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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创演活动中提升幼儿表达技能策略的研究

章小霞

义乌市胜利幼儿园，中国·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本文立足“卷”的当下个体过多陷入抑郁、暴躁甚至躺平的现状，着眼未来高度网络化的虚拟现实交错

的生存环境，研究如何避免幼儿未来踏入社会时陷入社恐危机，基于园本戏剧创演特色活动，抓住幼儿成长中社交、表

达发展的关键期，顺应并保护表达能力的发展，为其独行人生路赋一门快乐的“语言”。本研究以表达技能目标梳理、

主题内容编排、师幼双向互动、家园环境共筑为四大策略，构建戏剧特色活动闭环，有效提升幼儿表达技能，培养乐于

交往的习性。

【关键词】戏剧创演特色活动；幼儿表达技能

引言

我园戏剧创演特色活动主要基于绘本“画话”特色

课程创编的四格画、四页书、自制绘本等作品，对其注

入场景、道具、对白、影音等剧作元素，并进一步梳

理、注解、创作成为脚本可供幼儿表演的戏剧形式，更

切近了幼儿天生喜爱的“手舞之、足蹈之”的“戏学”

状态。在“戏学”活动中，幼儿基于自身理解对角色个

性化表达时运用的语言、肢体、神情等方式进行恰当、

自如表现的能力，经多次训练形成稳定的、符合大众理

解的程式化表现能力，即为表达技能。在研究中，我们

主要聚焦于模仿、造型、控制（动作与声音）、延伸性

表达等基本表达技能，并伴随学段提升不断丰富技能内

涵，其提升策略为：

1　建立幼儿表达技能分级考察体系，定位培养目标

1.1戏剧创演特色活动表达领域培养目标

根据儿童能力发展特点、戏剧艺术特性及儿童戏剧基

本素养的要求，我园制定了戏剧特色活动目标体系，分为

认知、技能和情感态度三大领域。在技能领域，又包括思

考、表达、表演和合作能力四方面，其中表达技能培养目

标如下：

表1  幼儿戏剧表达技能培养目标

1.2表达技能分级考察目标体系

根据培养目标，结合园本实际制定幼儿表达能力达标体

系，按年段细化对应的表达技能分级考察体系，以指导和

评价日常教学。从戏剧表达层面分为模仿、造型、控制三

个要素，以更直观的语言、声音、肢体、表（神）情四项

基本技能呈现，表格如下：

表2  幼儿戏剧表达技能分级考察体系

2　建立经典剧目、桥段分级体系，确定主题内容

2.1经典剧目分级

依据表达技能培养目标和分级考察体系，结合我园实践

经验，在“演戏”分支，确定以园本自编戏剧优秀作品为

主，吸纳部分大型戏剧表演活动中效果、口碑都好的优秀

剧目，有机搭配形成经典的园本剧目体系。剧目分上下两

学期，每学期结合具体月份、时令和事件进行统筹安排，

以下学期（秋季）为例，编排见下表。

2.2经典桥段分级

除了以完整的剧目“演戏”之外，一些经典的桥段、

一些即兴的课堂插曲、生活偶得加以艺术提升，还有一些

园本自编戏剧提炼过的小片段等等，都是“装戏”的好

素材，经过梳理成为适合各学段幼儿喜闻乐见的迷你小

戏——即经典桥段分级。同样以秋季学期为例，整合到下

表。（见表3）

3　创新戏剧交流范式，提升教师指导应对策略

教学策略是根据教学任务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方法和手

段。如何在戏剧创演教学中有效提升幼儿表达技能，基于

幼儿年龄特点，教学中更依赖于教师多发挥能动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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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体现在教师指导与活动设计上。

