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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混龄创意戏剧游戏中班幼儿肢体表达的实践研究
葛永甜

（如城光华幼儿园 ，江苏 如皋 226500）

摘要：戏剧是一项融文学、舞蹈、表演、音乐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它能够以一种更为直观有效的方式促进人的认知、情感、

审美等方面能力的发展。而创意戏剧游戏作为一种即兴的过程性活动，其在中班幼儿教育中的引入，能够让幼儿在戏剧互动中，获得游

戏的满足，肢体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以及其他多种有益的成长经验。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班幼儿肢体表达能力的培养，对

幼儿园混龄创意戏剧游戏的组织、开展策略展开积极探索，以期通过戏剧游戏在幼儿教的介入，更好地培养幼儿肢体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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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指出：“幼儿的学习是基于

幼儿自身的直接经验，在日常生活以及游戏中获得的。在幼儿教

育中，要珍视游戏资源与生活资源所发挥的独特价值，为其创设

生动、丰富的教育环境，满足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

和亲身体验获得经验的需要。”中班幼儿年龄相对较小，语言表

达能力尚处于发展阶段，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

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他们的学习与发展很多时候都是通过

肢体动作与感官感知实现的。

创意戏剧游戏作为一种集音乐、舞蹈、表演、肢体动作等于

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能够充分满足中班幼儿喜欢装扮、喜欢“假

装”游戏、喜欢用肢体表达自我的多种需求。

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很多教师在创意戏剧游戏组织过程中

仍存在着许多困惑：“通过怎样的游戏策略能够更好地培养幼儿

的肢体表达能力？”“什么样的指导方式能够更好地达到幼儿教

育目的？”

对此，笔者结合自身幼儿创意戏剧游戏组织经验，谈谈混龄

创意戏剧游戏在培养幼儿肢体表达能力方面的优势以及教师的指

导策略。

一、幼儿创意戏剧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与传统幼儿戏剧活动相比，创意性戏剧游戏则是一种非正式

性的戏剧游戏活动。在游戏过程中，幼儿可通过即兴对话、哑剧、

肢体律动等多种方式，在教师的指导、带领下，充分发挥“假装”

的游戏本能，以绘本故事、童话故事等为蓝本进行即兴创作与表演，

并从中获得游戏的满足肢体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等多种有益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幼儿创意性戏剧游戏活动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一）即时对话式创意戏剧游戏，主要通过不同角色的对话

来表现

幼儿既可以直接使用绘本故事中的语言，也可以运用自己的

语言创编剧本。例如，在以绘本《谁咬了我的大饼》为蓝本的创

意戏剧游戏中，幼儿在演绎主人公“小猪”时，可以直接使用绘

本原话“是谁咬了我的大饼呢？”而其他动物之间的对话则可让

幼儿自行创编对话进行回答。

（二）哑剧式创意戏剧游戏

此类戏剧游戏主要通过不同角色的神态动作来表现。例如，

在表演《蛤蟆爷爷的秘诀》这一绘本故事中小青蛙遇到危险所表

现出来的“害怕”与“躲闪”时，教师便可引导幼儿尝试以丰富

的肢体动作与生动的面部表情来表现；

（三）为舞蹈式创意戏剧游戏

此类戏剧游戏主要指幼儿跟随音乐节奏进行身体律动。例如，

在开展以《谁动了我的大饼》为蓝本的戏剧游戏时，教师便可根

据故事情节选择一段节奏欢快的音乐，引导幼儿以肢体动作表现

小猪制作大饼的过程，创编一段音乐律动舞蹈。

（四）组合式创意戏剧游戏

在此类戏剧游戏中，幼儿可通过旁白的方式演绎故事情节，

或者根据剧情将戏剧分成若干幕，引导幼儿将哑剧、对话表演、

舞蹈戏剧进行组合，呈现一场完整、生动、有趣的戏剧游戏。

二、混龄创意性戏剧游戏对中班幼儿发展的优势

创意性戏剧游戏是幼儿游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幼

儿肢体表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情感表达能力、社会适应能力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混龄式创意戏剧游戏活动更是在

促进幼儿全面发展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混龄创意戏剧游戏为幼儿肢体表达能力发展提供更多

锻炼机会

美国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认为，游戏情境

能够充分激发儿童运用复杂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的潜能，儿童肢

体表达能力发展得最快。

在混龄创意性戏剧游戏中，幼儿通过以肢体动作、面部表情

生动、形象再现故事情境、演绎故事情节，并从中获得肢体表达

能力的提升。

在此过程中，大班幼儿能够以其更加标准、完整的肢体动作，

为中班幼儿树立学习、模仿的榜样，帮助中班幼儿更好、更快地

掌握戏剧表演所需的动作、表情。而中班幼儿同样能够在帮助小

班幼儿在进行表演动作练习、带动小班幼儿参与戏剧表演游戏的

过程中，获得提升、发展肢体表达能力的机会。

（二）混龄戏剧游戏为幼儿情感表达带来丰富体验

戏剧表演游戏能够为幼儿带来更加丰富、积极的情感体验，

如在《猜猜我有多爱你》的表演中感受亲子之间的脉脉温情；在

《鼠小弟系列》的戏剧游戏中，体验友情；在《我永远爱你》《爷

爷有没有穿西装》中接受生命教育，感受生命的可贵……

与此同时，对于中班幼儿来说，参与戏剧表演游戏是需要自

信与勇气的，幼儿担任不同角色、以不同的肢体动作表现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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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性格特点时，能够有效帮助这些幼儿克服胆小、怯懦

