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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园戏剧课程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发展适宜性视野

下选择，开展，实施适合幼儿的戏剧主题是我们主要的

研究方向及内容，甄选主题题材是首要研究内容。1

幼儿戏剧主题活动是指与戏剧表演相关的、运用戏

剧元素和技巧进行的、类似游戏的一系列活动。能够综

合促进幼儿情感、认知、审美、创造、表现等多方面的

发展，是其他领域都不能达到的。

一套完整的幼儿戏剧主题活动需要通过选择主题题

材、创作剧本、制作服装道具、幼儿排练以及演出等多

个环节和流程，幼儿通过参与戏剧主题的题材选择、与

教师共同创作剧本、制作服装舞台道具、在主题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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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参与排练和演出等，获得学习习惯、人际交往、

情绪情感等综合素质的发展。一在个深受幼儿喜爱且有

价值的“戏剧主题题材”是戏剧成功开展的基石。

在选择幼儿戏剧主题活动题材时有哪些注意要点

呢？本篇从大班幼儿的学习与发展特点进行剖析，从而

为选择适宜大班幼儿的戏剧主题题材做一些参考和借鉴。

一、大班幼儿的发展特点和学习特点

大班幼儿作为学龄前儿童，各项身体素质、学习能

力等都在这个阶段会有飞速发展。

1. 求知欲望的发展

大班幼儿有着极强的求知欲望，他们对周围的世界

有着积极的探索态度。对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充满了好奇，

爱问为什么，渴望得到科学的答案。

2. 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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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幼儿不仅能较为系统地叙述生活中的见闻，而

