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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舞台成就大梦想
——非物质 E-STEAM 之实践

陈表香　刘慧清　刘素忠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小学，广东 广州 510145）

教育部研制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提出“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体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关注学生终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着眼于

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是课程统整的根本价值追求。

一、可持续发展教育催生非物质 E-STEAM 项目

我校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实验学校，亚太地区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主席史根东博士在《可持续发展教育

2030》中发表的《打造 E-STEAM 课程》提出：颇具广泛实验和传

播价值的 E-STEAM 课程实践模式的完整图景，其基本构成要素有：

E—— 生态文明 / 可持续发展教育；

S—— 科学：含自然、生物、物理、化学、地理，重在强化

学习涉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学知识；

T—— 技术：含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城乡建设技术、科学

发明技术，重在学习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 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

技能；

E—— 工程：含校园实践项目、工业、农业生产工程项目、

绿色社会建设项目等，重在参与落实可持续发展 / 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为核心内容的实践项目；

A—— 艺术与人文：含审美、阅读、书面 / 语言表达与交流、

成果展现、媒体传播等；重在提升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

明进程的审美素养与人文精神；

M——数学：含数学思维、计算、统计、数据分析等，重在

将数学技能与思维运用于解决社会、经济、环境与文化可持续发

展实际问题。

我们以校园剧为载体，将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灯光、

舞台等多种艺术综合于一体，从剧情产生到剧本形成、从舞台设

计到舞美制作、从剧的排练到剧的演出，从开始到结束就是一个

项目，一项工程。“校园剧”同样包含了科学（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工程、技术、艺术和数学跨学科的内容。它最终产品的

显示是以演出为形式、载体，为非物质 E-STEAM。我们利用学科

课程统整，培养学生的整体素养、综合思维方式、创新精神和探

究能力，培养教师学科统整的研究及实施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

校的文化内涵。

在学校这个小小的舞台，成就我们教育人的大梦想；用学校

中每一个小小舞台，成就学生心中的大梦想。在可持续发展教育

理念引领下的环小“星教育”，就是为师生的发展、为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搭建一个个小舞台，让每一位环小人都成为具有可持

续发展力的未来之星。

二、创设舞台，成就非物质 E-STEAM 之实践

课程实施前，从现状分析出发，从学科课程、学科教学、学

科学习以及学科团队等四个维度，建立起“校园剧”特色研究课

题组。课题组由各学科的教师组成，他们深入研读中年段各学科

的课程标准，确定以三年级学生为活动主体，对三年级各学科知

识点进行统筹分析，促进 E-STEAM 全面落实。下面以三年级开

展“神奇的自然”这一主题为例。

（一）小剧本——我创编

让 8、9 岁的孩子编写一个剧本是件困难的事情，在学生认识

戏剧和剧本元素的基础上，课题组教师群策群力，探索出“仿写——

模演——修改——创编”的模式进行引导。  

1. 明确主题。课题实施前，课题组已经确定了“神奇的自然”

为活动主题。教材中出现大量动植物、秋天等与自然有关的内容，

指导老师会引导学生去阅读教材中相关的内容。此外，推荐学生

阅读科普读本和观看电影，通过阅读和看影片，让学生知道创作

主题与自然有关。

2. 设计框架

由于学科教材中涉及自然的内容庞杂，学生能力有限，不会

筛选素材进行创作，这需要提炼剧本创作的要素。

（1）创设情景，确定剧本要素

教师创设故事的起因，包含事发时间、地点、部分角色等要素，

有了具体的情景这个“引子”，学生的创作思维才能产生火花。

（2）选取角色，搜集整理信息

选角色。根据故事起因，引导学生选角色。  

识角色。选取角色后，指导学生认识角色，为后面的创编做

好铺垫。

定角色。根据对所选动物的了解进一步确定剧本的角色。

（3）编写梗概，口头编讲故事

教师组织学生充分发挥想象编故事，一是指导故事编讲的合

理性，二是指导学生把故事的经过中的重要情节和结局记下来，

写成梗概，给剧本定下一个故事框架。

3. 创作剧本

前期准备充分，到创作剧本阶段，小组内展开热烈地讨论，

学生积极思维、大胆想象，创作出剧本。

（二）小戏剧——我行动

1. 学生是主角

进入排练阶段，学生根据自己的工作任务分为多个小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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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组、道具组、剧务组、评论组，排演时间人人参与，群策群力，

