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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行为的关注有着一贯的传统，因为行为才

是社会生活中可观察到的经验单位。民族志呈现是凭借

个人经验，尤其是参与和移情，被视为调查过程的核心，

谈论“经验”的前提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而“体

验”则是一种通过移情而弥合主体与体验之对象间区别

继而进入深层理解的方法。因而，“体验概念对于确定艺

术表达的立足点来说就成了决定性的东西”。通过艺术实

践研究，发现的文化概念系统、意义体系和切实情感模

式，让体验者重新认识和理解自己与自然，自己与社会，

自己与自我的关系。1

表达性疗愈艺术通过游戏、绘画、音乐、舞蹈、戏

剧等艺术媒介，以一种非口语的沟通技巧来介入、释放

被言语所压抑的情感经验，处理当事人情绪上的困扰，

帮助当事人对自己有更深刻的对不同刺激的正确反应，

重新接纳和整合外界刺激，达到身心合一的目的。原创

音乐剧《岩画精灵》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的载体，新教育

模式实验研究 20 年成果，此剧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展示了

成长的烦恼，给观众投射了自己的困惑与无助的共鸣，

在剧情的不断发展中，“美丽中国”积极旋律，潜移默化

的使一批批演员和观众的心灵得到了升华，结合“贺兰

岩画”的本土特色，岩画符号、美学、行为、语言提供

新的体验，用大众接受的语言和规则表演出对岩画解读，

为教学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培训方法，消解二元

对立矛盾化解。这项具身化深度学习的研究与实践，确

立了学生个体经验与人类历史文化的相关性，落实了学

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能够在教学活动中

模拟性地“参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形成有助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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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核心素养，在原始渴望的背景下挖掘人类共命运

的视角再现，显得意义非凡，为人类交流理解的共同点，

多了更多的可能性，岩画为导体应运培养学前教育专科

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有效。

一、应用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发“内生力”，增进情

感认同

疗愈教育戏剧《岩画精灵》诠释的是完整的生活世

界，牢记初心使命的德育教育方式的创新研究，挖掘我

国悠久的岩画文化，戏剧的叙事性情境、真实的想象、

不同视角，润物细无声的思辨体验式教育模式，浸润身

心，创造交流机会，改变我们对生长环境，审视的多元

视角，融入剧场方式的创新研究从解读岩画投射内心，

减压、专注、管理情绪，开发潜能、提升创造力、整合

自我关系。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基本要求，多感官加强感受，创作岩画精灵这部

剧的体验过程的再创造，让这种艺术与科学的技术手段，

更多的服务滋养教育人的心灵，提升格局眼界。对认知

能力、职业技能、价值观等方面全面剖析。浸润其中，

人人都是参与者、行动者，参与者通过分享和体验，帮

助自己更好地面对和解决现实中类似的问题。以“共域

在场”的行为角度来看，其展开对应于具体的时空背景，

因而每个艺术实践又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类学者通过探索人们的文化实践过程，不仅十分

关注过去的文化观念和文化逻辑，并关注人们现在的行

为及其意义。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开放、尊重的说故事空

间，温暖的彼此呼应、对话、互动的氛围让观众和讲述

者内心创伤得到平复，引导观众参与、讨论、表达意见，

跳入角色，尝试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讨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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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培养观念的变革与实践研究推进过程中，发现由于模块化教学导致的理论知识传授与实践能力训

练的割裂，学生在步入真实工作环境中往往不能顺利融合并应用其所具备的知识，追其原由忽视了学生的个人成长

与发展规律的资源应用，呈现出学识与职业能力的分离感。激发共同体意识唤发参与者对美好生活向往，提供感受

与欣赏的空间，利用转化技术创造表达，唤醒人们的积极性，提升参与共命运剧场的学生身心健康指数，为立德树

人的教育内容增加内涵建设，培养学前教育专科学生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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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来说，它不是一种让人看的戏剧，而是“自己