且还能生动有感情地叙述事物。他们的表达能力灵活多

样，并力求与别人不同。

3. 合作意识的发展

大班幼儿合作意识逐渐增强，在区域表演游戏中几

名幼儿能一起分配角色、道具，能以语言、动作进行表

现，并有一定的合作水平。

4. 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

大班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明显提高，规则意识也在

不但提高，并且自觉地根据道德规范和行为调节约束自

己的行为。

根据大班幼儿出现的各种典型发展特点，我们在选

择戏剧主题题材时有哪些注意要点呢？首先要充分考虑

“发展适宜性”原则。“发展适宜性”是指教师应当运用

儿童发展的有关知识，充分考虑教育的年龄适宜性、文

化适宜性和个体适宜性，在教育实践中做出最适合儿童

和最有利于儿童发展的决策，即为儿童提供与其发展水

平相适宜的教养环境、材料、教育内容和方法，促进儿

童各方面的发展。

幼儿戏剧主题题材的选择应本着“发展适宜性”原

则，充分尊重幼儿的年龄特点、经验水平、发展需求，

以幼儿感兴趣的、有教育价值的、与幼儿生活经验相关

的、生动丰富的文学作品（绘本故事、经典童话、传统

文化）等为源泉，关注幼儿的情感体验、创造表达、智

慧提升，为幼儿搭建戏剧感知、创作、表演、反思的舞

台，引导幼儿在丰富的活动中感知真善美的艺术形象。

其次，《指南》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

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要珍视游戏和生

活的独特价值，创设丰富的教育环境，合理安排一日生

活，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

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在选择主题戏剧题材时，要从

发展适宜性角度出发，珍视游戏和生活的价值，可以从

以下角度考虑入手。

二、充分考虑大班幼儿的年龄适宜性，选择适宜的

主题戏剧题材

1. 愉快丰富的情感体验，是大班幼儿走进戏剧大门

的钥匙

角色冲突明显、情感丰富的绘本、故事或者动画片

符合大班幼儿的认知规律，他们能从中找到正面和反面

人物的不同情感体验，从而自发、自主地用自己的体态、

语言、动作等生动、形象地去表达对剧中人物的理解，

比如说：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选自《格林童话》，是孩子们非常熟悉

和喜欢的经典故事，选择这个经典的童话故事，首先是

故事里面有很多大班幼儿喜欢的元素：

·心地善良的白雪公主、蛇蝎心肠的毒皇后、勤劳

勇敢的七个小矮人等，都是大班幼儿耳熟能详的故事角

色。剧中人物形象特点鲜明，角色冲突明显，易被幼儿

记忆和模仿并进行表现。

·不管是美丽的公主还是帅气的王子都是孩子们在

生活中非常向往和喜欢的内容，这样的戏剧活动开展能

满足孩子们的心理需求。

·“邪不胜正”的主题思想也是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弘

扬的思想，帮助幼儿形成正确合理的价值观。

学习、游戏以及表演过程中，这类题材能够给大

班幼儿带来愉快丰富的情感体验，是叩开戏剧大门的钥

匙。类似的故事还包括：《灰姑娘》《小鸡和狐狸》《狼来

了》……

2.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是大班幼儿深入戏剧表演

的基石

《孤独的小猪》（我园戏剧更名为《小猪噜噜》）的故

事线索是围绕小猪的情绪和行为变化开展的，故事开始，

小猪认为自己从不要别人帮助所以它从来不帮助别人，

当大野狼抓住自己后被同伴救助的时候，小猪才深深地

发现“互相帮助”和“团结一致”的重要性。故事情节

一波三折，以“小猪情绪情感的转变”为主线，重点围

绕“互相帮助”和“团结一致”的价值观展开。

《指南》社会领域大班年龄段的目标中提出“能关注

别人的情绪和需要，并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在生活

中我们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同时也在不断帮助别人，因

此“被帮助”与“帮助别人”是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

生活之中的，《孤独的小猪》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满足了

大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让他们深入表演，进行表现创造。

大班时期更是幼儿形成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他

们的模仿能力和学习能力极强，并且逐渐开始有了辨别

是非、判断对错的能力。在《孤独的小猪》的表演过程

中，幼儿能够通过综合学习，深入了解“团结一致、互

相帮助带来的力量是伟大的”，从而形成积极正确的价值

观。此类题材还包括《国王生病了》《手捧空花盆的孩

子》……这类故事都有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导向，幼儿

通过阅读、游戏、表演等不同形式，获得积极向上的情

绪情感体验。

三、充分考虑文化适宜性，选择适宜的戏剧主题

题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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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孕育出的、有积极历史作用的、至今具有重要价值的

物质和精神文化。它是我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

化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我们坚持

文化价值第一，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沁入和传承。

为此，我们在幼儿戏剧活动和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努力寻

找寻契合点，让幼儿触摸、感知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接

触古代儿童智慧故事、民间传说、经典名著等文学作

品，传递积极进取、奋发向上、讲仁爱、守诚信、乐

助人、懂礼貌等价值取向，使之成为滋养幼儿的基础

和源泉。

1. 成语故事

《纲要》中指出，引导幼儿接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使之感受语言的丰富和优美，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

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大班时期是幼儿语言表

达能力飞速发展的时期，幼儿逐渐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

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成语是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文

化之一，许多成语背后蕴藏着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的寓意。

将成语题材作为戏剧主题选择的内容之一，既贴近幼儿

的学习经验，又能让处于语言表达水平飞速发展的幼儿

在不断地表达表演中加深对成语故事的理解，利用戏剧

平台展现中华优秀成语的魅力。

2. 经典名著、神话传说

《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故事生动刻

画了慈悲的唐僧、叛逆的孙悟空、憨厚的猪八戒、忠实

的沙僧以及取经途中无数妖魔鬼怪，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丰富，冲突明显，当中的角

色个性鲜明，深受大班幼儿的喜爱。降妖除魔的孙悟空、

憨态可掬的猪八戒、勤劳憨厚的沙和尚，各种妖魔鬼怪，

也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同时，故事情节精彩生动，

传递了与恶势力战斗到底的精神，这样的经典著作也是

非常适合作为大班戏剧主题题材的内容。

四、充分考虑个体适宜性，选择适宜的戏剧主题

题材

在选择适宜的戏剧主题题材时，我们坚持从我园大

班幼儿已有的戏剧经验出发，无论选择文学作品、生活

现象，我们都关注题材是否与我园大班幼儿的个体特点

相适宜；能否为大班幼儿的戏剧创作、戏剧表演提供丰

富的空间等，以便让大班幼儿在戏剧活动中有机会大胆

表达自己的想法，并通过戏剧表演的方式寻找解决问题

的方法。

同时，我们坚持情趣并重，关注各个年龄段幼儿的

戏剧经验及动作、语言发展水平，强调主题贴近幼儿生

活和经验水平，充分激发幼儿表演情趣。我们结合不同

年龄段的幼儿的发展水平，对戏剧主题的题材选择做了

归纳和梳理。

年龄段 戏剧主题题材

小班

想吃苹果的鼠小弟、一步一步走啊走、小蝌蚪找

妈妈、可爱的鼠小弟、有趣的童谣、毛毛虫变蝴

蝶……

中班
我有友情要出租、狼大叔的红焖鸡、金色的房子、

年的故事、诚信故事、小熊请客、龟兔赛跑……

大班

小鸡和狐狸、白雪公主、猴子捞月亮、成语故事、

大话西游、话秦淮

经典咏流传、十二生肖……

五、结语

不难看出，大班年龄段的戏剧题材内容的选择更加

倾向多角色、多情节冲突、多情感变化、多文化内涵，

这也是我们在长期的戏剧研究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地实践

探索进行的总结。

通过幼儿戏剧主题活动的深入开展和推进，不难发

现戏剧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造就戏剧人才，而在于培

养、发展和完善幼儿的人格和创造能力。关注发展适宜

性，选择有价值的戏剧主题题材，是成功开展戏剧主题

活动的基石，也让戏剧活动真正成为促进幼儿情感、认

知、审美、创造、表现等多方面发展的有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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