杜绝无所事事的人员出现。

演员组复排练，善于反思，改进。表演排练，给了更多的孩

子不一样的机会——表演天分优秀的孩子担任剧组副导演，指导

没有舞台经验的孩子……

道具组灵活配合演员摆放、收放道具。剧务组记录现场排练

情况，包括演员的台词、走位、道具摆放，上台次序，演员茶水

的应供，休息场地布置等等。

评论组负责用眼睛观察，用心体会演员情感的把握，表情、

肢体语言的运用，甚至人物的着装，道具运用，场景的布置等等

细节问题。

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有参与活动的机会，不让一个孩子坐“冷

板凳”，让每一位孩子都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出属于自己的

星之光。

2. 教师是导演

教师发挥“导”的作用：一是语言上的引导，点拨学生用“心”

与角色交流，全面深入的理解了角色、理解了作品。二是神态、

肢体语言的示范，给学生参考模仿，促进学生反思自己在人物语言、

动作等表现力上把握不到位的地方，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

（三）小舞台——我制作

有舞美的舞台才是真正的舞台。但如何根据学生的实际学情，

开展舞台美术设计呢？教师们在课前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及研讨，

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以舞台感受途径，以头饰制作为切入点。

学生们为剧本里的角色量身订造出相应的头饰。小猫、小狗、

变色龙、蝴蝶、蜜蜂、七星瓢虫……各式各样的小动物栩栩如生。

头饰制作带动了学生对舞台美术的认识，也激发起学习的兴趣。

于是，教师设计难度更大的课程让学生尝试——设计舞台背景并

且进行制作。

1. 确定场景

教师引导学生阅读剧本，给剧本划分场景，确定场景数量。

2. 设计草图

根据场景的内容，组织学生讨论某一场景应该有哪些事物或

者道具、摆设组成，能突出场景的特色。讨论后，学生分组，分

场景用画笔画出草图。

3. 选择材料

学生根据场景里出现的事物，计算好所需要使用的材料数量，

搜集盒子、纸皮、轻粘土、吸管、废旧品等作为制作材料。

4. 手工制作

裁剪纸盒做舞台框架，粘贴舞台背景，加入立体景物，如：树、

石头，用轻粘土制作角色等，不断丰富场景内容。

5. 评价修改

舞台模型制作出来后进行评价、修改，教师注重创意亮点的

评价鼓励。

（四）小角色——我成星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是我们新课程改革总目标。随

着校园剧活动的深入开展，每个学生在某个阶段会重点担任不同

的角色，或者导演、或者舞台设计、或者演员……无论担任哪一

个角色，他都会成为这个领域的“明星”，编剧达人、表演达人、

配音达人、设计达人、制作达人在活动出纷纷涌现。

在校园剧创编里，每一个班就是一大剧组，而这个剧组里有

着不同功能的组别：编剧组、演员组、宣传组和道具组。每个组

里的成员根据学生在课程学习里显现的自身能力以及他们自己的

意愿分组，组里的成员各司其职，在属于自己的岗位上干得如火

如荼。逐渐的，学生在不同的功能组别找到了自己的优点，“学

困生”们都站起来了！在掌声中，学生感受到被接纳、被鼓励、

被认可，从而加强自信心的建立。

三、关注“人的成长”，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在研究中、实践中不断反思，我们开展非物质 E-STEAM 教育，

并具体落实到课程，体现了从知识走向素养——关注“人的成长”，

从“碎片”走向“系统”——建立课程谱系 ，从“封闭”走向“开

放”——实现多元发展 。

E：可持续发展、工程    

以“校园剧”为载体的各学科统整，从剧情产生到剧本形成、

从舞台设计到舞美制作、从剧的排练到剧的演出，从开始到结束

就是一个项目，一项工程。学生由始至终是活动的主角，课题组

教师作主导，师生互相合作，共同学习、研究、分享、成长，师

生持续发展。

S：科学、语文、艺术、数学等学科 

我们的校园剧的生成，整合了文学、科学、艺术、数学等跨

学科内容进行剧本创编，将学习的知识和方法融在创编剧本之中。

T：技术    

舞台设计和道具制作的是把想象变为形象的过程，设计、画图、

涂色、裁剪、粘贴、装饰等等都是美术工艺制作；学生表演时的

音容笑貌、动作、心理表现等是语言、行为艺术等形式。这些都

需要掌握一定的技巧，属于技术经验。

A：艺术

在校园剧生成中，融合了戏剧、音乐、演唱、舞蹈等艺术形成。

M：数学

制作头饰、道具、舞台模型的过程，材料数量的统计、空间设计、

几何图形的绘画、量度数据等，都需要运用数学计算能力。

四、结语

从 E—STEAM“校园剧”工程因素归类可以看出，“校园剧”

最终产品的显示是以演出为形式、载体，为非物质 E-STEAM。“校

园剧”利用学科课程统整，全面推进学生维度的可持续发展。 开

展 E-STEAM 教育，选取校园剧为研究载体，不仅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更能有效地实现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在课程统整实施

中的落实，并能实现学校文化的深入推进。小舞台成就大梦想，

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未来之星，这就是学校

践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