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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绘本偶剧成为幼儿园小剧场项目课程体系”的 

价值取向 
◆吴云珍 

（浙江绍兴越城区鲁迅幼托中心） 

 
导读： 
将绘本偶剧成品成为小剧场公演项目是实际的行动落实了

“以游戏为幼儿园基本活动”的教学理念。剧本从“创编—排练
—公演”是此体系的重要环节，整个过程中，幼儿以自己的意愿
进行创编绘本、借助偶剧中不同形式自行组队编排、到招募式公
演，从而获得其蕴含的学习经验。“将绘本偶剧成为小剧场公演
项目的形成体系” 作为培养幼儿深度阅读的一脉根基，也是作
为园所园本课程建设中的之课程。 

一．将绘本偶剧成为小剧场公演项目的体系课程实践 
形成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具体实施方案：  
本方案实施以两个月为周期： 

周 次 实施步骤 周 次 实施步骤 

第一周 
经 典 绘 本
阅读 

第五周 确定剧本自行组队初次编排。

第二周 
绘 本 创 作
（一） 

第六周 
小团队精细化排练，体验角色
间的语言、情绪、情景等。 

第三周 
绘 本 创 作
（二） 

第七周 
各小队在班级内公开展演，并
推选一组演出小分队参加同
年段招募公演。 

第四周 
绘 本 创 作
（三） 

第八周 年段内招募公演 

班级内通过谈话倾听幼儿对所喜绘本的交流，并推荐确立某
一本绘本，开展绘本阅读集体教学活动，以改编、续编、自编等
形式生发新绘本的创作，从绘本本身的文学性和图画的美学角度
出发，产生了新故事、新情节、新角色并以此为剧本，鼓励幼儿
自荐组长，由组长和小伙伴双向选择自行组队成一个个小团体，
并进行分角色开始排练，尝试在小班段开展人偶、中班段开展手
偶（提线偶、杖偶等），大班段开展皮影等表演形式，挖掘绘本
故事中的词汇、节奏语句语气、肢体表达、以及舞美、道具等有
益经验，在小剧场内从班级展演到年段招募公演，让我们的小剧
场初有了灵魂。通过这短短的几周经历，老师的角色一直处在观
察和倾听的位置，倾听孩子们在角色中的语言表达，观察孩子们
在表演中情绪情感，注意营造鼓励、尝试改变、不断创新的环境
氛围，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淡化演出的结果。让孩子们坚信：
只要坚持敢大胆、敢改变、有新想法，一定会有灵动的剧目搬上
舞台，而孩子们从整个过程中体验了文学创作、团队建设、美学
设计、合作支持等，他们的挫败能力、表现能力、团队精神、组
织能力都获得了发展。 

（二）重点对绘本创作的两大基本要素进行剖析解读。 
幼儿绘本创作的指导方法来源很多，不少研究者根据不同年

龄特点已经梳理出很多可借鉴的优秀经验和操作性强的指导策
略。在秉承了大家的优秀经验为操作实践的手段外，我们必须要
遵循绘本创作的两大要素做基础：文字的文学性和图画的美学
度。 

幼儿绘本中的文字很少，很多时候，因为孩子识字不多，这
些文字是用来读给孩子听的，所以文字中有了适合幼儿理解的趣
味性、简洁性、传达性等文学思想，才能让绘本内的故事为孩子
开启小绘本大智慧的功能，并能在阅读中感受语言美、情景美、
智慧美。让孩子们在创作文本中带着文学素养去创作，提升孩子
们的创作思维，让创作出来的绘本文字能成为他们的“心灵鸡
汤”。 

绘本中的图画是最主要的表达呈现方式，如果能带着孩子用
艺术的审美特质去设计：注重图形符号的个性表达、图片与图片
之间的关联度、构图的审美度、材料的创新使用以及对色彩的整
体节奏感这几项中去思考，此绘本图画从美学的角度会被孩子们
追随和喜欢。 

鉴于以上两者为基本要素去创作，这样的绘本创作是有一定
深度和有灵魂的作品，能提炼孩子创作的思源和水平。 

以读绘本《礼物》为例，用解构的方法来设计创作自己的新
绘本故事《礼物》。 

解构：有点像平时孩子们因为想了解一个玩具的内部而动手
拆解，通过拆解看到玩具的内部构造，于是就可以重新组装了。 

1．读此绘本，第一步为读文，尝试着把文和图拆开，先看
文字的结构，重复且富有节奏感的句式与段落： 

一天，小鸟收到一件礼物…… 
可打开后才发现，这并不是它想要的！  
不过，这样也不错啊…… 
 
一天，小老鼠收到一件礼物…… 
可打开后才发现，这并不是它想要的！  
不过，这样也不错啊…… 
 
 
 
