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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表演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与价值

方地长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梓山中心小学，中国·江西　赣州　342313

【摘　要】戏剧表演教学法作为一种融合艺术与教育的创新教学方式，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它通过

角色扮演、情境再现和故事演绎，使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语文知识，不仅有效激发学习兴趣，还能提升语言表达能

力、增强文学理解力，并培养合作精神与创新思维。本文从戏剧表演教学法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其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

实践应用，并探讨其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方面的深远价值，以期为语文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戏剧表演教学法；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语言表达；文学理解

1　戏剧表演教学法的基本理论

戏剧表演教学法是一种强调体验式学习的教学方法，旨

在通过戏剧化的表演活动，让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

主动构建知识。该方法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教育戏剧

理念，近年来在全球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它强调学

习者的主动参与，重视多感官体验，并鼓励合作与创造，

从而帮助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课堂内容。这一教学

法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多元智能理论和情境认

知理论[1]。建构主义认为，知识的获得不是被动吸收，而是

在情境互动中自主建构的过程。多元智能理论强调每个学

生在语言、肢体、空间、社交等方面的不同优势，戏剧表

演能够有效激发这些潜能；情境认知理论则指出，知识的

学习应当发生在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境中，这与戏剧表演

教学法强调的沉浸式学习体验高度契合。

2　戏剧表演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2.1　激发学习兴趣与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戏剧表演教学法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手段，在小学语

文课堂中的应用具有广泛的实践价值。它不仅能够让课堂

变得更加生动有趣，还能够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内

容，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合作精神和创造力。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剧本创

作等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中掌握语文知识。

小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对语言的兴趣和

表达能力。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以教师讲解和学生

被动接受为主，缺乏互动和实践性，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兴

趣不高[2]。戏剧表演教学法则通过生动的角色扮演、情境

再现和故事演绎，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主动参与学

习。例如，在教学《小蝌蚪找妈妈》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分角色表演，体验小蝌蚪成长过程的曲折与情感波动，从

而增强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此外，戏剧表演

还能够帮助学生克服语言表达的紧张心理，提高自信心，

使他们在语言运用中更加流畅自如。

2.2　增强文学理解能力与培养合作精神

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大量具有鲜明形象和深刻寓意的

文学作品，单纯依靠阅读和讲解可能难以让学生真正理解

文本内涵。戏剧表演教学法通过情境再现和角色体验，让

学生沉浸其中，更直观地理解作品。例如，在学习《草船

借箭》时，学生可以通过分角色表演，深入体会诸葛亮的

智慧和策略，从而加深对故事的理解。此外戏剧表演通常

需要团队协作完成，从剧本编排到角色分工，再到舞台演

绎，每个环节都需要学生之间的密切配合[3]。在表演《乌

鸦喝水》等寓言故事时，学生需要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情

节设计和台词演练，这一过程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

和社交能力，使他们在合作中学会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优

势，同时也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意见。通过不断的排练

和磨合，学生们逐渐学会如何在团队中有效沟通，如何协

调不同的想法和行动，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都具

有重要的意义。

2.3　激发创造力与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戏剧表演不仅是对课文内容的再现，更是对学生创造

力的激发。小学阶段正是孩子想象力最为丰富的时期，教

师可以通过戏剧表演教学法鼓励学生对文本进行改编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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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这种开放性的学习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创造思维能

力，也让课堂变得更加灵活生动。此外，戏剧表演教学法

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让学生在实际体验中学习知

识，加深记忆，使语文课堂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可

见戏剧表演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文学理解，

培养合作精神，并促进创造力的发展。教师在实际教学中

应充分发挥这一教学法的优势，使小学语文课堂更加生动

有趣，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4]。

3　戏剧表演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价值

3.1　促进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

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涵盖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文化品

格和审美能力，而戏剧表演教学法正是促进这些核心素养全

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戏剧表演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语言

表达来塑造角色、演绎情节，从而增强对文字的理解力，提

高口头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同时戏剧的编排和演绎需要

逻辑推理和情节设计，这一过程能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使他们在分析、组织和推演的过程中提升逻辑思维水平。而

戏剧表演往往以经典文学作品或历史故事为基础，学生在角

色扮演中体验不同人物的处境、心理与价值观，有助于他们

深化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戏剧活动本身是

一种艺术体验，舞台布景、角色形象、表演情绪等要素共同

构成了美感训练的过程，学生在戏剧的美感熏陶下培养审美

能力，进而提高对文学和艺术的感知力。因此戏剧表演教学

法能够在语言、思维、文化和审美四个方面促进小学语文核

心素养的全面发展，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通

过戏剧表演，学生不仅掌握了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

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去理解和表达世界，形成了全面发展的语

文核心素养。这种素养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在语文学习

上取得更好的成绩，更能够为他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奠定坚

实的基础，使他们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良好人文素养的

新时代少年。

3.2　提高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和有效性

戏剧表演教学法相较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更加注重学

生的主动参与，使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活泼，提升教学

的有效性。传统语文课堂往往以教师讲解、学生听讲的方

式展开，而戏剧表演则通过角色扮演、情境再现等方式让

学生深度参与其中，使枯燥的文字变得具体、生动。如在

教授《司马光砸缸》一课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分别扮演司

马光和其他儿童，通过真实的演绎让学生直观感受司马光

的机智和果敢，从而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

解。这种学习方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够提

高他们的专注力和知识获取能力。戏剧表演能够打破单一

的书本阅读模式，通过肢体动作、语音语调、面部表情等

多元感官刺激，让学生在综合体验中掌握知识点，使语文

课堂更加高效。尤其是在现代小学语文教学中，如何提升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始终是重要课题，而戏剧表

演教学法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建

立深刻的知识记忆，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同时提升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最终实现语文教学

的高效性和趣味性并重的目标。

4　结论

戏剧表演教学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展现出极大的

教学价值，它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语言表

达能力，还能增强学生的文学理解力，培养合作精神，并

促进创造力的发展。从理论基础来看，该教学法依托建构

主义、多元智能理论和情境认知理论，为学生提供了沉浸

式的学习体验，使他们能够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主动构

建知识。在具体实践中，戏剧表演教学法通过角色扮演、

情景模拟和故事创编，使小学语文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

趣，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知识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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