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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戏剧为媒 促进学生励志成长
吴惠琼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福建 厦门 361000）

摘要：教育戏剧元素融入课堂，创设学习与经验的联系情景，引导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加以体验、创造、反思、提升，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自信表达能力、发展能力等综合能力水平。这与我校“励志教育”的办学理念，从小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自立能力、自强精神，在培养

目标上是一致的。近年来，在学校语文学科教学实践中，尝试引入教育戏剧，课堂教学融入教育戏剧元素，激发课堂活力，助推励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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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类型的开展主要是将戏剧及其相关元素融入到教学

模式之中，从而让学生在学习戏剧的过程中达到学习的目的。教

育戏剧的重点是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进来，切身感受知识的价值，

并在和其他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戏剧的魅力。在教学中，通过“教

师入戏”“角色扮演”“画面定格”“论坛剧场”等各种教育戏

剧元素让师生参与进来。

实践中，注重的不是戏剧表演的结果，而是师生运用其不同

的方式对学习目标体验的过程。励志教育是学生树立正向信念的

教育。它的核心是，学生的自信、自立、自强。对生活、学习充

满信心；学生能独立的完成学习任务，并且有持之以恒的强大内心。

这是从心理学和激励学的角度来充分激发出学生内在的学习

动力，让他们产生自主学习的意识，进而依靠自身的力量成长起来，

进而获得学习上的成功。

本文主要探究语文学科中运用教育戏剧的策略，以促进学生

的励志成长。

一、在“情境体验”中培养自信表达

在教育戏剧元素中，像这样“情境体验”的方式，主要就是

依靠教师来模仿某个角色，让学生通过扮演的角色可以联想起一

些事情，进而使学生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给予学生心理上一

定的体验，从而激发学生进行探索学习的动力。

这种有趣的教学方法，产生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依靠创设情

境来营造全新的学习情境，这并非是单纯地依靠表演技巧，来激

发出学生丰富的想象能力，进而增强他们的体验能力。在创造情

境的过程中，学生可以采用全新的思路进行探究式学习，从而帮

助学生提升自身的创造性思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将学生放在已经创设好的情景之中，

然后通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个、合作来开展主

体活动的探究，进而认识到探究主题的价值。

在回答情境中的问题时，就是学习知识的最佳时期。比如部

编版新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沙滩上的童话》一一文中，

我们看到了一群小孩子在沙滩上垒城堡、编童话的快乐经历。老

师就设置了这样的情境：在课的开始，利用图片和音乐带领一群

孩子们来到美丽的沙滩上，伴随《踏浪》音乐律动，定格沙滩

上的游戏动作，再引导学生进行语言表达：沙滩上，我们一起

___________，海边的沙滩是我们的快乐天地。如此情境调动了学

生的生活经历，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他们乐说会说；在课的中间，

“老师入戏”变成“海边小精灵”，来到伙伴们中间聆听他们的“商

量”，学生自然入境，自如表达；在课文结尾部分，老师创设了

问题情境：我们救出了“公主”，公主是谁？你想对她说些什么？

让孩子们体验说话——“妈妈，我们 _____。”就这样，运用“教

师入戏”“定格”等策略设计课堂环节，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

帮助学生进入到创设的教学情境中来。

又如平时教学中，学生也可以化身为“小老师”，成为讲题

和探讨的主角，其他的同学则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学生与学

生进行交流，这样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和参与度，而且也能锻炼他

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一方面是教师启发学生，另一方面也是学生

启发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了更加自信的自己。

学生自身情感深浅程度对于语文学习存在着三方面的作用，

即推动、强化与调节。在情境式的体验探究学习中，主要是利用

借助情感以及认知进行相互作用。情境式教育的主要目的便是以

学生体验为主，让他们在体验的过程中，去诞生出及健康的情感。

这对于学生积极性的提升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让学

生主动快乐学习不再是一个梦想。

如此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以及氛围是解决目前学生动力不足

的主要手段，且具有有很好的效果。我们会发现，学生在这样充

满灵动的课堂上，更加地活泼，乐于表达。从开始比较羞涩的回到，

到情境中自然而然产生的情绪，促发孩子丰富的表达。即在情境中，

让学生主动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让学生在不断的认知赫尔

体验中提升组织作用。情境式教学也被称之为体验式教学，其核

心便是依靠创设的情境，让学生感受到愉悦以及身临其境，从而

让学生高质量的学习。

二、在“角色扮演”中关注人际自立

首先要明白角色扮演指的是什么。角色扮演的定义十分简单，

就是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依靠游戏的形式进行开展。

在活动中，角色扮演人员需要在不同的背景故事中去模仿不同的

角色，并体验角色人物背后的情感。

这就需要角色扮演人员需要根据文本内容来对扮演角色的形

态、声音、表情等内容进行推理，然后获得和扮演角色相同的情

感经理。较为常见的角色扮演游戏有很多，其中较为常用的有游戏、

表演、实景。

通俗地说，就是我们常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各种不同的扮演

元素，而语文课上的，角色扮演其实和戏剧中的表演有一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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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是教育戏剧融入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策略。角色扮

