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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剧”志大，见“微”知著 

——“微戏剧”融入语文课的实践和思考 
徐恩伟 

（宁波市鄞州区蓝青小学 浙江  宁波  315105）   

摘要：结合课文片段改编的微戏剧穿插在语文课上：从编到演，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既可教

会学生编写剧本，又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既可以通过表演与评论来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又可以启迪智慧、陶冶情操;既可

以有效地改进教学方式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又可以激活课堂气氛，提高语文教学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微戏剧；融入课堂；实践思考；语文教学 

 

【起——“柳暗花明”的初遇】 

因为要上一节阅读公开课，我选择了《汤姆·索亚历险记》为

重点展示。 

在磨课中，发现整节课的设计还是有些平，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不高，怎么办？有小伙伴提出加入片段表演，于是我让孩子们自己

起草《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片段剧本。没想到，这些小“演员们”

对这幕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提出加“蒙太奇”，让情节更曲

折；有的要求设立“关键钥”，使人物形象更鲜明；有的推荐加“伏

笔”，由姨妈波莉说旁白，由她串联整出剧⋯⋯再看看他们出炉的

剧本：   

附：《无奈刷墙，战绩辉煌》剧本（部分）。 

人 物：汤姆，吉姆，本•罗杰斯。 

主要情节：汤姆使小伎俩骗人刷墙。 

（星期六早晨，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到处洋溢着夏日的生机。

汤姆提着一桶白粉浆无精打采出现在人行道上刷墙。他刷了一会

儿，便坐在树池旁边。 吉姆手提一桶水蹦蹦跳跳从大门跑出来，

嘴里唱着歌。） 

吉姆（说唱）：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丽的；今天下午没有

课，这的确挺爽的⋯⋯（吉姆看见了汤姆在坐在树底下） 

吉姆：（拉了拉汤姆）Hello!Tom, Hou are you? 

汤姆：（无精打采）不 hou are you!!!吉姆，你是我的好伙伴吗？ 

吉姆：（挺了挺胸）废话，当然是！ 

汤姆：（假装非常悲伤）你说我的处境悲哀吗？ 

吉姆：（说“悲哀”的时候语气加重）悲哀，十分的悲哀. 

汤姆：（一把鼻涕一把泪，使劲拍了拍吉姆）啥也不说了，啥

也不说了⋯⋯ 为了感谢你，请你帮我刷墙，我帮你提水。波莉姨

妈打人很疼的！ ！ ！⋯⋯ 

果真，孩子们在课上的表演展示也是淋漓尽致。这让我感慨万

千，因为一个简短的剧本加入，孩子阅读的兴趣，解读文本的多元

和深度被深深激发，再加上课上不凡的表演刻画。这井喷的一大堆

衍生物，内涵多么丰富啊！要是这样的精彩纷呈能时常出现在我们

的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该有多么可喜。我思考：如果把这样的片

段戏剧引入课堂，让学生主动学习的意愿急剧增长，能从中感受到

思考、创造、表演的乐趣，获得思维的碰撞，应该是一种实效性较

高的语文教学方法。 

【承——“追本溯源”的解读】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听

说读写能力，而且这样的能力只能在相应的听说读写训练中获得，

所以组织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就成为语文教师的基本责任。语

文教师的课堂就是组织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场所。”而戏剧融

入课堂，就是在课堂中锻炼语文能力的最好方式。 

由于课堂的局限性，我们倡导的“微戏剧”，即以课文的一段

或部分为载体，将一个或几个语言训练点融合在简短的一幕或一场

中的较短戏剧。根据部分文本去设计相关台词、布景等，内容指向

人物形象或探寻相关事情的前因后果，又或发现感受情境之美⋯⋯

通过学生导、演、编、创、评，展开语文实践，这样既能调动学生

的学习兴趣，又能丰富语言训练形式。   

【转——“躬行践履”的升华】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说:“学习的过程是个游戏的过程，有益的

