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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依托微戏剧提升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研究 
◆张圣荟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  江苏省苏州市  215028） 

 
摘要：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推行，戏剧教育教学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愈发引起国内教育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在苏州，学前教育界的部分专家、

幼师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与实践，我市小学戏剧教育、小学英语情

景剧教学的探索与实践在一些学校初成气候，针对小学戏剧语文专项研

究的留白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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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每所学校都应增设音乐、舞蹈、戏
剧等教学模块，以提高学生良好的审美品味和人文素养”。 中国
的戏剧教育教学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期，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出
于实践教学价值的考虑，着眼于在微戏剧这片生机勃勃的沃土培
养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这一专项研究，它有利于探索小学语文
戏剧教育的未来发展。 

一、助力优化 
1.舞台特化以及多媒体运用 
学校中进行的教育活动是生命主体的呈现，是对生命形式和

表达的观照。生命发展本身具有戏剧性，它反映了一种关系构成，
这些关系展现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教育活动中存在这种戏剧
性。 

与剧院舞台相比，微戏剧的舞台设施更加简单。学校本身成
为了一个大舞台。大舞台中又存在着各种小舞台，教室、操场、
星空剧场、图书馆，甚至是楼道、橱窗等都成为微戏剧的小剧场， 
在不同的剧场中，可以进行特定的情境演绎。校园内的各个空间
成为教育资源，成为教育性的空间。这个空间通常与学生扮演的
角色和角色的环境有关，例如讲台旁边的桌子是办公室，悬挂的
身体形象是诊所。在“小动物冬天”的表演中，学生们会得到不
同的头饰，以帮助学生融入这个角色。 

2.明确篇目定位 
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只是在教学过程中进

行了汉语知识的教学和语言技能的培养。对学生掌握课文的相关
概念，尤其是叙事性文章的发展进程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
是在教材的脚本中，教师没有合理地选择教学中的教学内容，在
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综合能力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学
生没有形成系统的戏剧概念，他们对自己的形式和体裁特征知之
甚少。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试图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认识戏剧的舞
台艺术。一方面，当我们选择教学内容时，我们会教导学生戏剧
的概念，让学生了解戏剧的基本概念。比如二年级《英英学古诗》
就是一篇微剧本，在教学时首先引导学生观察课文的不同之处，
我发现可以执行文本，方便学生在表现过程中理解文本的语言。
在四年级，“公众拒绝接受礼物”，本文，中年学生具有一定的欣
赏能力，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讲述戏剧的艺术特征，情节结构
和语言特征。学生将对戏剧形成一定的理解。 

3.重视诵读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台词是构建剧本的基础，是微戏剧的

灵魂，没有好的朗读，便无法达成微戏剧在语文教育教学中的效
果。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文本，就必须把握把握汉语语言特点，
指导学生诵读。触动心灵的人，首先是爱，一开始就没有，无知，

深的感觉。”教师利用散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引导学生阅读兴
趣，引导学生阅读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择人物的心理方面。 

2017 年我们成立了朗读社团，抽选四五年级的学生进行系
统的朗读训练。除朗读技巧训练之外，我们将朗读分为初读和析
读，初读是对人物特点有初步的把握，析读在初读的基础上，把
握情节发展过程中人物情感变化下的人物语言。学生通过对剧本

《秋瑾》的演绎，感知秋瑾为国为民的大无畏情怀，通过学习《
后一次讲演》的朗读，感受闻一多先生敢为人先，不惧死亡的勇
士精神。这时便不在是简单的朗读，而是在朗读过程中感受台词
本身的含义，感受话中之话，弦外之音，从而进行人物感知。 

二、转变提升 
1.激发学生的潜力 
在课堂上引入戏剧元素后，学生们成为舞台上的演员，成为

表演和课堂的主体，以及以教师为主题的教室也发生了变化。我
们利用课堂教学这一舞台，引入戏剧元素，发挥学生的想象力进
而展现自我。对于学生来说，表演是学习知识和锻炼表达技巧的
重要方式。需要赋予表演一个角色，模仿文本中的句子或语言表
达以进行解释。性能是对文本内容的重新创建，这是一种更深入
的体验。低年级的课文中有许多童话和寓言，贴近学生心理发展
特点，通过说一说，演一演，深刻理解了课文的意思。 

表演活跃了课堂气氛，变静为动，抓住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想
象力，为学生提供了个性表达和展现自我的机会，打开了想象的
翅膀。另外，表演能够较快地让学生走进课文内容，通过动作、
声音等将作品中的思想抒发出来，使课堂充满人文气息。 

比如在教学一年级课文《家》，我们发现一年级的学生不大
可能理解《家》所蕴含的深刻思想，这篇课文设计蓝天、白云、
泥土、种子、小河、鱼儿这些常见事物来理解家的涵义，更适合
学生用表演进行展示，让学生戴上白云的头饰来演“蓝天是白云
的家”，边说边做白云飘飘的样子，让学生戴上小鱼的头饰，做
出快活地游来游去的样子，这就是“小河是鱼儿的家”，等等。
在表演观察中深化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促进了师生互动过程中的
语言训练。 

2.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 
学生具有表演的本能和需要，杜威称之为“表现性冲动”，

这是儿童得以发展的基础之一。当教师拒绝给与学生表演的机
会，在 根本的意义上，就是拒绝他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个体的
存在，是无视其生命存在特征的表现。比如，一群小朋友观看《西
游记》，便会不自觉地模仿孙悟空的表现，这是一种自我意识，
是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  

比如学生会进行身体模仿，学生可以通过身体在模仿中表达
意图并传递信息。当我读到文字“狐狸和乌鸦”时，老师读了“它
眼珠子骨碌碌一转”时，自己做出了骨碌碌转眼珠的动作，一个
喜欢搞笑的男生立马复制了老师的动作，全班在男生动作表演中
体会了狐狸的狡猾。 

学生在表演活动中，能够表达出自己言语之外的意思，同时
可以使学生与文本进行换位，走进文本，使语文成为一种理解的
“艺术”。 

3.利于掌握课文 
演员想要有好的表演效果，必须走进文本，在深入剧本的前

提下揣摩人物。想要积极参与表演的学生需要掌握文本的语言。
学生的表现过程实际上是文本的逐步过程。学生在表演中，会把
自己变成课文中的角色，会随着角色的伤心而伤心，表演活动是
一种身心合一，物我两忘的非理性体验状态。学生在表演中，把
自己放在故事背景中，把自己当做主人公，这是一种置换。 

在学习《狼和小羊》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分为两个角色，狼
和羊。 能迅速掌握课文内容，并且对狼的凶残和羊的可怜有自
己的理解，把握课文主旨。班杜拉对儿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也表
明，儿童可以通过观察间接地学习他人的行为。 

针对当前语文教学现状，我们秉持“小学微戏剧语文”的教
学活动理念，探求“小学微戏剧语文”教学活动的有效途径、策
略与模式，在教学论层面准确把握“小学微戏剧语文”的价值与
本质内涵，推动小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可持续优化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