 
 
 
 
2．第二步为读图，将图这样排列，你能找到隐藏在图里的

规律吗？你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镜头语言创作属于自己的故事。 
 
 
 
 
 
 
 
 
 
 
 
 
 
 
 

 
课程体系 

经典绘本阅读 

（新绘本创作） 

自行组队编排 

（人偶、手偶、皮影） 
招募公演 

  

  

  

试着按照这段文字的结构，往下编一编：

一天，（       ）收到一件礼物……   

可打开后才发现，这并不是它想要的！ 

不过，这样也不错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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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步图文结合、创作求新，我们可以开始自己的创作，
一本全新的《礼物》就要诞生。如果能在孩子思考编图、画图中，
也能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礼物》的原作者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万物都有用”的生活智慧，你又想通过自己的故事告诉大
家什么呢？此类问题的思考适合在大班年龄层去设计投放，通过
这样的思维设计，既能让孩子获得课程的挑战性，获得优秀的学
习品质，同时也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个体差异进行删减式
创作而注重个体差异。 

二．将绘本偶剧成为小剧场公演项目的课程价值取向 
将绘本剧成为小剧场公演项目的课程实施形式，蕴含着当今

学前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新取向，这主要表现在：课程的定位
由“学科中心”转向“经验中心”；课程的源头根植于孩子是主
人，从自编、自导、自演公演，是生动开放的表达；课程的目光
是指向培养孩子们深度阅读的习惯和方法。 

（一）课程的定位由“学科中心”转向“经验中心” 
学习指南，解读实施《指南》应把握的几个方面中提炼到：

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中进行，珍视游戏的独
特价值，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
亲身体验来获取经验的需要；要重视学习品质，敢于尝试、探究，
乐于想象、创造，同时关注领域、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整合。更
需要尊重孩子们发展的个体差异。基于以上的导向，在生成这个
课程体系中很好地进行了理念到实践操作的转换，由众多的学科
目标整合为一，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共同走进游戏并在过程中鼓励
孩子去尝试、去改错、去商讨、再修改、再合作，孩子们所有的
学习都存在于游戏的过程中而获取经验从而获得发展。 

（二）课程的源头根植于孩子是主人，从自编、自导、自演、
公演，是生动开放的表达。 

本课程实施过程中，没有统一划一的内容，一切来自孩子的
生活经验和兴趣以及智慧，从绘本的创作开始，允许每个孩子都
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绘本；通过探讨、合作、删减到定剧本，
需要有团队协调和挫败抗衡能力；从编排自演过程中，要有较强
的团队合作精神；当被推荐进行招募公演中，成功和体验并存。
这一系列的课程实施，孩子是课程的主人。 

（三）课程促进孩子养成深度阅读的习惯并伴随孩子的成
长。 

阅读贯穿于孩子们的一日教学活动之中，大家是否思考过他
们的阅读方式？在日常的阅读中是属于浅阅读或深度阅读？在
曹文轩老师的文章中读到：孩子现有的阅读都属于浅阅读，这种
简单而轻松的快乐取代了一切具有深度的感受和思考，这种阅读
的过程是片刻的、短暂的，带来的愉悦仅存于阅读的当时，在书
合上以后，愉悦也随之消失了。而深阅读的愉悦来自于思索、品
味，阅读者的乐趣不仅仅在文本所给予的那些层面上，还在于探
究与思考的过程中。所以看孩子们的深度阅读，在浅阅读的基础
上通过某种途径，来帮助儿童建立与阅读文本相关联的延伸、拓
展、探究活动的兴趣和习惯，我们称之为儿童的深度阅读。 

将此课程作为深度阅读过程中的持续、探究、拓展活动的一
种表现方式，而根据故事情节进行表演是孩子们兴趣浓至的一种
角色游戏形式，借助这些力量让他们从一本绘本、一段阅读、一
台偶剧走来，让深度阅读之习惯在儿童的心里生如夏花般开放、
蔓延、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