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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让小学语文教学凸显变革的力量
——浅谈教育戏剧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张胜辉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洛阳分校，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塑造教师教学特色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目标。在小学语文不同主题与载体的教学过

程中，根据教育目标和教育基本要求，让教育戏剧和语文教学活动完美邂逅、默契融合，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育

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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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作为全学科育人的课程代表，对于激发学生潜能，

激活学生内在需求，激起学生创作欲望，提升艺术与文学素养的

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同。在语文教学活动中构建起知识、情感、

实践的活动关系，以贴近学生认知和成长规律的有效方式，让学

生在生动的学习过程中训练听说读写基本能力，获得知识、技能、

经验、素养的提升，逐渐形成思维、审美、文化等内在涵养。

我们本着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将教育戏剧与语文教学

有机融合。不等同于课本剧表演、舞台演出，也不等同于传统的

语文课堂。它是以自然班为单位，借鉴戏剧教育的理论和实践，

从戏剧视角、表演视角将一个主题的语文学习通过引导学生解读

文本、理解言语、创新思维、感悟文化，把台前学习和幕后思考

以戏剧形式呈现出来的一种提高综合实践能力、提升语文核心素

养的教学新范式。

一、传统文化遇上教育戏剧，体悟“语文味儿”

青少年身上肩负着学习和传承中华思想文化的重任，也承担

着学习、践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与责任。面对蕴含

深邃思想且相对抽象难懂的术语，如何在教学中更好地让青少年

去理解和体验，而不是简单的背诵与记忆呢？语文与戏剧融合，

让课本上简单、质朴的文字展现出新的活力，孩子们仿佛穿越千

年置身古代，将自己对课文的理解通过表演展示出来。因为心中

有“戏”，他们学得开心，学得高效。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在编排上充分考虑了古诗文的数量、篇

幅、体裁、难度等各方面的因素。古诗文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承载着独特的育人价值。“诵读儿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

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是课程标准

中对第二阶段学生的学习要求。常规的古诗文教学策略多为借助

注释、想象画面、了解背景、品悟感情等，因教学活动模式化使

学习过程单调乏味。当教育戏剧融入古诗文教学时，学生的学习

过程不仅充满了趣味，更提高了学习效率。

例如：教学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时，除了基本的引导

学生借助注释、想象画面、借助音频等常规的教学策略来落实教

学目标外，西湖的美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让人心生爱怜，而苏

轼笔下的“西子”更引起学生极强的好奇心。如何让学生对诗词

有更深入地理解，并能感悟诗人的情感呢？教育戏剧的介入就让

学生学习的过程更加有趣、丰盈。成语典故“沉鱼落雁”的补充，

集体演唱配合小小情景剧的方式，激发了学生表演的欲望，学生

在表演中感受诗词带给学生的意境美。

教师指导学生先研读成语“沉鱼落雁”典故：“春秋的时候，

有一个叫作西施的美女，她每天都会到溪边去浣纱，溪中的鱼看

到西施，觉得自己长得比西施丑，都羞愧得不敢浮上水面，全沉

到水底去。汉朝的时候，也有一个美女叫王昭君，她要出塞去嫁

给番王的时候，天空飞过的雁，看到王昭君长得那么漂亮，都惊

讶的忘记该怎么飞了，全坠落到树林里面。后来，大家在称赞一

个女人长得很漂亮，就说她有沉鱼落雁的容貌。”

随后，教师指导学生节选出和本诗有关的“沉鱼”内容，在

小组内讨论这一幕的场景、人物、情节、语言……在教师的点拨，

学生的热烈讨论中，绝世佳人“西子”飘然而出：

地点：小溪边

人物：几位洗衣服的女子和数条“小鱼”

