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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剧表现力提高分析
于　黎

（武汉晴川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4）

摘要：儿童剧是以童话为内容、由幼儿参与表演的剧目。在

剧中，幼儿通过对话、动作、表情来再现文学作品。在儿童剧表演中，

幼儿表现力的呈现关乎着儿童剧表演是否生动、形象、栩栩如生，

其中表现力包括声音、动作、表情等方面。在儿童剧中提高幼儿

的表现力，有助于幼儿发展思维能力。本文从幼儿的故事排演出

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策略来提升幼儿在儿童剧表演中

的表现力，以期为幼儿教育工作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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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和发展指南》对幼儿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发

展做出了说明，其指出：发展 4-5 岁幼儿应喜欢参与艺术活动，

同时具备基础的艺术表现和创造力。发展指南中也指出，要发展

幼儿的表现和创造能力，需要首先尊重并肯定幼儿自发的艺术表

现和创造活动，同时对其适当引导，促进其发展艺术表现和创造力。

儿童剧表演活动是幼儿艺术创造活动的形式指引，可以给幼儿提

供发挥表现力和创造力的机会。本文探讨了提高儿童剧表现力的

策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表现力概念

表现力指个体展示自我的能力，在儿童剧表演中，个体的表

现力越强，他们对观众产生刺激也越强，越能带动观众的情感。

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指出，教育者应该引导幼儿阶段的孩子

表现自我，引导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在此过程中提升幼

儿的创造力，让幼儿学会驾驭自己的才能。儿童剧表演活动给幼

儿提供了表现自我的机会，他们在儿童剧中，用台词、动作、表

情表达故事、体验人物情感，同时表达自己的情感、思想。总之，

儿童剧有助于促进幼儿发展艺术表现能力。

二、儿童剧的表现形式

（一）集体表演

集体表演是儿童剧的表演方式之一，集体表演适合于思维尚

未发展完备的幼儿，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限，语言能力也尚未发展

完善，但是其已经具备一定的模仿能力。在集体表演中，幼儿通

过模仿，可以直接向观众传递表演内容和情感。同时，由于幼儿

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台下众多观众很容易发生怯场问题，而集

体表演模式下，幼儿结伴、彼此陪伴，可以克服心中的焦虑和不安，

并在舞台中找到自信。

（二）分角色表演

分角色表演适合于 5 岁左右的大班幼儿。在这个年龄段，幼

儿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也积累了一些舞台表演经验，他们

可以清晰表达角色的台词，可以根据剧情、情境、角色形象特点

扮演角色。这种分角色表演活动需要幼儿具备一定理解能力和想

象力。大班幼儿可以尝试通过分角色表演的形式完成儿童剧，也

可以让一个幼儿分饰多角。

（三）创造性表演

创造性表演是幼儿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舞台经验，对剧情和剧

中角色进行一定想象，深入作品中去表现。儿童在表演时临时发挥，

改变原有的剧情和角色的台词、动作，且在保持剧情连贯性的基

础上，体现出自己的表演风格。

三、提高儿童剧表现力的策略分析

组织儿童剧表演活动，需要教师首先筛选出优秀的儿童剧目。

儿童剧目要满足幼儿心理发展程度，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不同

的儿童剧目培养幼儿不同方面的能力，如语言、音乐、美术等能力。

还要做好准备工作，将剧目需要的道具、工具、背景音乐等准备好。

之后教师可以组织多样化的儿童剧表演活动，引导幼儿提升表现

力。

（一）创设环境，激发幼儿的表现力

为了提升幼儿的表现力，首先要营造一种童话的育人环境。

每部儿童剧都创造了一个童话世界，幼儿一旦走入这个童话世界，

就会产生审美欲望。而创设环境就是为了让幼儿更快、更深刻体

会和感知这个童话世界。因为环境最先对幼儿感官产生刺激，创

设儿童剧表演环境，就是先对幼儿产生一个刺激，然后让幼儿理解、

分析和表现儿童剧。

幼儿园可以优化设计园内环境，让幼儿每日生活在一个“童

话世界”中。在走廊中、教室里、游戏区等地方，都可以设计一

系列卡通形象。这样幼儿每日如同在一个戏院生活一般。在每日

生活和学习的区域，他们就能发挥想象力，创造和表演一个个儿

童剧。幼儿园内也可以设计一个专门的表演区域，这个表演区域

可以称为“童话大剧场”。剧场提供丰富而生动的表演道具，布

置童话场景，给幼儿提供表演儿童剧的舞台。比如，大灰狼头套、

鸡妈妈的头巾、熊妈妈的围裙、乌龟的龟壳、漂亮的小洋房、带

着泳池的小花园等，这些道具都可以摆放在“童话大剧场”内。

丰富的道具紧紧抓住幼儿的眼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让他们爱

上表演儿童剧。例如儿童剧《木偶奇遇记》，在这个儿童剧表演

活动中，幼儿需要使用钱袋、金币、狐狸头套等。在“童话大剧场”

中找一些可以用的道具，没有的道具教师可以带领幼儿一起制作。

比如，绘制一个纸质的狐狸头套。教师可以让幼儿自己画一个狐

狸的简笔画，并对其进行上色，再由教师给卡片粘上带子，以便

于卡片可以绑在脑袋上，让幼儿扮演狐狸。幼儿得到狐狸卡片后，

自觉地模仿剧中狐狸的动作、表情，表演狐狸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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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集体表演，缓解紧张心理

