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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表演游戏融入绘本教学的实施策略
龙　婕　蒋小石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邵阳 422000）

摘要： 绘本作为幼儿文学重要的文学体裁，它一直以直观生

动、图文融合的优势吸引了大批幼儿读者，可以说是幼儿最乐于

接受的幼儿文学体裁之一，它作为当代幼儿文学中新兴的一种图

书类型，对于幼儿的健康成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绘本是高职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中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分析表演游戏

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文学课程中幼儿绘本教学中的意义及实

施策略。通过表演游戏，调动师范生对绘本作品的学习兴趣，帮

助他们更好地欣赏和解读绘本作品，为以后更好的服务幼儿教育

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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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文学是快乐文学，幼儿文学的结构是游戏性的结构，

充满自由游戏精神” 。绘本图文结合适合幼儿欣赏，深受幼儿和

家长的喜爱。它作为幼儿文学的一种文学样式，自然具备快乐文

学的特质，富有游戏性。高职学前教专业幼儿文学中的绘本教学

中融入表演游戏，能够更好地凸显绘本的特征，增加幼儿文学课

堂的趣味性。本文将从绘本的特征、表演游戏融入绘本教学的意

义及实施策略，探究绘本教学的有效路径。

一、绘本的特征分析

绘本，这个名称来源于日本，在国内又被称图画书，日本学

者松居直认为，图画书是“用再创造的方法把语言和绘画这两种

艺术，不失特性地结合在一起，形象地表现为书这种独特的物质

状态”。培利·诺德曼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里面说：“一

本图画书至少包含三个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

以及两者结合所产生的故事。”故事、图画、文字是图画书的三

个主要要素。绘本往往通过这三个要素呈现游戏性的特征，带给

幼儿快乐的阅读体验。

（一）故事情节的游戏性。

很多绘本故事情节的趣味性、游戏性，深受幼儿喜爱。如绘

本作品《逃家小兔》，小兔子和它的妈妈就是这则故事的主人公，

小兔子想要离家出走，它一会儿变成小鱼、一会儿变成风；但无

论它变成什么，兔妈妈总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它……绘本故事表面

调皮的小兔想要逃离妈妈，但这种逃和追，躲和找，是幼儿最喜

爱和大人玩的“躲猫猫”游戏，绘本故事追追跑跑的游戏中幼儿

能够感受到妈妈的关爱，以及游戏的快乐。再如《鼠小弟的小背心》，

鼠小弟穿着生日时妈妈送给它的红艳艳的小背心，小动物们看见

了都想借来穿穿，小鸭子、猩猩、狮子、斑马都开心地试穿了，

连大象也试穿上，可鼠小弟的小背心被撑得越来越大，最后被撑

成了一条红线。就在鼠小弟伤心难过时，大象让鼠小弟坐在红线上，

开心地荡起了秋千……作品里天马行空的想象，无拘无束的游戏，

是绘本故事带给幼儿有趣的阅读体验。

（二）画面呈现的游戏性。

绘本主要用图画讲故事，很多图画设计幽默、带有游戏的趣味。

如绘本《母鸡萝丝去散步》中的母鸡悠闲地散步，后面紧跟着一

只对母鸡垂涎欲滴的狐狸，狐狸一次次扑上去，一次次却发生意

外，丑态频出，让人捧腹大笑。画面幽默、游戏性十足。除了画

面本身的趣味性、游戏性，还有一些绘本图画，通过设计一些细节，

与幼儿玩“躲猫猫”游戏。比如图画书《我爸爸》，正文第一页图，

高大威猛的爸爸赶走大灰狼，大灰狼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离开。躲

在森林里一棵大树后的三只小猪和小红帽，他们探出小小的脑袋

见证了爸爸英勇的这一幕。很多幼儿只看图片的主体部分，往往

会忽略树后面的小细节。《1 只小猪和 100 只狼》中，一只小猪

在森林里遇到了一百只饥饿的狼，狼与小猪约定好，小猪带一百

只小猪过来，才不会吃它。最后一页图画，星光点点的蓝色夜空下，

一百只饿狼，伸长脖子，目光如炬，在痴痴地等着 100 只小猪到来。

小猪哪去啦？在封底，一幢透着月光的小房子里，小猪在呼呼大

睡呢！图画书中这样的小细节比比皆是，这些小细节蕴含了作者

巧妙的心思。一本好的图画书不仅是一部好看的电影，它也可能

是作者在与孩子在玩“躲猫猫”游戏，“我”故事中的某一个元

素躲起来了，聪明的你发现了吗？

（三）文字的游戏性。

绘本故事主要用图讲故事，文字只是图画的辅助。很多绘本

故事语言简洁浅近，富于节奏感，如《拔萝卜》：“老太婆，快来呀，

快来帮忙拔萝卜……小姑娘，快来呀，快来帮忙拔萝卜……嗨哟

嗨哟，拔不动……”明朗的韵律，欢快的节奏，孩子们可以一边

欣赏图画，一边有节奏念诵绘本的儿歌和游戏互动。再如周翔的