女子 1：今天天气不错，这些衣服洗完很快就会晾干了。

女子 2：洗完衣服，我们一起去山上游玩吧。

西子：（面带微笑，放下正在洗的衣服，静静地看着水中游

来游去的小鱼，自言自语）瞧它们游得多自在啊！

小鱼们：（看向西子）齐声说：“好美啊！”（随后张大嘴巴，

忘记了游动，慢慢沉入水底。）

西子：（先是吃惊，然后羞涩地笑了）

剧情虽简单，但在学生富有灵性的演绎中升华了诗句的意境，

更提升了学生的创作能力和表达能力。如此轻巧的介入，把一堂

一本正经的语文课变得生趣盎然、其乐融融。可见教育戏剧与古

诗文教学的默契配合，不仅实现了体验情感、领悟内容的教学目标，

还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又如：在教学小古文《守株待兔》时，将镜头定格在“因释

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的场景，让学生分组编排“耕者”在“守”

的日子里做了什么事、遇到了哪些人、情感发生了什么变化等。

当“耕者”的日常所为被鲜活演绎时，学生自然通透了“兔不可

复得，而身为宋国笑”的意蕴，更感受到古文字少意丰、行文简

练的语言魅力。在此教学活动中学生的思维被激活，语言被激发，

所创编的情境皆为合理顺意。如此的活动支架不仅实现了语文教

学的基础目标，还收获了学生表达能力、创造能力的提升，更品

味到经典文化的魅力。当学生再次诵读小古文时，情感更充沛，

朗读更有韵味，理解更富深意，语感也悄然形成。

当古诗文遇上戏剧，原来安静、简短的文本变得立体化了。

在戏剧教学当中，学生全身心投入进来了，在充分阅读理解的基

础上，文本真正被立体重组。学生用真心共情的内心体验走近人物，

化身为那个角色，真正实现为之代言、抒发情感的目标，并自觉

地完成体验式、创造性学习的全过程。学生在自我实践蜕变的过

程中，语文综合素养得以全面提升。

发挥想象，创编演绎，看似简单的教学环节却发挥着教育戏

剧在语文教学中“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轻巧的跨学科融合，自

然生成学生思维及语言的发展势态，不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

更将中国传统文化厚植学生心坎，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经典文化

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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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寓言故事与教育戏剧合作，提升思辨力

