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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究课本剧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创新与运用

张晴雯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第十七中学　云南红河　661000

摘　要：课本剧作为一种能有效激活学生学习兴趣、提升综合素养、加强合作学习的新型教学方式，在尊重语文教学与忠

于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很好地践行了“寓教于乐”、“化繁为简”的教育理念。教师恰当、适时的使用课本剧，能有效地

提升教学效率，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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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本剧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将文字转换为可视化表演的

创新型模式，是一种将课文或者经典作品创编成剧本，然

后通过表演的方式让学生能够“身”入其境学习语文的方式。
[1] 这种模式主要以戏剧化语言来展现文章重点内容，表达文

章主题。课本剧的呈现一般需要基于课本文字内容的指导，

经过适当的编排演练，由学生之间的合作演绎来展现成果。

这种模式与课本语言最大的区别是可视化，而与可视化视

频学习资料最大的区别是学生的亲身参与。

1. 课堂教学适时采用课本剧的重要性

课本剧可以为学生的团队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合作学

习平台，让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与认识，

在肢体语言中加深对课本内容的识记印象；可以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学生的主体参与、合作学习、

整体发展及反思；可以在与小组成员合作的过程中获得成

就感与归属感，反向促进学生的凝聚力与团结度；可以让

学生体会到语文学习的快乐，真正得到知识与能力的全面

发展，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有效途径之一。 

综观时下初中语文教学，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阅

读量少，学生的创新精神、合作探究能力、综合素养等方

面得不到切实发展；教师教学模式单调、教学成绩得不到

有效突破的现状，在教学中适当、合理地加入可操作性课

本剧表演，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变现状。

2. 课本剧在实际教学中的案例与创新

2.1. 课本剧在文言文文体中的实际运用案例——以文本

为参考

以八年级下册文言文《石壕吏》教学为例，在《石壕吏》

的讲解中我采用了课本剧的方式引导学生分析文章主题。

在课文讲解结束后，明确提出问题：1、两位官吏与老妇人

分别是何处境？ 2、作者想抨击何种的社会现实？（文章主

题）大部分面对第一个问题时手足无措，答非所问亦或是

用词不当，面对学生的情况适时开展课本剧。首先基于对

文章的理解进行选角，学生 A 为老妇人，学生 B、学生 C 

为官吏；其次是对角色进行分析，明确不同角色的身份特

点和处境，设计台词、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等；然后进行

大致的走位指导，并且对演员进行简单的装扮，如老妇人

戴上古装帽子，拄拐杖；官吏拿上扫帚当工具。准备完成

后根据文本剧情演绎课本剧。

通过课本剧略带夸张的表演，引导学生说出老妇人是

被逼无奈，大无畏精神，官吏是凶狠残暴，一心只想应付

差事，毫无人情味可言。通过双方人物分析引导学生推出

文章主旨。

这样的课堂，基于课本剧语言设计任务群，凸显实践性，

发挥导向性，以语言为抓手，编排和演绎课本剧，可以突

出学习主体的参与意识、实践意识和创新意识。[2] 在表演中

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提升了个人自信，同时也激

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学会通过分析课本人物来

归纳主旨的方式，达到了教学目标。

2.2. 课本剧在现代文文体中的实际运用案例——以现有

影视作品为参考

以七年级上册课文《再塑生命的人》为例，在《再塑

生命的人》这堂公开课中，我采用提前录制课本剧的方式

进行呈现，而此次课本剧剧情翻拍自电影《奇迹的缔造者》。

在文本教学前，提前对学生进行选角、排练、布景和

拍摄剪辑工作并最终形成成片。在课文讲解到相应片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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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时展现拍摄视频，视频内容大致为两个学生，一饰海伦·凯

勒，一饰老师莎莉文，片段为莎莉文老师教海伦·凯勒学

习吃饭的礼仪，片段重点展示莎莉文老师的耐心及高超的

教育技术，海伦·凯勒处于盲聋哑状态且未经教育的迷茫、

无理、不解，通过海伦用手抓食物、不停走动、在地上打

滚等表演，让学生对盲聋哑状态感同身受，引导学生说出

海伦·凯勒对知识的渴望、学习前后的改变以及对莎莉文

老师的感激之情。

通过表演视频，学生看到演员为同班同学，对视频里

的各种表情、动作反映强烈，兴趣浓厚。在课后总结时学

生思维发散，回答准确，课堂反响热烈。这是简单播放电

影片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2.3. 课本剧在现代文文体中的创新运用案例——以形体

