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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在小学低段价值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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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戏剧是一种艺术形式，它能够将人们的生活展现得多样化。小学低段价值教育与戏剧的相关度比较高，漫长悠久

的岁月、大千世界的风景、性格迥异的人物、各具特色的故事，都可以浓缩在课本之中，因此可以尝试在小学低段教学中

应用教育戏剧。这种形式，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一种改革，运用这种形式，可以将课堂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从而提升学生

对于学习的热情，提高其主动性，让学生在领略知识意蕴的同时可以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创造新的意义。本文就对教育戏

剧在小学低段价值教育中的实践研究进行了探讨，从小学低段价值教育中实行教育戏剧的意义以及教育戏剧在小学低段价

值教育中的具体运用方法这两个角度进行了深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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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ma is an art form, which can show the diversity of people's life. The low-level value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 has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with drama. The long and long years, the scenery of the world, the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the stori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oncentrated in textbooks. Therefore, we can try to apply educational drama 

in the low-level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This form is a refor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ing. Using this form, the classroom 

can become lively and interesting, so as to enhanc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improve their initiative, and enable students 

to discover more possibilities and create new meanings while appreciating the meaning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actical research of educational drama in the low-level value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implementing educational drama in the low-level value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and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methods of educational drama in the low-level value edu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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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价值教育在西方是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教育理念

和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观教育在全世界范

围内蓬勃发展。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美国和其

他发达的西方国家率先在公立学校中以慎重的、有目的

的和系统的方式引入价值教育，这与美国学校的价值教

育及西方价值理论的兴起都密切相关，价值教育甚至可

以说是价值理论为解决价值基础的危机，反击教育中的

反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捍卫生命价值的重要性和

追求而做出的实际尝试。本文以教育戏剧为基础，在价

值教育缺失的基础上，研究了小学低段的价值教育实践。

一、小学价值教育缺失的体现

1.小学价值教育形式"徒有其表"

研究发现，大多数小学的价值观教育并没有充分反

映学生的主体性。一些在小学教授价值观教育的教师把

价值观教育当作文化课，把价值观教育所用的书本或教

材照本宣科，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课无异，他们只

是为了通过考试，把老师说的、写的一字不漏地写下来。

例如，如果教师在课本中举出雷锋的例子，向学生

解释助人为乐的精神，教师只是讲故事和精神，学生只

是听。这种学习不可能对学生的心灵产生太大的影响，

更不可能把学生心灵深处的情感波动和认知冲突带出来，

最终变成一种寻找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精神激励。小学

生的价值教育经历与一般的文化课没有区别，他们只是

获得了价值观知识。

2.价值教育的手段和方法单一。

虽然在小学里，教师已经有了各种价值教育的方

法和形式，但调查显示，目前学生们觉得教师就像在

上文化课一样，介绍的知识很复杂，不符合社会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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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价值观。很明显，灌输是小学中许多价值教育措施

的常见手段。然而，这种方法忽视了学生个人发展自

己的价值观和成为独立的人的需要，也忽视了在他们

自己的行为中促进和内化价值观规范的规律。学生们

只明白他们被要求做什么，但不明白为什么要求他们

这样做，所以这种方法只能暂时改变学生的行为，却

不能帮助他们真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此外，教师的

灌输过程会导致人们对学习失去兴趣，或产生叛逆心

理，从而导致平庸的价值观。

二、在小学低段价值教育实行教育戏剧的意义

在很多人眼里，大概都会觉得戏剧高高在上，与现

实生活距离十分遥远。但并不然，戏剧其实就在身边，

我们可以在戏剧中提取一些喜剧元素来进行运用。比如，

在小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就可以将戏剧的故事性、

虚拟性与社会性运用于小学语文中，通过情境式教学，

营造实践场域，将语文教材以更加动态化、多元化的方

式展现出来，可以很大程度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1.教育戏剧与儿童的天性匹配

孩子天生爱玩，天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天生喜欢

游戏。而戏剧与游戏又有着极大的相关性，戏剧的"戏"

与游戏的"戏"是同一个字，有专家曾说过戏剧起源于游

戏。除此之外，戏剧与游戏又有着很多相同的元素，都

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因此，教育戏剧与儿童的天性是相

当匹配的。将教育戏剧运用于小学课堂教学之中，可以

很好地将枯燥而晦涩的内容以活泼有趣的形式展现出来，

在进行的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对一些内容通过肢体语言

的方式来进行解读，这样可以很大程度地增强学生对于

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促进学生的存在

感和体验感。戏剧教育这一新的教学理念与方式，为教

学提供了又一种新的思路。

2.教育戏剧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戏剧是一门舞台表演艺术，它融合了多种学科与元

