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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角色扮演活动中的实践教学能力研究

胡应梅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珠宝学院，云南 腾冲 679116

摘　要：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常以“教育实践能力“”保教能力”等不同表述形式出现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

作为衡量学生毕业要求的重要指标之一。角色扮演作为一种具有仿真性、综合性和反馈性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反映学生

的教师综合素养，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师范类院校的实践教学中。然而，学生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常表现出对理论知识的应用

不足，暴露出其在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中的短板。这些问题不仅为任课教师提供了教学反馈，也促使教师调整教学

策略，以提升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本文通过分析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的表现，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教育建议，旨在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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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指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专门学习 3-6

岁儿童保育与教育知识的学生，其未来职业定位主要为幼

儿园教师。幼儿园教师的职前培养旨在通过系统的课程设

置，使学生具备设计与实施教育活动的能力，从而促进幼

儿的全面发展。《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等课程的

核心目标即在于提升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角色扮演作为

一种模拟真实教学情境的教学方法，能够有效帮助学生从

理论学习过渡到实践应用，为其未来的职业角色奠定基础。

然而，学生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常表现出对理论知识的应用

不足，暴露出其在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中的短板。

这些问题不仅为任课教师提供了教学反馈，也促使教师调

整教学策略，以提升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

2 角色扮演的理论基础

角色扮演最初源于戏剧领域，指演员在剧本中扮演特

定人物。随着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发展，角色扮演

逐渐被引入教育领域。1934 年，米德（George Mead）将角

色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强调个体在社会中通过扮演不同

角色来实现自我认知与社会互动。1920 年，J.D. Moreno 创

立心理剧，提出角色扮演是一种通过模拟他人行为来增强

个体应对环境变化能力的有效方法。1966 年，马克·切斯

勒（Mark Chesler）和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进一步

论证了角色扮演作为一种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理解他

人的立场、感受和行为，从而改善自身行为。[1] 埃利斯·米

尔罗伊（Ellice Milroy）则指出，角色扮演不仅是教学方法，

也是一种学习方法，能够有效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
[2] 基于此，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角色扮演是指学生在模拟

的幼儿园教育情境中，通过扮演教师或幼儿等角色，完成

相应的学习任务，从而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实际应用。

具体而言，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角色扮演通常包括撰写教

案、模拟教学情境、实施教案等环节，旨在通过仿真情境

提升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

3 角色扮演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发展中的作用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应用型人才培养成为高校教育

的重要目标。学前教育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其培养目标

不仅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学生实践教学能力的提

升。角色扮演因其仿真性、综合性和反馈性等特点，成为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中常用的教学方法。首先，角色扮演的

仿真性要求学生结合所学理论，真实呈现幼儿园教育活动

情境，从而增强其对未来职业角色的理解。其次，角色扮

演的综合性要求学生不仅具备专业知识，还须具备人际交

往、语言表达等综合能力。最后，角色扮演的反馈性为任

课教师提供了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有助于促进学生专业

素养的提升。

李政涛指出，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帮助学生承担特定

的职业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3] 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角色扮演不仅有助于其理解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角

色，还能通过扮演幼儿角色，深入理解幼儿的学习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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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点，从而促进其保教能力的提升。

4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角色扮演中的问题分析

4.1 学生对角色扮演活动的理解停留在表面

幼儿园教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相关课程是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其核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设计与实施幼儿园教育

活动的能力。学生在角色扮演过程中，扮演的是自己预期

的职业角色，或者和预期职业高度相关的角色，如幼儿，

模仿着角色，塑造着角色，这本身就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学生想象着自己是教师或幼儿，然后就其觉得在真正的幼

儿园教育教学活动这一情境中教师或幼儿如何言语、如何

行动，并表现出行为，达到对扮演角色更进一步的理解，

理解幼儿园教师应承担的角色，理解幼儿是如何学习的，

最终促进自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教师与幼儿之间的

双向互动，彼此成长。但在实际的角色扮演过程中，学生

对任课教师布置的角色扮演活动的目的的理解较浅显，即

把角色扮演单纯地视为作业，主要的目的是完成任课教师

布置的任务，并得到较高的成绩。因此，学生在角色扮演

的过程中常常因为过度紧张，主要表现为脸红、扣手、背

对观众，或者本应该是“幼儿”动手操作完成的，“教师”

把教学活动中的材料视为缓解紧张的“工具”而全程自己

操作。

4.2 学生在角色扮演活动中缺乏教育机智

学生角色扮演活动缺乏灵活性，即面对各种突发情况

难以及时有效地调整。如某一小组准备了白糖、食盐等作

为物质材料来讲“水的溶解”，活动开展到“比较热水和

凉水会影响物体溶解的快慢”时，其中一名“幼儿”问，

“哪个是白糖，哪个是食盐？“”教师”回答“嗯，对的。

白糖和食盐都是白色的。”之后便组织幼儿在装有食盐和

白糖的容器里倒入不同温度的水。可见，“幼儿”对于“教

师”提供的材料存在不能区分的问题，且这一问题并未脱

离这一活动，但超出了“教师”的预期，或是在教案之外

的问题就成了“突发”问题。另外，在一个关于“摩擦起

电”的活动中，因摩擦的时间与力度的问题导致摩擦过后

的塑料尺子未产生电，而没有成功吸起准备的纸屑的角色

扮演活动中，因为连续几次未成功吸起纸屑，“教师”在

整个活动中，显得很紧张，同时缺乏教育机智，使得角色

扮演活动持续时间不足五分钟。“教师”在面对这些问题

时，要么如以上案例草草应付，要么选择忽视“幼儿”的

即时表现，专注于活动过程本身，而忽视了过程中的主体。

当某一角色未按照预先“彩排”那样来表演时，“教师”