对于小学生，一个好的儿童剧，就是他人生的模拟场。在儿

童剧场的舞台上，孩子会透过故事表象，看到主人翁在故事里遇

到的问题、挫折或者是困难，同时也能看到主角是如何运用智慧、

勇气或爱心来解决和克服剧中的问题、挫折和困难的。孩子会把

自己的情感投射在角色上，跟着角色在剧情里经历一遭跌宕起伏

的“问题 - 困难 - 挫折 - 克服 - 解决 - 成就”的过程。将来面对

现实生活中相对等的问题、挫折、困难的时候，就会像一个小种

子在他心里一样，会破壳、发芽、成长、茁壮，帮助他在人生的

道路上从容面对所有的问题障碍并加以解决。

著名儿童文学家严文井曾说：“寓言是个魔袋，袋子很小，

却能从里面取出很多东西来……”寓言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让小

故事折射出大道理，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食粮，同时

也培养了学生的思辨能力。《狐假虎威》《守株待兔》《南辕北辙》

等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寓言故事，孩子们都乐于去即兴表演。

即使没有准备好服装、道具，他们也能很快进入角色，并加入自

己对角色的理解尽情展现寓言故事所赋有的意义。除了《中国古

代寓言故事》，孩子们还阅读了《伊索寓言》《克雷洛夫寓言》等，

从孩子们的脸上不难发现他们无以言表的喜悦。其中，不仅有故

事带来的哑然失笑，更多的还是每个有趣的故事带给每一个孩子

不同的思考。

三年级下册的第十课是选自《伊索寓言》的故事《鹿角和鹿腿》。

这个故事很简单，学生一读就懂，也能说出个大概。为了让学生

能在情境中辩出寓意，体味寓言的魅力，教师在课堂的最后环节

设置“辩与辨”的活动。让学生饰演“鹿角”和“鹿腿”展开辩

论，再现“狮口逃生”的惊险场面，如此的活动支架不仅让学生

体验了一把“生死关头”的抉择，更收获了辩论之后的客观视角。

或许学生的表演并不是很精准，但体验过程所带来的心理变化和

精神成长是毋庸置疑的。

于活动中见戏剧，在戏剧中见教育！学生沉浸于教育戏剧的语

文教学活动中，缩短了与课文的距离，激发了主动学习的愿望。最

终他们更加客观地解析了鹿最后的一句话：“两只美丽的角差点儿

让我送了命，可四条难看的腿却让我狮口逃生。”这个寓言故事揭

示的道理便显而易见，联系生活实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例

子也比比皆是。明理立志，日趋完整，随着教育活动的深入推进，

孩子们观察世界的眼光正在发生变化，在接下来的口语交际《该不

该实行班干部轮流制》的实践活动中，与现实生活接轨，在情感共

鸣和价值取向的引导下，实现知识、情感、行动的协调统一。

由此去挖掘他们的内在力量，摆脱纯粹的依赖与被动，尝试

去看见、去表达，用智慧和爱去化解关系中的问题，并从中获得

经验。

三、教育戏剧与小说邂逅，提升表达力

戏剧是生活的预演，台词饱含人生的隐喻。演员捕捉到灵感，

即兴的反应内心世界，在安全的氛围内放飞自我，直抒胸臆，演

绎畅快人生。

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它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

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主

题思想。课程标准对于第三阶段的阅读要求中有这样一句话：“能

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初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的语

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阅读

感受。”

统编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编排了三篇小说：《桥》

《穷人》和《在柏林》。在教学本单元的过程中，除了让学生习

得了解人物形象的方法外，还要让学生从人物、情节和环境三个

方面去认识小说世界，感受“小说大多是虚构的，却又有生活的

影子”这句话的意蕴。本单元的“快乐读书吧”推荐学生阅读苏

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童年》，让学生带着习得的方法去了解主

人公阿廖沙的人物形象。

著名导演冯小刚说：“教育戏剧也能让儿童更好地面对未来！

每个人一生中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都要投入到角色中……

小朋友不知道自己一生会成为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表演可以让

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生，演好生活中的角色。”六年级学生已经

有了五年的戏剧表演经验，让教育戏剧课程在这个单元成为主角：

编剧组、导演组、道具组、演员组……学生展示的舞台更大了。

在展示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剧本创编。剧本改编之前，教

师和学生围绕每一篇小说进行深入浅出的讨论。浅层次讨论为自

己喜欢或者欣赏的故事情节或人物，深层次讨论则围绕小说主题

进行展开，在讨论中逐渐明确要演绎哪部分内容、怎么进行剧本

编写。在不同层次的讨论中学生对文本主题、人物形象理解也更

加透彻。

精彩的小说中，环境描写必不可少。为了突出环境的作用，

学生制作的 PPT、各种道具也精益求精……当孩子们把《穷人》

这部课本剧呈现给大家时，饰演桑娜的女孩不仅从服装上用尽了

心思，表演也细腻独到。她把桑娜紧张、不安、担忧、自责等心

理活动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了“最佳表演奖”的荣誉称号。可

想而知，一次倾尽心力的体验带给孩子们的是全方位的成长，而

小说与教育戏剧的融合，不仅使教师和学生同成长成为可能，而

且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体验、创造、娱乐、教育于一体的全身心、

多感官、齐参与、情景体验式的学习方式，从而使课程更加立体化，

也让课堂变得更加多维了。孩子能够去感受、代入、迁移，由此

建立对人性深层的洞悉与思考，加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拓宽对

于生活的想象，从而更好地梳理自己，面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

种种境遇。

教育戏剧和语文教学的有机融合，不仅丰富了学生语文学习

的内容，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在不同阶段助力学

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过程因教育戏剧

的融入更具梯度，教育戏剧作为教学活动的支架起到了提升学生

表达能力、创作能力和合作能力的作用。语戏相融，花开春风，

充满魅力的语文教学因教育戏剧的融入更具智慧，携手教育戏剧

的语文教学让学生的成长更加完整。

让学生在健康向上的审美实践中体验艺术、关注社会、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课标的指引下，

我们还将继续通过教育戏剧，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我们在不断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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