游戏能丰富想象，丰富的想象有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因此，学

生可以把编写“微戏剧”的剧本当成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这样不

仅使每位学生的理解能力、写作能力得到提高，而且使学生对文本

梳理、理解形象、品味语言、拓展思维、延伸课外等都有提升。 

（一）梳理文本——对故事情节把握更精准 

面对一篇篇情节曲折的故事性课文，很多老师都会展开概括课

文主要内容、梳理文章线索、归纳每个自然段的段意等常规的语文

教学活动。当然，这些常规的阅读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单调功利

的过程却让学生乏味，课堂沉闷。 

1．导演说戏，让理解文本更到位 

在课文内容整体的感知的阶段，可以让孩子浸润于“剧本情境”

中：孩子角色转变为“导演”，让他们给“演员”及“其他工作人

员”说“整部戏”。以《晏子使楚》为例—— 

师：如果你是导演，就要给演员们梳理这部剧的大概。大家认

真读课文，从中获取信息，完成这个微剧本，稍后我们有请导演来

“说戏”。 

《晏子使楚》 

时间：  春秋末期 地点： 楚国 

主要人物：晏子   楚王 剧情安排：分“三” 幕拍摄 

分镜头拍摄地点：  城门口大殿酒席上 

剧情简介：春秋末期，齐王派晏子访问楚国，楚王仗着国势强大，

乘机三次侮辱晏子，想借此扬楚国威风，但都被晏子一一回击，

维护了楚国的尊严。  

当“导演”把那么长的课文，浓缩于这么理性的剧本打造时，

我们不得不惊叹：“导演说戏”鼓舞了学生更投入地进行语言实践

活动，进而更积极主动地与文本对话，把较长的文本概括为简短而

精准的几句话，这是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认同和培养。 

2．要素提取，让文本概括更简洁 

在简短的成果展示中，对于剧本写作中的“矛盾冲突”设置，

“导演”提出分三幕三地进行演绎，追问其理由后，提取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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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剧本添加了每一幕的名称：不钻入狗洞→驳齐国无人→辩齐人盗

贼。“导演”在介绍剧情的三个冲突中，文本内容的概括也水到渠

成。对于这种情节丰富，故事性强的课文，教学就可利用“剧情介

绍”去梳理文脉、了解文章大意，让学生一开始便将简洁的“整出

剧”了然于心，为接下来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解读形象——培养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 

郭沫若说过:“大凡一个作家或诗人总要有对于言语的敏感。这

东西‘如水到口，冷暖自知。’”这里的“言语的敏感”实质上是

语文综合素养的具体展现。而微戏剧往往通过人物的姿态、动作、

对话等展现剧情、塑造人物，而其中更多是以对话为主的。课文中

有很多人物对话环节，就可以抓住表演，既能感悟到语言的魅力，

又能从中感悟到人物的性格，就会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言语

的敏感”。  

（三）精心构思——在“微”舞台中诠释好意境 

舞台剧善结合灯光、音效、肢体等来表达思想情感，不需太多

言语，却包含浓烈情感，而古诗词就有凝练传神的语言特征，有着

转化为舞台剧的强大张弛力，因此可把两者结合，让孩子们体会语

言的精妙。 

古诗词的教学不光要走进“景”，更要走入“情”。引导学生

选一个场景，设计舞台画面，进行意境补白，对于深化作者要表达

的情义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赠汪伦》为例： 

旁白:(舞台背景为小亭、对饮台）汪伦盛情款待，两人把手畅

游，畅饮美酒，诗词互答，引为知己。数日后，李白与汪伦告别。

汪伦亲自送李白至渡口边乘船。 

汪伦:（舞台背景为游赏桃花潭;双手抱拳，弯腰作揖）“李兄

一路保重，后会有期!” 

李白:(舞台背景为饮酒写诗:双手抱拳，面带微笑）“后会有期!” 

