理论、实践以及设计

等模块。学前教育专业语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幼儿语言素养，帮

助其掌握早期口语、文学以及书面语言能力，更好的渗透教育戏

剧，形成科学的课程标准。总之，在课程标准的调整环节，教师

不仅需要加强对语言基础理论的认知，还需要明确教育基本理论，

更好的调整课堂教学活动，推动高效课堂的构建。

（二）贯彻教育戏剧，培养表演能力

戏剧活动的开展基础是表演能力，在教育戏剧组织环节，表

演属于必不可少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教学方式的应用，如

拟声、模仿等能力，为学生组建良好的学习情境，得到想象能力

的提升，为了推动学生专业水平的提升，高职院校需要从以下角

度出发，调整专业教学方式。

首先，教师开展拟声训练活动，通过多种共鸣腔体的应用，

组建出立体声音通道，更好地进行各类人物形象的设计，提高台

词表现力。例如，在语言教育环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借助鼻腔

共鸣的方式，提高声音的柔和度，并模仿女性角色。而喉腔共鸣

的使用，可以模拟出嘶哑沉闷的声音，更好的表演年龄较大的角

色。教师可以从素材角度出发，进行经典故事的筛选，包括具有

鲜明角色特点的《两只老虎》《司马光砸缸》等经典故事，引导

学生开展良好的拟声训练。其次，加强对表现训练的关注，包括：

肢体联系、创意树以及模拟训练等模块。

另外，肢体表达属于表现训练的基础。在专业知识的教学环

节，教师可以借助口令的方式，进行指令的发布，使学生从自身

生活经验出发，更加口令要求，转化为肢体、表情。教学口令可

以从学生生活场景出发，进行合理的设计，推动良好场景的组建。

通过以上调整活动的开展，可以使学生有所凭借，在知识学习过

程中更好地获得效能感与成就感。而创意树在表现训练环节，属

于核心元素之一。创意树具有定位与创造性特征，其目标是培养

学生创造力。在专业知识的教学环节，教师首先需要注重定位联

系的开展，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与情境定位，加深对角色创造的思考，

明确角色定位，转变以往根据剧本开展简单动作的形式。如肢体

表达板块训练口令，引导学生开展反射性思考。在角色扮演环节，

思考“我是谁”“我在哪”等问题，了解角色是在找自己的东西

还是他人的东西，通过以上活动的开展，可以加深学生对专业知

识的理解，保障其健康成长。在教育戏剧表演环节，学生的不同

思考方式，可以得到差异化答案，采取简单的动作口令，展现出

多样化的表演方法，加深学生对角色的理解。在模拟训练环节，

教师还可以关注专业训练的调整，保障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其

中教师可以从幼儿角度出发，选择出多样化的儿童戏剧项目，引

导学生开展模仿活动。模仿的开展，有助于学生表现能力的提升，

由于优秀戏剧属于千锤百炼的结果，在模仿活动中，学生可以形

成良好的戏剧审美能力，并加深对剧本处理方法的理解，为后续

的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三）关注课堂教学，调整育人活动

教育戏剧指的是采取工作坊的形式，转变以往的课堂教学活

动，其中在学前教育专业的语言教育环节，教师可以借助教育戏

剧工作坊，引导学生感受专业知识，得到口语、文学语言以及书

面语言等素养的提升。同时，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真正参与到幼

儿教学环境，借助教育戏剧的灵活应用，为幼儿语言能力的提升

打下基础。例如，在将绘本作为载体的工作坊环节，学生可以进

行积极的尝试活动，选择合适的教育戏剧，调整幼儿教学方式，

培养幼儿讲述与想象能力等。在工作坊流程环节，具体可以包括

主体讨论、放松以及复盘等活动。学生可以在工作坊活动的参与

环节，加深对活动实施的感知，并采取复盘活动，更好的设计学

习活动。总之，育人活动的调整，可以引导学生更好地进行实践，

推动其操作素养的提升。

（四）实施项目教学，组织教学实践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包括校内模拟训练，幼儿园真

实教学两种。在教案的设计活动中，学生可以从学校仿真实训室，

开展模拟试讲活动，借助教师、学生以及自评等活动，进行自身

教学方法的优化，并融入幼儿园中，开展更好的实践教学活动。

高职院校加强与幼儿园的合作，落实双导师制度，为学生专业能

力的提升打下基础。幼儿园实践活动的开展，可以更好的进行评

价反思活动，优化教学活动，返回学校调整幼儿园实践，更好的

汇编幼儿园工作坊教案，推动学生专业素养的提升。另外，幼儿

园在工作坊实践活动中，可以将幼儿园工作任务作为基础，开展

更好的驱动活动，借助园本课程的方式，在教育戏剧工作坊中进

行经典绘本的导入，为学生组建良好的知识学习环境，推动其开

展实践操作活动，形成良好的就业竞争力。

（五）建设第二课堂，提升育人效果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课堂教学活动受到专业知识体系与

学时的局限，仅依照语言教学活动，调整专业教学活动，不利于

人才培养问题的处理。因此，在语言教育环节，教师需要关注儿

童教育戏剧人才的培养，更好地发挥出第二课堂的作用，保障学

生的健康成长。在教育戏剧的落实环节，教师可以加强引导活动，

使学生自主完成儿童绘本的编辑，并积极参与到演出活动中。在

实际演出环节，学生可以主动参与，开展更好地协调活动。教师

通过转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提高学生参与热情，推动其综合素

养的提升。在第二课堂的辅助下，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教育戏剧的

作用，优化学习环境，更加贴合学生，引导其开展与他人的交流。

在演出活动的参与环节，学生可以形成良好的团队感与责任心，

显著提高育人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的教学环节，教育戏剧在学前教育语

言教学的导入，可以推动教学活动的创新，为后续实践教学的开

展奠定基础。学校可以借助课堂教学方式的创新、实践活动的调

整以及第二课堂的组建等方式，更好的在学前教育专业落实教育

戏剧教学法，帮助学生进行更好的专业学习，引导其在实践环节，

进行不断的探索活动，掌握更多的幼儿教学经验，形成良好的就

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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