幼儿对表演活动通常保持较高的热情，但是由于幼儿的表演

经验不够丰富，所以他们常常存在退缩心理。集体表演活动有助

于缓解这种退缩心理。对于没有表演基础的幼儿，教师可以设计

一些集体表演性的儿童剧。这样幼儿在表演过程中，有其他人的

陪伴，就不会太紧张。经过集体表演活动的锻炼后，幼儿可以掌

握一定的表演能力和经验，自信心也逐渐提升，进而他们参与儿

童剧表演活动的热情更高。另外，集体表演活动中，幼儿相互陪伴、

相互学习和模仿，表现力提升得比较快。

引导幼儿参与集体儿童剧表演活动，首先教师要给幼儿准备

足够大的场地，让幼儿在场地内和其他人相互配合，完成集体儿

童剧。教师要给幼儿介绍儿童剧的剧情，引导幼儿模仿剧中角色

的形态、动作。在教师的带动下，幼儿们积极参与儿童剧表演的

兴趣提升。集体表演活动需要幼儿相互配合，教师要做好统筹协

调工作，鼓励幼儿，让幼儿可以获得成就感。经过集体表演活动

的铺垫，幼儿在表演中越来越游刃有余，渐渐表现力就提升了。

集体表演活动需要幼儿理解剧本和剧情，能够将剧情生动地连贯

起来，这样幼儿才能配合他人，演好这个儿童剧。

（三）角色表演，提升个性表现力

个性表现力也是儿童剧表演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角色扮演

游戏就有助于幼儿发展个性表现力。在儿童剧中有丰富的角色，

教师首先向幼儿介绍每个角色，幼儿对角色有了充分的了解后，

就可以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表演特长选择自己想要扮演

的角色。经过角色扮演活动后，幼儿可以积累一定的个性化表演

经验，提升个性表现力。角色表演可以让幼儿深入角色中体验角

色的喜怒哀乐，进而使他们的表演更富有感染力，提升他们的个

性表现力。

例如，在儿童剧《聪明小鸡笨小狼》中，教师可以首先向幼

儿介绍主要剧情，让幼儿了解小鸡和小狼这两个角色。之后，教

师再让幼儿主动挑选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剧中小鸡有一些有趣

的台词，这些台词突出了小鸡的聪明。例如，小鸡说：“看清楚

了吗？我的羽毛和老虎的毛一模一样。”在说这句话时，小鸡应

该是很骄傲的样子， 否则它骗不过小狼。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幼

儿可以向小狼展示一下自己的羽毛。小狼也有一些经典台词：“看

清楚了，你不是老虎，你是老虎的亲戚，我要是吃了你，老虎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不会放过我的。”小狼在说这

句话的时候，表情应该是很可爱又带有一点傻气的。这样才能表

现出小狼的“笨”。小狼一边说着这句台词，一边后退，屁股撞

到一颗大树上。又说：“为什么你这么小，跟我的耳朵一样小？”

这一系列动作滑稽而可爱，生动表现了小狼的“笨”。这种角色

扮演的儿童剧能够让幼儿深入分析角色的形象提高他们的表现力。

（四）创造性表演，发展创造性表现力

为了提升幼儿的表现力，在儿童剧表演活动中，教师应该让

幼儿充分发挥想象力。教师可以组织一些创造性的表演活动，让

幼儿在儿童剧表演中充分发挥想象力，去表现自我，展现自我。

教师可以引导幼儿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力，在表演中

表现出创造性。在创造性的儿童剧中，教师要鼓励幼儿发挥想象

力和创造力，让他们在人物的行动和台词上做一些自主性的创造。

这样经过这些剧目的锻炼，幼儿的创造性表现力能够有所提升。

比如儿童剧《会爆炸的苹果》，在这个游戏中，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用不同的声音去表现小猪、狐狸、小鸟等。幼儿联系生活

经验，模拟动物的叫声。教师还可以引导幼儿创造性地表现动物

的声音，例如引导幼儿想象紧张时声音是怎样的，用什么样的声

音可以表现狐狸的狡猾，用怎样的声音去表现小猪的憨厚。通过

发挥想象力，幼儿能进一步提升创造力。又如，儿童剧《十二个

月》是一个充满童真而又趣味性十足的俄罗斯儿童剧，剧中有爱

发脾气又不爱学习的小女王，小女王希望在冬天得到四月天才能

开的雪莲花。之后，狠毒的继母和自私的二妞逼迫可怜的大妞在

狂风暴雪的深夜前往森林采摘雪莲花。在这部儿童剧表演活动中，

幼儿需要思考如何体现大妞的傻，思考如何表现继母的恶毒。幼

儿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想到在扮演大妞这个角色时，可以

在肢体动作上表现得笨拙一些，这样大妞这个角色就会显得比较

憨傻；在表演继母这个角色是可以在表情上做一些功夫，可以用

一些咬牙切齿的表情来表现继母的恶毒。教师可以鼓励幼儿给角

色添加或者更改一些台词，或者改变一些剧情，进而更突出表现

剧中人物的特点。这样幼儿在创造性表演活动中，通过思考可以

进一步增强其表现力。

四、结语

儿童剧是启发幼儿创造力的重要工具。教师可以通过创设环

境，开启幼儿的想象力，还可以通过组织集体表演、角色表演、

创造性表演活动，培养幼儿自信心、提升其个性表现力、帮助其

发展多元想象力。总之，教师应该在幼儿表演儿童剧过程中，对

其进行引导和支持，使师幼之间形成合作、平等的关系，通过不

断欣赏、分析、练习，让孩子们表演童话故事时声音表情越来越

丰富，表达越来越准确，最终提升他们在儿童剧的表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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