神态细节为重点

以七年级下册课文《老王》为例，整个单元都是关于

“小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虽然平凡，但在他们身上又

常常闪现优秀的品格光辉，学习本单元就需要从人物行为

中引导学生向善、务实、求美。然而，七年级的学生更多

停留在对人物故事的好奇，对人物深层品质的剖析还存在

一定难度，这也是教师上课的难度。在《老王》这堂课中，

我采用对学生的形体神态的调整为前提，帮助学生理解“老

王”这个角色，由浅入深，感受人物品格。

在文本教学中让学生精读文章句子“有一天，我在家

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

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

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

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只是瞎的，

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

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

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3] 根据阅读内容，请 4 个同学到

讲台上把自己看到的“老王”展现出来。这 4 个同学归属

的小组其余成员则帮助演员进行妆造，也可以一起出谋划

策帮助同学设计如何“镶嵌在门框里”，如何体现“白骨”

既视感，面部神态、眼神应该如何调整。在 4 个组完成展

示之后请全体同学针对不同模特进行点评。

在学生的点评中，我发现了惊喜。班上绝大部分学生

能够根据模特的表现准确说出与他外貌相符的评价词，能

够进而说出对人物生活情况的评价，推出人物的经历给他

带来的磨难，部分优秀的学生能够准确归纳出人物的精神

品质，极大的提高了课堂的效率。

2.4. 课本剧在现代文文体中的创新运用案例——以道具

制作为切入点

以九年级上册的课文《孔乙己》为例，结合课本剧将

每个小组的学生分为两个部分：道具组和表演组。道具组

的学生负责利用报纸、草稿纸、家中的废弃布料等制作课

本剧道具——长衫，制作过程可以在劳技课中开展，切实

进行学科的融合，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丰富课堂

内容；表演组的学生则负责穿上长衫依据文章内容进行课

本剧表演。

这样的形式能充分发挥学生所长，有利于学生的团结

协作。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制作长衫的学生必须现

了解何为长衫，了解长衫的历史，了解当时的长衫对于孔

乙己意味着什么。在了解这几个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会自

己去搜集相关资料，可以帮助学生推出整篇文章的主旨，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表演组的学生，在文

本的指导下进行剧情演绎，必须了解文中人物的描写、人

物的故事、经历，通过这些前期工作，剖析人物特点、性格，

从而理解他的行为举动，帮助学生从人物角度推出文章主

要内容。

因此，纵观道具组和表演组，分别从不同角度帮助学

生理解文章，把握人物，提炼主旨，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同时可以启发学生从不同的切入点进行学习，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也能帮助教师达到良好的

教学效果。

2.5. 课本剧在现代文文体中的创新运用案例——以剧本

改编、创作为切入点

传统教学中的阅读模式比较单一，教师只是提出常规

性的段落结构和中心思想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思考与作答，

然后直接给出正确答案。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师可

以组织展开多样化的阅读活动，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阅

读能力，从而全面提升阅读教学质量。[4] 基于这样的情况，

课本剧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用课本剧剧本形式对剧本进

行补写改写，学生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会主动去思考需

要补什么？改什么？改了之后有什么作用？这样的思考可

以有效的促进学生现代文阅读能力的提升，同时学生创作

的过程也是写作的过程，可以帮助学生感受文字魅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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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文字表达能力。

如：师：请大家化身为编剧，思考一下《秋天的怀念》

哪些地方还可以扩写或者改写，以小组为单位，完善剧本，

并谈一谈创作初衷。 

生 A 作业：补充对菊花的描写，补充如下：“在母亲

的表述中，‘菊花已经开的很盛了，白色的如雪花一样纯洁，

黄色的在阳光下愈加灿烂耀眼，红色的娇艳欲滴最为热烈，

远远望去，一片彩色的花海吸引了无数的蜂蝶，好不热闹。’

母亲描述的绘声绘色，然而我认为这些热闹都与我无关。”

（创作意图：景物描写，写出了菊花盛放的美景，体现出

母亲想让我去看花，重燃对生命的希望，与后文形成鲜明

对比，更能体现母亲去世后我的懊悔，愧疚以及对生命的

感悟。）

生 B 作业：我想在母亲去世前那里进行补充，补充如下：

“母亲面色如土，病痛的折磨让她面部无法舒展，五官缩

成一团，似乎这样的用力能减轻一点她的疼痛，她额头上

鼻尖上都是汗滴，灰褐色的眼球似乎比往日灰得更淡一些，

显得很无力。”（创作意图：补充外貌描写，详细写出母

亲去世前痛苦虚弱的模样，反衬出我对母亲的心疼以及我

没有答应母亲看花的愧疚）”