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将教育戏剧运用到语文课堂

上，教师也可以参照喜剧的形式来进行，尽可能地从编、

导、排、演、展等每一个环节来做好安排，让每一个学

生参与进来。在进行得过程中，学生会在这种新鲜事物

的激发之下兴味盎然，主动地做好老师安排的每一项内

容。这里面会涉及到学生的思考、想象，也会涉及到学

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这样，学生们在整个过程中会感

到自己在"玩"，同时也会很大程度地提高学生的想象能

力、表达能力、创造能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提高学生

对于语言的迁移力与运用力，使孩子的个性得到成长。

三、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模式

以小学语文为例，说明教育戏剧在小学低段价值教

育的应用模式，其主要是依循"课程资源开发-课堂游戏

介入-整体拓展知识"几个主要环节来进行的，根据具体

的课程内容和学生学情，课堂具体环节的设计在这几个

基本内容上适度调整，灵活应用。

1.改编文本，开发戏剧资源

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先改编文本，

从语文教学内容出发开发出更多的戏剧资源。教师要重

视对课文的改编，将其改编成为剧本的形式，准备课堂

上进行表演，等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教师则是要在班级

同学熟悉戏剧教学形式的同时，鼓励学生对课文文本进

行剧本改编，同时要重视鼓励学生进行大胆创新，因为

创新教学就是为了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

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例如:有的同学从

课文中心出发，增添了人物，增添了台词对话，这些都

是对戏剧资源的开发，教师要重视鼓励。

1.2课堂游戏，融入戏剧范式

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将戏剧融入课

堂游戏活动之中，形成更为专业的戏剧范式的教学活动。

小学语文课堂上教学习惯于预留一段时间开展教学游戏，

那么戏剧的表演就是较好的游戏形式，教师可以让同学

们将课前准备好的戏剧文本表演出来，这样在学生表演

的过程中，找到问题，对文本进行深度解析。总之，戏

剧教育的融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小学语文的艺术性，

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创造了更具趣味性的学习活动，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

1.3整理拓展，提升戏剧效果

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以戏剧表现为

中心，拓展整理出更多的语文知识点，强化语文教学工

具性的同时，也能够提升教育戏剧的表现效果。在语文

教学中，语文学科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教师需

要在教学中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在知识学

习的过程中，发展学生听读写说四项基本能力。例如:教

学《景阳冈》之后，学生进行了武松打虎的片断表演，

主要是以动作为主，那么教师就要让同学们对比是阅读

时候更为紧张，还是看喜剧表演的时候更为紧张。以此

来凸显出写作过程中动词运用、气氛渲染的重要性。

四、教育戏剧在小学低段价值教育中的实践研究

以小学语文为例，探讨教育戏剧在小学低段价值教

育中的实践研究。

1.创设戏剧情境，应用语言使孩子们身临其境



244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4)2022,5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内容距离

当下的时代背景很远，学生很难理解文章的内容，也很

难对于课本上的内容产生共情。这就会影响到学生对于

课本内容真正含义的认识与理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

以利用教育戏剧创设情境，将学生置身于教师所虚拟的

故事之中，使学生的想象力得到释放，增强学生对于内

容的感受性，让学生身临其境，从而对课本内容有一个

真切而深刻的认识。

例如:在进行《红楼春趣》的教学中，你会发现里面

有些语言不够接地气，不太易读、易懂，这个时候就可

以选取几个学生，分别为其分配角色来将文章的内容演

绎出来。在表演之前，教师可以先介绍一下文章中的剧

情发生的背景与前提，然后让大家开始表演。学生们可

以按照内容假想出来现场的情景，有屋子，屋子还有帘

子，窗外有竹子，还有人在放风筝。人物有主人，有丫

鬟，有男有女。放的风筝有大鱼，有大螃蟹，还有大蝙

蝠。大家之间有冲突也有和解经过一番演绎，本来看似

难懂的课本内容变得活灵活现，学生们会将本来面对晦

涩语言的抵触之情连同风筝和林妹妹的病一起放飞掉了，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趣味，是学生之间爽朗的欢笑声，

是大家对于文章内容的深刻理解与体会。

2.应用音乐的特色渲染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在进行课堂戏剧教育的同时教师如果再在其中加入

一些音乐元素，就会使得戏剧变得更加逼真而有趣，更

加具有感染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们深深地沉

浸于其中，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达到良好的教育

成效。

例如:在进行《猴王出世》教学时，教师就可以应

用音乐的特色渲染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篇文章

是一篇古文，学生读起来相对吃力，看不太明白的地方，

就不愿意继续往下读了。但是这篇文章的背景与内容却

是极其有趣的，而大部分学生对于猴王孙悟空的出世场

景也都相对熟悉，几乎每个人都通过电视荧屏看到过。

在进行该篇文章的学习时，教师可以为大家播放《西游

记》的片头曲，让大家重温里面的场景，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与好奇心。这样，教师再进行具体内容的讲解时，

会相对容易很多。

3.设置场景进行舞台重现，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对于小学生来讲，每个人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心与想