去做”的戏剧，它充分发挥戏剧的仪式、教育作用，要

求观众与演员实现真正的合二为一论坛剧场。戏剧不只

是供人欣赏的艺术，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方法。

强调参与者批判性的思考和创造性的表达，关注个体和

群体在社会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应变能力，并通过

假装扮演的形式、找出症结、舒缓压力、化解矛盾，减

少社会冲突，分享共识，共同成长。

二、搭好互鉴共享的“文化桥”，应用民族共同体意

识增强凝聚力

教育戏剧《岩画精灵》叙事性表达载体，故事的剧

情是开放性的，为“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的建构”提

供有温度的技术手段。表达性疗愈教育戏剧成为转化改

变心理健康问题，赋能积极进取的团体辅导工具，师生

共生探究，借助儿童的眼睛，开发“五育”教育的丰富

内容体系。

岩画呈现的人类的童年期，儿童对岩画的解读最为

接近，岩石刻画代表着远古的信仰世界。融合游戏、语

言、数学、音乐、肢体、绘画、乐器等工具的教学内

容，打开身心的召唤，破译岩画，这个过程很有趣，叙

事性猜测岩画，尽量寻找相对可信的答案。孩子们的纯

真引领解读岩画，创新中国话语。在实践中寻找具有自

然性、真实性、时代性和稳定性的一种新的话语理论阐

释，构建新的教学实践论体系，从理论“先行”转向在

场“扎根”，“在场师生”的表现；是在知识与育人统一

的意义上重建教学认识论的价值框架，探索在“化知识

为智慧”和“化知识为德性”意义上实现知识与育人相

统一的使命。让我们带着这份使命，应用岩画精灵共舞

剧场中，激发体验者发现、创造最温暖的岩画故事，让

教育成为中国文化故事最生动的传播者，不断探索新的

路径。钻研课堂教学改革刻不容缓，打通“科学世界”

与“生活世界”壁垒。让教育的社会性问题还原与社会

中进行有效的研究探索，尽自己所能重建健康的教育生

态环境，借助岩画外缘，发现的自己，用岩画文化元素

为载体，百人百剧，给与人们更多的需求和可能性，讲

好中国故事。

三、教师教育向师范教育回归的重要转变，全面贯

彻教育自信的要求，凸显对自我的关照，采取凝练科学

的发展观，弘扬实证研究，应用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

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的建设

在思考教师们面对的课程与教学问题时，康纳利会

对教师们说：“研究课程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研究我们自

己”。“戏剧是创作内在世界概念一种形式”。戏剧的叙事

性情境、真实的想象、不同视角，润物细无声思辨体验

式教育模式，创造交流机会，改变我们对生长环境，审

视的多元视角。释放个人成长的内在经历创伤，帮助体

验者寻找生活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结合民族志的

呈现方法，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观点角度，转化和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融于思想政治教

育当中，既研究共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丰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也将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与具

体的、个性的问题融合在一起，成为全人教育教学新的

范式。是运用戏剧游戏的激发及重新唤起参与者的想象

和扮演热情，让参与者能投入原有的创造能力，在喜悦

中学会善于操控自己的肢体及情绪，引发参与者共同学

习热情的切入点；通过不同教育戏剧范式互相搭配，进

行有目标及完整结构的主题学习、成果展示、参与者总

结以及最后舒松游戏，使参与者恢复平静，在冷静、理

性的情绪下把用激情学习到的知识、态度、技能，内化

成他们的智慧过程。打开身体，走进心智成长，巧妙的

设计释放个人成长的内在经历创伤，去寻找教育的真谛，

成为更好的自己。

岩画被誉为“文字之前的文字”，是世界各地原始先

人们用来传承、保存自己历史、神话和精神经历的普遍

方式。毛泽东青年时代在读《伦理学原理》笔记中所谓

“立此大心”，按照中国哲学的说法，“人的本质力量”

理解为“精神的力量”这就是“初心”。在北京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论述了中国人的特质、禀

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岩画就是人类最古老也是最

有力量的对美好世界的精神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是我们每一个教育者继承发扬的使命与任务。

四、小结

应用疗愈教育戏剧《岩画精灵》的教学内容，项目

式自主学习为导向的表达性艺术疗愈教学模式，激励参

与式学习，对教学对象的语言表达、艺术表达、能力赋

能、人格成长，个人生涯规划等任务模块，深入浅出的

培养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专科学生。唤醒学前教育专科学

生自觉担当成为给予爱的助人者，扶贫先扶智，为祖国

每一个村庄送去丰富高质量的教育内容，是解决教育公

平的载体，可以让无论身处何地的孩子看到阳光。疗愈

教育戏剧的教学模式，改变教育生态环境，给参与者创

造适宜的环境，建构高级驰骋遨游学习空间，促进健康

进取的学习品质，培养眼睛有光的教育指导者，发现美

的眼睛，让周围物品活起来，扶助教育对象自由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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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让孩子们不受昂贵教具的束缚，就可以体验自由上

天入地的快乐的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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