这样的剧本扩写，改写，可以体现在分层作业中，对

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巩固其对文字的把

握能力，而对于表演能力强的学生则可以将剧本完美呈

现出来，让他们在形象的表演中逐步感受人物的情感，

进而转变为自己的表达能力，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的现代

文阅读能力。

2.6. 课本剧在现代文文体中的创新运用案例——课本剧

展演活动

在学生活动中开展课本剧展演活动。由语文组教师牵

头，组织学生进行课本剧展演活动，具体主题可与名著导读，

综合性学习，安全教育相结合，如禁毒主题创作，《西游

记》片段展演，《骆驼祥子》片段展演，《少年正是读书时》

片段创作等。每个组由一个指导老师进行辅助，帮助学生

创设情境，在主题下或自行编创剧目，或模仿影视片段，

或基于名著文字进行创造。对展演进行公开表演。这样的

展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

兴趣，寓教于乐，可以满足学生的表演欲望，帮助学生全

面发展。

课本剧展演活动，是对教师和学生的一种考验也是一

个很好的展示平台，需要教师和学生付出很多前期努力才

能有一个相对完美的舞台呈现，它对现场要求也较高，如：

舞台、音效、观众、评委，整体投入较大，可以选择与课

后延时服务相结合，开设课本剧剧团，一个学期打磨两到

三个精品课本剧，并充分利用校际交流、学校文艺汇演等

平台进行展演。

3. 对如何提升初中语文教学中课本剧辅助性功能的思考

3.1. 紧跟教学目标，明确目的性

课本剧对于语文教学有着较好的辅助性功能。在教学

中，教师应该挖掘课文剧与语文教学的目标，然后对课本

剧的设计进行优化，以便更好地发挥课本剧的辅助作用，

从而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各项素养。一般而言，教师

可以通过关注细节、特化过程等不同形式的课本剧表演活

动，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地引导。 紧跟教学目标，可以有

效避免学生漫无目的，仅沉浸于课本剧带来的欢乐中而忘

记了学习任务。

3.2. 适时暂停点评总结，突出重点

课本剧探究和运用是希望在课堂教学方面有所突破，

希望能够通过课本剧的读、写、演、评四个环节，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打造主动快乐课堂。依

据 " 以读促写，以写带读，以演促写，以演促评”的 16 字

方针，以期达到预期目标，实现”表演带动挖掘文本，点

评促进深度阅读”这一设想。[5] 在课本剧的实际运用中，很

多老师会陷入形式与内容的误区，部分课堂展现出的课本

剧，只是追求形式的新颖而让教学退居次位。通堂仅是展

现课堂剧，与课本相挂钩的内容少之又少，导致学生停留

在“看热闹”层面，实际学到的东西很少，没有达到效果。

因此，教师应在课本剧过程中适时暂停进行点评、重点内

容提点等，或是在表演结束后请演员分享心得，同学及时

进行点评，通过这些方式，真正让课本剧效果落地，让学

生学有所获。

3.3. 积极思考，创新尝试

教师应该积极思考课本剧所能应用的范畴，如课本剧

在演讲类文体中的运用、在作文训练中的实际运用、在学

生阅读能力训练中的运用。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究，让课

本剧在提升语文教学效率中发挥最充分的作用，成为帮助

学生会学语文、爱学语文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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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课本剧这种学生能亲身参与的可视化情景设置，在初

中语文教学中使用度尚不算高，需要教师结合教材特点、

学生特点，主动加强思考，调整教学策略，多加尝试以更

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肖辰阳 . 课本剧在语文教学中的实践应用研究 [J] 佳

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3，39（09）

[2] 基于课本剧语言开展语文实践活动——以《草船借

箭》课本剧改编为例 [J] 小学教学研究 . 2023（18）

[3] 温儒敏 . 义务教育教科书 语文 七年级下册 64 页 人

民教育出版社

[4] 浅议如何基于新课标理念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

量 [G]. 林丽莉 . 基础教育

[5] 关注细节，让课本剧教学更充实更丰满 [J]. 许织云 . 中

学语文，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