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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演中玩转高中英语 
◆孙淑波 

（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中学） 

 
摘要：本文通过戏剧表演应用于高中英语课堂的实验研究结果，着重展

示了戏剧表演法深受学生欢迎以及它给学生带来的好处，也说明了实验

带来的启示及这一方法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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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负责任的英语教师应该关注的不只是学生考试的分数，

更应该想到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基。高中毕业生如果具备扎实的
语言基础听说读写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同样会造福于他们大学里
的四六级考试以及雅思托福考试以及未来出国深造。戏剧表演在
笔者课堂上已有多年的实践，而此次实验表明实验班 52 名学生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实验后的评估表明戏
剧表演法的目的已经实现，我们发现戏剧表演能够培养学生的
听，说，读，写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合作能力和学习内驱力。 

不论学生是否真的成为了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都合作创
造了一个他们想象中的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逐渐开拓与建设
使他们对自己正在学习的问题具有了更加深刻并具备个人思想
的理解。而那些最为成功的即兴创作往往源于学生们手头的素
材。例如，学生可能通过将英语或语文课本原文改编成戏剧来表
演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与安东尼奥参加审讯时的场
景，也可能模仿在荒岛上的幸存者 Chuck Noland 或者表演马克•
吐温《项链》中的宫廷舞会，他们还将语文课本中的经典作品翻
译成英文，并扮演中国文学作品中像孙悟空，窦娥，林冲，周朴
园等角色来表演《西游记》，《窦娥冤》《水浒传》《雷雨》等作品
中的场景，表达他们对角色与场景的所有理解。 

在实验班的八组学生中，有六组同学在 95%的表演时间当中
使用英语，另外两组则在 85%左右的时间使用英语，其中一组在
表演过程当中使用了中文。那些不小心使用中文的小组表示他们
的词汇量不是很好、害怕犯语法错误、不能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
思以完成出色的表演、使用英语不够流利，或者有来自同伴的压
力导致不敢说英语。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了以下这些解决方
案：惩罚使用汉语的同学、当搭档不小心说汉语时用英语加以回
应、提醒其他人使用英语、指着说汉语的人。 

一、来自老师及同学们的评价： 
戏剧表演法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它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在课堂

上说英语的机会。很多学生写到，在实验之后他们体验到了一种
全新的、不同的、令人感到十分有把握的口语环境。一个学生简
单地说道：“我学会了怎样用英语表达我的感受”；“我们确定短
剧表演丰富了我们的学习经验”；“我对自己能有机会成为实验班
的学生感到非常幸运。与学生们的邮件、微博、微信交流似乎指
明这些学生在应对不同环境下各种错综复杂的状况时更自如。下
面这些来自参与者们的评论是关于短剧表演的典型观点。 

1. 戏剧表演是一个全新的教学方法，所有的表演素材都十
分贴近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学生们对它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
渴望了解如何将他们的想法更加轻松有效地表达出来。 

2. 戏剧表演给学生们提供了多样化的语言技巧练习。而这
种综合性的练习显然要比单一的专项练习更加有效。 

3. 这种课堂活动新、覆盖面大,不仅有利于学生的语言学习,
也有利于他们理解他国文化。 

二、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大庆中学 98 名学生的实验研究，探索了戏剧表演对

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或者英语核心素养的提高，并得出以下结
论： 

1. 实验班（EC）的学生每堂课上进行大约不到十分钟的戏
剧表演，就听说能力的表现而言，他们与对照班（Control Class）
的学生相比要更为出色。 

2. 将学生戏剧表演的剧本写作安排在课后进行，这有效地
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3. 阅读理解是学生的每日作业，但实验班（EC）的学生通

过阅读更多的剧本或表演材料来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方式起到
了更重要作用。 

4. 戏剧表演促成了学生思想和情感的真正交流，提高了学
生的合作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戏剧表演的实施方法简单，但是这种方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
应用，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数的英语教师并不相信学生们的能力。
事实上，如果被给予足够的机会，学生们便能创造奇迹。在笔者
的课堂上，得到充分锻炼的学生们甚至可以代替教师进行授课，
这也许是将教师从辛苦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有效途径。这些活动增
加了教师的教学策略，使教师的课堂教学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活
动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从而增加了其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三、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在本研究中，样本量不够多，仅 98 名学生被选择参加了实

验和调查问卷。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要求更多的学生参与实验
和调查问卷，从而使研究的结果更加有效。还有一些实际问题，
例如，由于研究对象来自于笔者的班级，彼此之间相互熟识，学
生们便可以与笔者有更好的合作，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处于熟悉的
环境中会令他们更加放松，但是在真正的交际中，并不是所有的
说话人都熟悉对方。此外，问卷的设计仍需要进一步的改善，问
卷的调查结果不能说明所有的语言交际中存在的问题。如果对此
进行进一步的实验研究，就必须将许多问题考虑在内，为了使其
顺利进行，应做如下的改变： 

1. 为了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戏剧表演当中，就应当充分考
虑学生们之间的个体差异。有些学生仍然特别害羞或者沉默，对
此教师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训练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们在
交际能力的提升方面受益匪浅。 

2. 在没有公开表演的场合下（例如新年聚会），戏剧表演应
尽可能简短，功能性更强。每个剧本仅限于一页双倍行距的对话，
这在表演时持续约五分钟，若剧本过长，可将其分成几幕进行表
演。 

3. 为了使学生们表现更加自如，在每场演出开始之前，教
师 应 尽 量 不 过 多 强 调 对 学 生 们 的 表 演 反 馈 （ performance 
feedback）。 

事实上，在笔者的课堂上，戏剧表演的实践已经进行了多年，
并且得了丰富的实践成果，但在这之前，它始终没有上升到理论
层面，此研究将有望给更多的学生们带来更好的成果。而笔者将
密切跟进未来的教学工作并获得及时的数据和反馈，以使戏剧表
演的实施更加完善，并以此为基础更好地进行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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