象力。教师要针对学生的这个特点进行努力，在进行语

文课堂教学时，可以通过设置场景进行舞台重现，激发

学生的即兴表演与创作剧情的能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

思维。

例如:在进行《昆虫备忘录》教学时，就可以利用这

种方式。这节内容对蜻蜓、花大姐、独角仙和蚂蚱几种

昆虫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分别阐明了他们的特点。这个

时候，教师就可以将它们的特点比做成超能力，比如蜻

蜓具有复眼，就是好多小眼睛合成一个大眼睛，那听起

来就很牛;比如花大姐有黑绸衬裙——膜翅;比如独角仙，

有很大的力气;比如蚂蚱，可以发出特殊的响声在介绍完

这些昆虫之后，教师就可以给大家一个特权，让每个学

生可以拥有一种超能力。然后让学生去充分发挥想象力，

最想拥有什么超能力，拥有这项超能力之后可以做些什

么等。学生在这种引导与启发之下，会变得相当活跃，

纷纷积极发言。这样可以很好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

4.进行学科融合，开展素质教育

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采用"学科融

合"的教学方法，全面提升落实素质教育。教育戏剧可

以融合多学科的内容，包括美术、体育、历史、科学等，

教师要鼓励学生将多学科的知识融合在一起，更好地落

实素质教育，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例如:教师指导学生

要编排戏剧《武松景阳冈打虎》，其文本资源来自于课文

《景阳冈》，而进行具备改编则是要运用到写作功底;道具

设计是美术创意;表演时候的动作尽可能逼真要有体育素

质;另外设计服装、台词等要考虑到历史背景，而一些特

殊的转场道具则是科学运用。这样学生在完成一出小小

的戏剧表演，就必须要掌握很多知识，学生也会更为深

刻地理解到学习多种知识的重要性。

5.进行创意演绎，开展集体合作

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采用"集体合

作"的教学方法，创意演绎出戏剧文本。首先，教师要

以学生自愿的形式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大约6人左右就

可以了。其次，教师要分配任务，最好以导学案和微课

的形式下达，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另外，教师要在学

生完成戏剧表演的时候能够适当的给予指导与启发。例

如:在教学部编版《将相和》这篇课文的时候，教师就组

织学生进行戏剧表演，将所有的知识点都融汇在这次戏

剧表演活动之中。首先，分组，下达戏剧表演的任务，

导学案以剧本主体设计为主，请同学们可以在这个主体

剧本上进行创作改编，改编宗旨要以《将相和》的中心

思想"赞扬蔺相如勇敢机智、不畏强暴、顾大局、识大

体的可贵品质;赞扬廉颇勇于改过的精神。"学习目标则

是要让学生学会通过人物的言行深刻地、多维度理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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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个性和品质，能够完整用语言叙述三个故事。其次，

教师就组织学生分组表演剧本，在表演的过程中，"完整

描述三个故事"的教学目标就已经实现了，而且为了更

好地突出戏剧之中人物性格，对于蔺相如和廉颇的性格

特征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总之，戏剧形式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培养不仅符合"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要求，还能增强他们的学习能力，

让学生自主地探索语文知识，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6.进行评价激励，开展鼓励为主

新课程教学理念的指导下，如今的语文教学应该更

加注重学生的感受，以激励为主，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和

同伴心诚意切。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采

用"评价激励"的教学方法，以鼓励为主，深化教育戏剧

活动的课堂落实。首先，教师要明白戏剧表演是为了激

发学习兴趣，更好地领悟阅读思想，所以学生的戏剧表

演如果有偏差的地方，教师要从剧本理解的角度进行指

导，而不是训斥和严厉要求。其次，教师要重视对学生

创新精神的鼓励，不要从教师的角度出发去要求学生，

而是要更多地鼓励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将这种想法

落实到戏剧表演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也是教育戏

剧的主要内容，同时也使得学生更好地理解合理地创新

是必要的，而任何创新都离不开阅读文本的本质，要传

递更为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总之，戏剧融入小学语

文课堂要推行鼓励评价，这种评价就是针对当前青少年

心理特点，借助各种手段对其加以激发、鼓励，使之逐

步提高学习的兴趣、树立学习的信心、完成学习目标。

结语:

与传统戏剧相比，教育戏剧对专业性并不看重，而

是着重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的成长与体验。教育戏剧是做

好小学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戏剧教育可以很好地

为教学活动进行暖场，让学生快乐地学习。通过学生在

教育戏剧中的充分参与，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解放肢体、

情绪表达和语言表达能力，可以敏锐学生的各种感觉。

通过教育戏剧，学生能够由独立游戏走向平行游戏，再

发展至互补游戏，最终拥有合作能力，学会合作合群。

虽然不以艺术为目的，但通过教育戏剧在小学课堂中的

正确应用，往往会创作出令人惊喜的戏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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