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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儿童戏剧教育与校园儿童文化建设
◆方 琳 方先义

(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前教育系)

早在 20 世纪初，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家就开始将戏剧引入教学。儿童戏剧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在西方国家早已盛行。近年来，我

国有关儿童戏剧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也有了新的进展，但相对于西方国家起步较晚，并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分析了当今校园儿

童文化面临的危机，基于儿童戏剧与儿童文化的相通性，探索儿童戏剧教育促进校园儿童文化建设的途径。

儿童戏剧教育 校园儿童文化 途径

一、校园儿童文化的危机

儿童文化是儿童这一群体特有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总和，是儿童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儿童之间相互认可的文化，是一种以儿童

的视角来看周围世界的文化。当儿童进入学校之后，校园应成为儿童文化

滋长的乐园，但学校教育却常常忽视甚至压抑了儿童文化。校园儿童文化

的建设，主要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危机:

( 一) 学校教育对校园儿童文化的压制

学校教育是由专业人员承担，在专门的机构，进行目的明确、组织严

密、系统完善、计划性强的以影响学生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

动。学校教育为儿童提供了相互交往，形成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

向的机会，但其成人化、规范化、目的性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儿

童文化的发展。

1． 成年人的干涉

从事学校教育的专业人员都是成年人，往往站在成人的角度观察儿童

的行为、态度和思想，忽视了儿童文化。影响学生身心向健康方向发展是

学校教育的目标，成年人对儿童的指导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实中的从事学

校教育工作的教师过分的强调对儿童文化的干涉，用成人文化中的价值和

标准要求儿童。在学校教育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一旦学生生活中

流行起某种游戏，教师便开始惶恐不安，甚至以影响学业为由采取压制措

施，扼杀了儿童的游戏精神。

2． 过分强调的规范化

学校教育有严密的组织形式、系统的课程设置、完善的教学内容，是规

范化的教育活动。教师也秉承“教不严，师之惰”的传统观念，在严格进行

规范化教学的同时也要求学生的行为举止规范化，“两手放好，两眼看老

师”的动作从幼儿园开始，就成为了上课标准姿态，以致于中国学生在课堂

中的安分守纪，常常让外国来访的教育工作者感到惊讶和困惑。过分强调

规范化的学校教育，必然遏制学生的创造力。已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

先生曾对此感叹:“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一个模样”。学校教育

过分强调了对儿童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忽视了儿童本性张扬和个性突显，

使得儿童文化的自由与随性受到了压制。

3． 过分强调目的性

学校教育是为达到培养人的教育目的而进行的教育活动。考试是衡

量教育目的实现与否的一种方式，但却常常被本末倒置，成为了教育的目

标。学校迫于升学率的考虑，以培养成绩优异的学生为目标，重视知识文

化的灌输，忽略儿童本性的发展，要求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

贤书”，这种观念也延伸到了儿童，使之过早与儿童文化分离，形成十年寒

窗苦读日，只为一朝金榜题名时的追求。

( 二) 现代社会对校园儿童文化的冲击

现代社会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科技的进步、观念的转变都给校

园儿童文化带了冲击。

1． 社会观念的影响

在中国普遍的社会观念中，孩子被看做是不成熟、不完善的，而不注重

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存在，没有看到儿童文化巨大的潜能。因此成人对幼

儿过多的干涉，将成人文化的观念强加与幼儿。成人社会充满了竞争，这

助长了家长、学校超前教育的观念，为了是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在激烈的

竞争中占据优势往往在孩童时期就以学业为衡量好孩子的判断标准，像孩

子灌输竞争意识，并主要以成绩为竞争内容，要求孩子以牺牲玩耍和与同

学交往的机会为代价学习功课; 用成人文化中正确的价值、标准来约束

儿童。

2． 社会发展的影响

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得到空前的发展，网络、电视占据了儿童大量

的闲暇时光。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儿童通过获得知识和信息，

走向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但过多的以来网络与外界交流，是儿童缺少对周

围世界的生活体验和与同伴的近距离交往。现在，电脑游戏越来越多地取

代了传统游戏，儿童越来越没有机会交往、共处，离自己的文化越来越远。

二、儿童戏剧与儿童文化的相通性

儿童戏剧是适合儿童接受能力和欣赏趣味的戏剧。一些儿童戏剧是

创作者以儿童的视角观察生活，专门为儿童创作的，蕴含了丰富的儿童文

化，还有一些儿童戏剧本在创作时并不是专门以儿童为接收对象创作的，

因为恰好适应儿童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被儿童广为接受。这些儿童戏剧

都蕴含了以下儿童文化特征:

1． 充满想象和创造

儿童文化充满了自由的想象和创造，儿童戏剧的情节设计、舞台表现

都恰好符合这种文化的需要。如中国儿艺的《马兰花》中，勤劳善良的小兰

能够死而复活; 北京儿艺的《红领巾》中，顽皮的小少先队员通过穿越时空

感受革命精神。作为儿童戏剧的对象，儿童也是是儿童戏剧参与者。如台

湾九哥儿童剧团的《东郭、猎人、狼》中与观众的互动设计: 大野狼被抓住了

怎么办? 儿童在欣赏戏剧的过程中需要对剧情的发展、矛盾的解决进行创

造性思考。

2． 游戏精神

儿童文化的本质精神是游戏精神，这与儿童戏剧有相通之处。戏剧本

身包含模仿和角色扮演的游戏因素。模仿是儿童的天赋本能，儿童通过模

仿来探索周围的世界; 角色扮演是儿童进行生活体验的途径，为儿童在真

实角色中进行创造性思维奠定基础，促进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如包蕾的

《小熊请客》的取材，来源于儿童“过家家”的游戏。通过小熊请小猫、小狗、

小鸡来家中做客，唯独没有邀请好吃懒做的狐狸的故事，使儿童在游戏中

了解了几种动物的食物，也明白了不能好吃懒做的道理。儿童通过模仿和

角色扮演的游戏，进行了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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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扮演者的亲密交流