通常会不知如何应对与如何回应，缺乏教育机智。

4.3 角色扮演活动的过程缺乏合理逻辑性

教育活动应该紧紧围绕活动目标而展开。在幼儿园的

活动中，目标围绕 " 认知、情感和技能 " 三个维度设置，

通常情况下可以认为认知目标为技能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技能目标是认知目标的操作与验证阶段。如，在“大班

科学活动：乌鸦喝水”中，从活动过程来说，第一步“交

流验证，知道‘填石头’能增高水位”，是后两次实验（先

放大石头 --- 后放小石子和沙子：为了填补缝隙，挤压瓶

子里的水）的基础理论知识。在幼儿学习科学活动的过程

中，我们应该鼓励幼儿像一个“科学家”一样工作。但在

学生的角色扮演活动中，并没有关注到活动过程背后的逻

辑，进而导致小组在活动的过程中，直接忽略了第一步，

直接对比不同大小的石子会影响水位上升的高度。总体而

言，绝大部分学生在实施一份教学活动计划时，只能关注

到活动的表面，常常忽视了对活动的逻辑以及活动目标之

间关系的分析，具体表现为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

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影响活动的目标的实现，

以及幼儿的整体发展。

4.4 角色扮演活动中师幼互动结构失衡

幼儿有效的学习方式有亲身体验、直接感知、实际操作。

幼儿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引导者。而在学前教育专业学

生的角色扮演活动中，这种互动关系往往处于不平衡的状

态，更多是以“教师”为主。一方面，“教师”担心“幼儿”

的非预期性行为难以应对，或者影响整个活动流程。所以，

“教师”更多地操作、示范以及概括理论。另一方面，未

被抽到扮演“教师”的学生并未意识到在实际的幼儿园教

育活动中，教师与幼儿是“一体”的，共同存在于教育中，

认为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只要跟着“教师”的步骤走，“她

问我答”即可。当然，也侧面反映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

幼儿发展、幼儿心理等相关知识的储备量不足，以及不能

结合相关专业知识来站在幼儿的视角去扮演“幼儿”这一

角色。所以，“幼儿选择”被动跟着“教师”走的问题。

4.5 在角色扮演活动中师幼双方易“出戏”

“出戏”在影视戏剧中是一个常见的术语。当演员的

表演与角色不符，或者观众能够明显感觉到演员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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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角色，而是表现得过于刻意或不符合剧情情境时，就

被称为“出戏”。学生的角色扮演，因为随机抽取小组成

员扮演教师，导致抽取到的部分学生因准备不充分，而使

得在模拟教学活动过程中高频率、长时间地停顿。而通常

这个时候，小组成员就会对“幼儿园老师”的教学活动进

行“指导”。如“幼儿”对“幼儿园老师”悄悄地说“延

伸（环节），延伸，延伸一下。”或在“乌鸦喝水”的活

动中，“幼儿”对“幼儿园老师”说“大石头，先放大石头”

等现象。即在角色扮演活动中，经常出现幼儿指导教师或

幼儿告诉教师整个教学环节还缺少什么等在实际的幼儿园

教学活动情境中看不到的现象。

5 提升学生角色扮演实践教学能力的建议

5.1 加强课程整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

免学科之间的割裂。例如，教育学原理中的教育目标层次

结构（教育目的 -- 培养目标 -- 课程目标 -- 教学目标）应

与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实施课程中的目标设置相结合，

帮助学生理解活动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此外，高校应通

过“实习”“见习”研习 " 等多种途径，增加学生接触真

实幼儿园教育情境的机会，增强其对职业角色的理解。

5.2 提升学生的教育机智

教育机智的培养需要学生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高

校应通过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应对

突发情况的教学策略。例如，教师可以设计多种突发情境，

要求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从而提升其灵活应对的能力。

5.3 强化教学活动的逻辑性

教学活动的逻辑性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高校应通

过优秀案例的解读，帮助学生理解活动目标与过程之间的

内在联系。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教案中的目标设置、

活动过程与评价标准，从而提升其教学设计能力。

5.4 优化师幼互动结构

有效的师幼互动应以幼儿为主体，教师作为引导者。

高校应通过角色扮演训练，帮助学生理解幼儿的学习特点

与发展需求，从而优化师幼互动结构。例如，教师可以设

计多种互动情境，要求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从而提升其互

动能力。

5.5 减少“出戏”现象

“出戏”现象的减少需要学生充分重视角色扮演的意

义。高校应通过明确角色扮演的目标与要求，帮助学生充

分融入角色。例如，教师可以要求学生提前准备教案，并

进行多次模拟演练，从而提升其角色扮演的连贯性。

6 结论

角色扮演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提升学前教育

专业学生实践教学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角色扮

演，学生不仅能够直观展现自身的专业素养，还能暴露出

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的不足。这些不足为任课教师提

供了调整教学策略的依据，有助于促进学生实践教学能力

的提升。未来，高校应通过课程整合、情境模拟等多种途径，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角色扮演能力，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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