旁白:(舞台背景为临船眺望）李白上船后，汪伦吟歌相送，李

白甚为感动，吟诗一首。 

齐读:“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舞台背景策划是读语言想象画面，情境的补白则是由画面触摸

作者的情感。这种通过字里行间的精读“策划”让学生由言生象，

由象生情，走进诗人真情流露的内心不再是难事。 

四、拓展课外——让语文学习的外延更加“戏”化 

语文课外的拓展，是对语文课堂学习的重要补充。利用课外宽

裕的业余时间，可以让学 

生借助多种方式对不同文体的课文进行主题延伸，既巩固课堂

所学，又能提升语文综合素养。 

1.拓展思维明义，让文道更统一。 

富有哲理的文章，在教学后，可以通过捕捉热门话题，将值得

探讨的话题转化为新闻录播的微脚本，体验“主播”、“记者”的

乐趣和成就感。 

如：《钓鱼的启示》的教学，配上一段微戏剧： 

父亲 (忽然想起了什么)别慌，孩子。让我看一看时间。(说着，

划着了一根火柴，看了看手表)现在是晚上十点，距离开放捕捞鲈鱼

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盯着鲈鱼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目光转向孩

子，果断地)孩子，你得把它放回湖里去。 

孩子 (急切地)爸爸!为什么? 

父亲 (又划着一根火柴，指着“钓鱼须知”纸牌)这里明明写着，

凌晨起才可以钓鲈鱼。现在离允许钓鲈鱼的时间还差两个小时。时

间没到，决不能钓鲈鱼。这是规则，懂吗? 

孩子 (大声抗议)我好不容易才钓到这条大鲈鱼，我可舍不得，

不放! 

父亲 (平静地)你还会钓到别的鱼的。 

孩子 (大声争辩)可是不会钓到这么大的鱼了。再说，这里没有

一个钓鱼的人，又没有一条路过的船，有谁知道我提前钓到鲈鱼呢? 

父亲 (坚决地)不管有没有人知道，我们都不能违犯规则。规则，

不容你争辩，要自觉遵守。 

孩子 (嘟着嘴)无可奈何地将鱼放入水中，然后垂头丧气地坐在

草地上。 

父亲 (抚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孩子，遵守规则是有一定难度

的。我知道鲈鱼对你有很大的诱惑，可是现在，在规定的时间内，

把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加上又没有人看见，你能做出正

确的选择吗?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能自觉地按规则办事，才是一

个正直的人。这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啊! 

孩子 (站起来，真诚地)爸爸，谢谢您!您不仅教会了我怎样钓鱼，更

教会了我怎样做人! 

在这段微戏剧观看后，由“主播”简短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可以

在互相解惑、激辩中各抒己见。接着“记者”深入采访“当事人”，

对话人物，深度解读道德面前人物内心想法。让学生角色身份介入，

设身处地地思考。这样去解读人物内心，体会父亲的用心良苦，明

白道德是一种无形的习惯。 

【合——“余音绕梁”的美妙】 

“微戏剧”融入语文课的教学片段，真正融合了语文的“实”

与“活”。它要求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即兴改编剧本，进行生成式、

拓展性的语文学习，使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感受到语言魅力、促进

学生对语言文字的运用与内化。同时促进学生课外阅读、观察生活、

提升对周围事物的观察和感受能力。平时的积累，加上课堂中有意

识的引导和训练，使“微戏剧”的表演与语文的学习相互促进，让

语言文字的运用更加游刃有余。同时“微戏剧”融入相关的表演知

识，化整为零，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将戏剧表演和语文学习美妙结

合、融会贯通。 

小学阶段是孩子们思维能力迅速发展的年龄，我们的语文教学

要尽可能地避免知识的灌输。用心地使用一段微戏剧，或编或导、

或演或评、或写或拓，敢于将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展示，就可以让

微戏剧成为学生缜密思考、大胆表达、活用语文的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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