的性格弱点。

特别是异龄幼儿在混龄戏剧游戏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游戏

主体范围，幼儿们能够选择的角色也更多了。幼儿们既可以选择

扮演主角，也可选择扮演配角，还可以做小编剧、小导演、小化

妆师等。

随着游戏主体选择范围的扩大，幼儿也有了更多体验不同角

色情感、信念的机会，从而获得情感表达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三）混龄戏剧游戏为幼儿带来更多社会性发展机会

在创意性戏剧游戏过程中，无论是确定游戏主题、分配游戏

角色还是组织游戏过程、维护游戏秩序，都需要幼儿学会同伴之

间相互合作、相互理解与让步。

我们可以将创意戏剧游戏看作一项社会活动，幼儿参与戏剧

游戏的过程便是幼儿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在混龄戏剧游戏

中，不同年龄段幼儿之间的能力差异以及生活经验的不同，使得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主动调整心态、变化角色来适应这种更加复杂

的游戏环境。

中班幼儿想要参与游戏，获得预期角色，就需要通过肢体动

作或语言表情表达自己的愿望，让同伴以及年龄较大的幼儿接纳，

从而促使中班幼儿在游戏过程中积累更多与让人相处的丰富经验。

三、幼儿园混龄创意戏剧游戏中班幼儿肢体表达能力提升策

略

（一）通过生动的肢体动作，鼓励幼儿积极创新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非常重视对幼儿艺术表现能

力的培养。幼儿的艺术的积极态度以及表现能力并不是靠教师耳

提面命的教导就能够形成的，而是在潜移默化的培养、渗透中逐

渐发展起来的。幼儿的情绪很容易被教师带动，幼儿教师需对此

提起充分重视。

因此，在教学中构建创意戏剧游戏时，教师要尽可能以富有

感染力的肢体动作、饱满的状态、真诚的情感影响幼儿、为其进

行相应示范，以此更好地引发幼儿情感共鸣，促使其创作灵感得

以提升，引导幼儿自主创编戏剧表演中需要的各种动作。

在幼儿创编动作的过程中，教师应密切关注、实时指导，通

过鼓励、启发、演示等方式，调动幼儿参与混龄戏剧活动、创编

戏剧动作的热情，促使幼儿创造性地表现戏剧之美。

例如，在以《谁动了我的大饼》为蓝本的戏剧表演游戏中，

教师可引导幼儿想象小猪做大饼之前“磨面粉”的场景，教师以

“小猪”的身份邀请他的小伙伴们来帮助他磨面粉，教师边做出

推石磨的动作，通过生动的语言如“石磨好重呀”“谁来帮帮我啊”

以及夸张的面部表情，激发幼儿参与表演、展示自我的欲望；而

在幼儿们表演“磨面粉”的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幼儿根据自己所

扮演的“小动物”动作特征，用相应的身体部位配合磨面粉的动作，

如扮演“小燕子”幼儿可用嘴衔住麦粒往石磨里加小麦；扮演“老

牛”的幼儿可用手做出拉磨的动作，围着“石磨”转圈；而扮演“麻

雀”的幼儿则可用“翅膀”扫磨出的面。教师在发现幼儿们有效

果较好的创新动作时，应及时给予肯定，帮助幼儿树立参与戏剧

表演游戏的信心，激发幼儿创新肢体动作的积极性。

（二）营造良好游戏氛围，促进幼儿能力发展

游戏是幼儿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之一。以混龄创意戏剧游戏

为载体锻炼学生的肢体表达能力，能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

幼儿在和谐、愉快的游戏氛围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游戏、

进行学习、提升能力。

例如，在学习了《米格爷爷鞋匠铺》的故事后，教师便可以

此故事为蓝本，组织幼儿开展创意戏剧游戏“小猴子的舞”，这

是一个镜面模仿类的哑剧游戏。幼儿们需要在其中分别扮演不同

的鞋子，同时还需要两支不同的“鞋子”相互合作对着镜子做出

不同的造型。当音乐响起时，其中一支鞋子走出去对着镜子随意

做出造型，另一支鞋子紧随其后走到镜面前做出相同的造型，其

他组的同学同样如此，直至所有的“鞋子”都配对成功。在此过

程中，教师则扮演装睡的米格爷爷，随着音乐节奏演绎“装睡—

伸懒腰—又装睡—检查鞋子是否丢失”的过程，小“鞋子”们要

在米格爷爷检查鞋柜之前偷偷回到鞋架上。哑剧作为创意戏剧游

戏的重要形式，主要依靠小演员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进行故事

的演绎，幼儿在以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演绎故事的过程中，能够

有效获得肢体表达能力的提升。

（三）适时退位，充分发挥幼儿主动性

在以混龄创意戏剧游戏为载体的游戏活动中，教师的定位是

至关重要的，教师要时刻牢记幼儿才是游戏活动的主体，教师在

其中只是扮演引导者、支持者、参与者的角色。

因此，在创意戏剧游戏开展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引导、示范

的方式，帮助幼儿掌握肢体表达技巧。在幼儿基本掌握相应的肢

体表达技巧后，教师要适时退位，给予幼儿充分的自主空间，放

手让幼儿自主探索。但是要强调，教师的退位并不是完全放任自流，

撒手不管，退位要逐步进行，并在幼儿游戏过程中给予必要指导

与及时帮助，确保幼儿主体性与教师指导性的充分体现，从而更

好地促进中班幼儿肢体表达能力的发展。

四、结语

总之，在混龄创意戏剧游戏中，教师要充分利用混龄创意戏

剧游戏在促进幼儿肢体表达能力发展方面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

势，并灵活选择多种游戏指导策略，鼓励、引导、启发幼儿积极

参与、大胆创新，在丰富的肢体表达中感受创意戏剧游戏的乐趣，

真正促进幼儿肢体表达能力的提升，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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