演法可以帮助学生从文本角色的视角去思考问题。这就需要学生

要尝试通过自身的想象，来对现实生活进行模仿，这为学生日常

的社交做了良好的铺垫。

在课堂中，区别于知识点的传授方面，可以引导学生参与到

角色扮演中来理解“是什么”的问题，同时在体验“是什么”的

过程中建立伙伴之间的关系，加深对文本、对人际交往方面的认

识和提升。

还以《沙滩上的童话》为例：在学“商量”这一幕：老师引

导学生先定格表演“商量”。再扮演“沙滩上的伙伴”读出商量

的语言。利用“海边小精灵”给的“法宝”——抓关键，想心情，

配动作进行角色体验。学生的角色就是文中的人物，老师的角色

就是扮演海边小精灵入戏，置身于这样的场景中，伙伴之间，师

生时间有分工、有合作、有体验。又如体验“攻打”，解救“公主”

这一幕，还是角色扮演的策略，说说你是怎么挖地道的，和伙伴

们怎么合作，想心情、配动作，表演读。

学生在角色扮演中不仅体验体会角色的情感，而且还可以在

一个假象的情境中进行真实的体验，通过一系列的合作。教师可

以鼓励学生对扮演人物的语言、态度、表情进行揣摩，然后分析

角色的内心想法。简单地说，就是老师创设合理地情境，学生代

入角色进一步地体验和感受。最终实现，在角色体验中，提升个

人表达和保持良好学习的状态。

三、在“良心小巷”中培育自尊自强

所谓自尊，说的就是是一种良好健康的心理，代表着学生的

自我尊重，既不向别人摇尾乞怜，也不允许他人嘲讽、歧视、侮辱。

而自强则指学生自己努力向上，通过自我勉励，奋发图强的一种

积极的人生状态。

在教育戏剧策略中，这种“良心小巷”就是当人物角色面对

抉择时，安排学生或老师代入该角色，其他学生则饰演该角色心

中正反方的声音，然后排成两行，形成一条小巷。当主角走过这

条“小巷”，两旁的学生逐一说出意见或看法，说服主角作出合

乎自己一方的决定。

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不同的人交流，保持自己的独立

想法，同时尊重他们的看法，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做到倾听他

人的意见，同时坚持所想，并且运用于表达。这是对学生等的学

习能力更高一层次的要求。

如：教育戏剧课《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在文本中，主要

描绘到每一个人内心之中都蕴藏了一颗爱的种子。即使是让人感

到可怕的霸王龙，在甲龙孩子对于爸爸的关爱、真诚和骄傲的表

现下，霸王龙内心的爱的种子萌发，最后放弃了自己面前的美食，

然后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爱。也正是因为爱的存在，霸王龙感受到

了不一样的温暖。学生站成两列，给“霸王龙”意见，结合自己

的经历告诉“霸王龙”，该不该去看望“很好吃”，理由是什么？

又如：《查理的巧克力工厂》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威利旺卡

的巧克力加工商，他造出了十分神奇的巧克力。但是，他从小与

家人绝裂，对人十分冷漠，连自己的员工也都是机器人和无情的

小人。他老了，要找继承人。最终，一个名叫查理的小男孩突破

层层诱惑，拿到了继承权，可是，威利旺卡要他抛弃亲人，查理

就放弃了。在设计教育戏剧课阅读分享课上，查理获得金券，如

果你是查理的亲人（同学、邻居），你会怎么做、怎么说？

学生会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生活中的经历，对查理进行祝福，

或者是善意的提醒，还有学生会提出自己的担忧，希望查理在前

往巧克力工厂的过程中，不要迷失自我。

又如《神笔马良》教育戏剧课时进行内容“重构”：马良被

关在监狱里，要不要去解救他，作为村民的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良心小巷”在这个表述己见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精读

作品，代入人物角色的情感，更需要融入情感来表达，需要即时

聆听对话的发言，加以补充或反驳。随着主角的脚步在小巷中前进，

透过戏剧活动，学生在设身处境的体验中，对书中人物产生同理心，

爱心、正义、勇敢的品质也随着对人物的关注与体验，引发更深

的思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欣然地发现，孩子的表达更加地

自信。特别是有进行教育戏剧实践的班级，孩子的整体表达程度，

感受理解的深度会更加的突出。

这也让我们借助“教育戏剧”这一新兴的手段，提升学生学

习力，课堂中活力，校园朝气方面充满了信心。但是我们也看到，

其中的不足，即如何处理课堂基础落实与戏剧表演较形式之间的

矛盾。学生的感受力提升的同时，如何扎实基础，这将是一个新

的话题。

四、结语

总之，语文学科以“教育戏剧”为媒，运用教育戏剧的元素，

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实践。在实践探索过程中，我们发现，学

校开展教育戏剧，依托的并非是服装道具，也并非精彩的剧本，

更不是去邀请一些演员，而是引导教师和学生进行自发性的创造，

捕捉生活以及学习中的细小问题，然后借助教育戏剧的模式演示

出来，进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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