绘本《一园青菜成了精》：“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

最近几天没人问，他们各个成了精。绿头萝卜称大王，红头萝卜

当娘娘……”绘本文字简练、朗朗上口，与图画相得益彰，画面感、

趣味感十足。

综上所述，绘本这类适合学前儿童阅读的文学样式，往往会

遵循幼儿的天性，以其趣味性的故事、画面、文字，带给幼儿快

乐成长的养分。表演游戏融入绘本教学可以更好地凸显绘本的这

一主要特征，增加幼儿文学课堂的趣味性。

二、表演游戏的概述

表演游戏是创造性游戏的一种，它是指个体对文艺作品中的

情节、内容和角色，通过语言、表情和动作进行表现的一种游戏。

它融想象和创造力于一体。同时它还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

融舞蹈、文学、音乐、美术等于一体。文本故事为它提供表演的

框架，它有角色扮演、桌面 表演、影子戏、木偶戏等多种类型。

三、幼儿绘本教学中融入表演游戏的意义

（一）激发幼师生阅读绘本的积极性

随着学前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改变，大家越来越重视孩子的

早期阅读，绘本作为早期阅读的最佳文学体裁，在学前教育专业

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目前绘本教学的侧重点依然停留在注重

学生阅读量的积累、优秀绘本作品的鉴赏和提升学生改编、创编

绘本作品能力的层面上，忽视了学生对绘本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培

养。这种教师课堂上讲述绘本内容，学生被动地听赏的教学模式

已无法满足学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对于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来

说，在绘本学习中融入表演游戏将会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体验，能

给他们带来游戏一般的快乐体验，进而提升他们阅读和欣赏绘本

的积极性，同时还能帮助学生理解绘本故事的主题和思想，体验

作品中的角色人物的情感，促进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丰富和提

升肢体语言的表现力，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

（二）有助于提升幼师生对绘本作品的表现力

师范生在音乐、美术、舞蹈、幼儿游戏等课程的熏陶下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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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具备幼儿教师的潜质，他们大多活泼好动，多才多艺，乐于

表现。如果师范生在绘本学习的过程中融入各种类型的表演游戏，

他们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创作、排演、表演，把音乐、美术、

舞蹈等元素运用其中，会大大提升他们的表演能力和创编能力。

（三）加深学生对绘本作品的学习理解

表演游戏是学生对绘本作品的一种学习过程。在表演之前，

学生要深入理解绘本内容，同时要用心揣摩作品中的各个人物形

象，分析各个角色的性格特征，思维品质、情感变化等，在表演

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演绎作品角色。将表演游戏运用于绘本学习

中，学生能更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思想情感、故事情节走向和厘清

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发掘绘本作品的细节部分，进而更好地理

解绘本作品。

（四）为幼师生日后开展绘本教学奠定基础

绘本是当前幼儿园各项活动的重要载体。凭借其作品内容形

象生动、直观有趣、内容丰富等特点，绘本在幼儿教育教学中广

泛运用。绘本首先是幼儿园语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绘本

往往渗透在社会、科学、健康、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教学活动。并

且绘本还是幼儿教师开展环境创设、玩具制作的重要素材。根据

学前教育发展的现状，绘本是幼儿园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幼师生如果能在学校学习期间掌握绘本教学的指导策

略，将有助于学生顺利过渡到工作岗位，促进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

四、表演游戏融入绘本教学中的策略

（一）选择合适的绘本作品

很多绘本故事情节曲折，角色丰富适合表演，但有些绘本只

适合赏读，并不适合用于表演，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帮助学生在众多的绘本当中进行初步筛选，选择适合表演的绘本。