3.1提升教学指导策略

3.1.1激发戏剧表达的兴趣

幼儿年龄特点决定着学习更随性而发，随兴而为，其学习

的主动性主要靠激发兴趣、唤醒内驱力、激励好胜心等手段。

（1）情境创设：在教学活动之初，通过环境布置、音

乐渲染、角色模仿、视频引入、语言描述等途径，创设有趣

的情境，激发幼儿参与兴趣和热情。

（2）情节驱动：在教学活动中段，通过剧情发展本身的

矛盾冲突、悬疑设置、圆满体验等内在引导线，转移和缓解

幼儿持续学习中对情境的审美疲劳和身体机能本身的疲劳。

如：《老鼠娶亲》案例片段

猫的出现

皓皓：美叮当太漂亮了，猫也想娶她做新娘。

薇伊：猫是会把新娘一口吃掉的，看到猫肯定都吓坏了。

翌宸：所有的老鼠可以团结起来把猫赶走！

夏夏：老鼠看到猫来了肯定都吓跑了。

鸣鸣：小阿郎会来救她的，小阿郎很勇敢的。

分析：如案例中，娇小美貌的美叮当人见人爱、人人呵

护，突然被猫发现，猫馋得口水直流，怎么办啊？剧情激烈

的冲突，能再次激发幼儿参与情绪。美叮当会被猫掳走？悬

疑设置牵动幼儿的心。每个幼儿都希望看到圆满的结局，便

会自觉打起十二分精神，这就是情节驱动的魔力。

（3）评价激励：在教学活动尾声，通过正面评价激励

和榜样激励，强化幼儿坚持专注学习的自我认知和价值感。

如案例中，幼儿感受到小老鼠阿郎的勇敢和智慧，面对困难

不放弃，榜样的力量能激励他们像阿郎一样，从而正向引导

其思想和行为。此外，单纯为得到表扬，比学赶超争当榜样

等评价，也是幼儿习得良好学习品质和价值观的重要激励。

3.1.2聚焦表达技能的提升

聚焦幼儿表达技能的提升，主要依托于反复的模仿和训

练，可以是简单机械的重复，可以是散于不同活动中同一技

能的重复，亦可以是“月光宝盒式”的带有情节的渐进演

绎，或是“对歌式”的带有交互的你一遍我一遍等等。

（1）模仿学习：模仿是幼儿主要学习途径，也是主要

学习技能。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更多运用生动直观的示范表

演，引发幼儿争相模仿，同时，利用同伴间“照镜子”，回

家演给家长看等面对面方式，在有趣的氛围中巩固技能；对

于学有余力或学力不足的幼儿，通过家长协助下的视频模

仿、直播连线模仿等途径巩固。

（2）技能训练：技能的掌握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的过

程。任务驱动式的多样化技能训练也是我园戏剧特色教育走向

的成功诀窍之一。如口诀法，形式简单，朗朗上口；过关法，

任务驱动，日积月累；擂台法，激发好胜心，唤醒创造力。

3.2创新戏剧交流范式

除戏剧创演教学以外，戏剧游戏活动也是发展幼儿表达

技能的主要策略。相应的，戏剧的表达与交流应也不拘泥于

课堂内固定的范式，融于生活、隐于游戏、现身于反向指导

中都是很自然的存在。

3.2.1不拘时空，融于一日生活中

在幼儿一日常规的任务中，戏剧元素的植入可有多种方

式：一是对某些任务进行戏剧化的要求，如“每日播报”

时，要求幼儿独白内容需语句简练不啰嗦，对白内容需绘声

绘色有情境感；二是对集体生活中常见的小场景进行戏剧化

处理，将生日、送别、排队等都能借用经典小桥段进行戏剧

化编排，如送别，有折柳相赠的典故，有寄情于诗的“劝君

更进一杯酒”，有歌声悠悠的“长亭外、古道边”等都值得

演绎；三是营造融合戏剧元素的幼儿生活，如开展幼儿“读

唐诗”、绕口令、摆造型等活动，同时引导家长参与，陪唱

诗文、练口齿，以达到强化气息和吐字归音的功效。

3.2.2不拘形式，隐于游戏活动中

游戏是幼儿的天性，在五大领域的游戏活动中植入戏剧

表达的形式，颇有趣味和实效。如在语言领域，用哑剧表演

成语“哑巴吃黄连”，丰富的表情表达后让表演者用语言表

达感受，说得更精彩、深刻；如在社会领域，用双簧形式表

演过于简单的交朋友、打招呼，过于尴尬的道歉和吵架等小

桥段，增加趣味性而不失教育性；如在艺术领域，模仿《动

物跑跑镇》的思路，扮演不同角色在舞台相遇，如妖风卷着

唐僧、孙悟空飞到阿伦黛尔遇见爱莎公主等，借助剧烈的角

色冲突，激发思维和表演创作的灵感。

3.2.3不拘小节，现于反向指导中

教师戏剧教研常以园内“百师讲坛”的形式由专家、骨

干教师指导普通老师，老师以大型活动排练指导幼儿和家

长，在激发起家长和社会对我园戏剧活动的认可和参与后，

一些退休的“梨园老顽童”组团反向来园提供专业指导，乐

此不疲开展家长课堂，并与各班的戏剧小明星结对成为忘年

交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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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园本经典剧目、桥段分级体系（秋季学期）供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