比如作品中要有可操作的场景，内容有一定的戏剧冲突等，同时

作品内容还要活泼生动、思想健康向上、情节曲折生动；如绘本

作品《谁咬了我的大饼》，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可爱的小猪，有

一天，它做了一块美味无比的大饼，做完饼后实在太累了，很快

就进入了梦乡，醒来的时候发现心爱的大饼上出现了一个半圆形

的小缺口，它决心去找森林的动物朋友们弄个清楚，小鸟为了证

明自己，于是在饼上咬了一口，兔子、狐狸、鳄鱼都在饼上留下

了牙印……从剧本选择适宜性看，作品一开头就留下了悬念，小

猪憨厚可爱，小猪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也很有戏剧性，找寻过程中

不同动物的嘴型和牙印之间的对应为作品增添了趣味性。此外还

有《萝卜回来了》《活了一百万次的猫》《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彼得兔的故事》《鼠小弟的小背心》《母鸡萝丝去散步》等，

这类绘本故事适合融入表演游戏。

（二）深入理解绘本作品

表演游戏是建立在表演者对绘本作品内容非常熟悉的基础上

的，学生首先要熟悉并理解作品内容，深入到故事的情境，理解

各个故事的角色，自然生动地进行讲故事、表演训练。教师再按

班级人数将学生分为数个小组，每组选择一两位学生做组长，负

责组织统筹策划，讨论改编剧本，安排好小组成员的任务，分配

好角色，同时设计服饰、道具，安排好人物对白、动作、布景、

配乐等。

（三）教师鼓励学生尝试改编适合表演游戏的绘本剧本

优秀的绘本能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能让学生透过作品简单

的文字和插图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绘本教学中融入表演游戏，绘

本作品是表演游戏的基石，学生作为表演的主体，教师要鼓励学

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根据实际情况，不仅要鼓励学生改编、

创编、续编绘本的文本内容，而且还要支持学生对角色动作的设置、

台词的分配、道具制作等方面的创新，比如在保留绘本故事的基

础上，学生将《大卫，不可以》进行改编，改编后的作品增加了

弟弟妹妹地角色，这种多元化的故事情节，很好的还原了国内家

庭现实的生活场景……

（四）选择合适的绘本表演游戏形式

绘本的表演形式众多，要根据绘本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表演游

戏形式。如下

例：

角色扮演是众多表演游戏的类型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它是指

学生模仿文本故事内容中角色的形态、特征，进行表演的一种游

戏形式。它虽然是建立在文本故事内容的基础上，但也需要融入

表演者自己对作品的理解。这种表演游戏分人物角色、需要制作

道具、布置场景、根据故事情节开展人物对话，可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分工合作，例如绘本《我有友情要出租》，绘本主要讲了在

森林中有一只渴望拥有真挚友情的大猩猩，它没有朋友，很是孤独，

一天它碰见一个女孩，它对女孩说：“你给我五块钱，我陪你玩

一个小时。”于是，他们开始一起玩游戏，小女孩每天都来陪它玩。

后来小女孩要搬走了，她给大猩猩留下了一个友情包裹……可以

让学生自制道具，分角色扮演大猩猩和小女孩。

操作角色表演游戏，通常是由某些物品替代故事角色，在学

生的操纵下完成各个角色的动作，角色的对话由操作者完成。主

要有桌面游戏、木偶戏、影子戏三种。桌面游戏主要是学生运用

自身语音语调的变化去凸显人物角色的性格特征和表现作品情感

基调的走向，这就要求学生首先得理解故事的情节和深刻体悟角

色的情感。

木偶表演游戏是表演者用木偶来再现绘本作品的内容，又称

为木偶戏。表演中常用的木偶主要有布袋木偶、手指木偶、杖头

木偶、提线木偶等。木偶形象夸张、造型有趣，制作材料可以是

废旧的瓶子、盒子、蛋壳、泥等，如绘本《野兽国》中一块布、

两个竹竿、几个废旧的矿泉水瓶、几根废旧的布条就变成了一个

个身躯、胳膊和双腿，童趣十足，在学生的操纵下，人与偶都变

换出不同的姿态。偶戏的舞台没有场地限制，一块幕布，学生上

课的课桌、讲台、物品箱上都可以。

 除了以上表演游戏外还有皮影戏、纸戏剧、布袋戏等，总之，

根据不同的绘本作品选择合适的表演形式，既可以让绘本的呈现

更直观生动，也锻炼了学生的想象力和操作能力。

五、结语

当前的绘本教学更注重学生阅读量的积累、优秀绘本作品的

鉴赏和学生改编、创编绘本作品能力的培养，教师以表演游戏的

方式来融入绘本教学，打开了绘本教学活动的又一扇窗。让师范

生从绘本的文本文字和图画中解放出来，让学生运用自己丰富的

想象力和表现力去更好地表达绘本所传递的信息，同时在表演过

程中能更直观、深入地领会绘本的内涵，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

养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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