儿童文化是儿童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儿童文化中的成员有一

种亲密感。在儿童戏剧参与中，儿童需要与同伴进行大量体能相近的交

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感。

三、儿童戏剧教育融入校园儿童文化建设的途径

张金梅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儿童戏剧教育特点的基础上，将“儿童戏剧

教育”界定为: 在激发儿童创作戏剧的过程中，教师培养儿童乐于并善于用

戏剧语言( 符号) 表达自我、思考和认识周围世界，师幼共同建构的指向人

文精神的一种审美教育。将儿童戏剧用于教育并非新的议题，早在 20 世

纪初，西方国家就已经把戏剧用于儿童教育上，进而发展成各种流派，如英

国的“剧场教育”( Theatre in Education) ，美国校园的“创作性戏剧活动”

( Creative Drama) 等。儿童戏剧各流派的研究取向分化为“本质论”和“工

具论”的角度，前者将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培养儿童的戏剧艺术审美能

力; 后者将戏剧作为一种教学媒介，改善教学效果，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当下已经出现了“工具论”和“本质论”两种

取向融合的趋势。如英国的“剧场教育”中，观众参与剧场，增强了儿童参

与、体验学习的过程，既满足了儿童的戏剧艺术创造和表演的欲望，又强调

了儿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

我国儿童戏剧教育走进校园的实践和研究起步较晚，港澳台地区和沿

海发达城市已开始尝试并初见成效，内陆地区发展缓慢。香港演艺学院张

秉权教授曾总结了香港学校的四种戏剧教育模式: 将戏剧作为课外活动的

学校戏剧组; 将戏剧作为独立科目的戏剧教育科; 将戏剧作为教学法的教

育戏剧; 将戏剧作为学习经历的教育剧场。在 2001 年，台湾九年一贯制课

程的教育改革中，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加入了“表演艺术”课程，确立了

戏剧在儿童学校教育中的学科地位。2012 年 1 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

育艺术课程标准( 2011 年版)》也将戏剧纳入了艺术课程，并对九年义务教

育各阶段儿童应达到的戏剧表演能力做出要求。在上海，面向中小学戏剧

活动已经开张的红红火火，形成了“课程内戏剧教学”模式的戏剧普及教

育，“课外学生社团”为主流的戏剧精英教育两种模式。湖南地区已有部分

中小学通过社团活动开展戏剧教育，但并未推广普及。

结合西方儿童戏剧教育研究精髓和国内儿童戏剧教育实践经验，考虑

湖南地区校园儿童文化建设实际，笔者认为儿童戏剧教育融入校园儿童文

化建设可参考以下两种途径:

一是将儿童戏剧社团融入校园。据统计，全国有 3． 8 亿少年儿童，而

专业的儿童剧团只有 24 家。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中，专业的儿童戏剧表演

很难在校园中普及。结合戏剧中艺术元素的教育特性，利用儿童表现欲望

和表演天性，通过儿童戏剧社团的形式，将戏剧表演作为一门艺术学科进

行专项训练，不失为将儿童戏剧教育融入校园儿童文化建设的一条有效途

径。校园中的儿童戏剧社团既不同于专业的儿童剧团也不同于一般的儿

童戏剧活动，应兼顾活动过程和演出效果。既将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表演

艺术，也将创编、排练和表演的过程作为儿童学习的手段。 注重戏剧活动

过程中儿童的自由想象和创造，通过一段时间儿童对角色的体验与诠释，

儿童演员之间的交流与磨合创作出具备一定审美价值的儿童戏剧作品。

通过儿童戏剧活动过程促进儿童之间的交流，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通过儿童戏剧表演让更多的儿童作为观众感受儿童戏剧这种艺术形式

所传达的儿童文化。

儿童戏剧社团应注重戏剧艺术教育的普及性和儿童学习过程中的生

活体验。儿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和改编剧本，在排练的过程中儿童

对剧本角色进行体验，可随时提出修改建议，通过戏剧表演的方式传达思

想。通过排练中的创造性思考和尝试，儿童在戏剧情境中对角色的经验进

行反复的心理体验，从而避免了真实错误导致的各种消极影响，使情感得

到释放和宣泄。通过儿童戏剧的表演满足儿童表现的欲望，使更多儿童受

到儿童戏剧中蕴含的儿童文化的熏陶从而促进校园儿童文化建设。但不

得不考虑到的是目前湖南地区能进行儿童戏剧排演指导的师资有限，中小

学繁重的学业往往使得戏剧社团形同虚设，而许多高校校园中许多戏剧社

团活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小学儿童戏剧社团可以与高校戏剧社团合

作，引入适合儿童欣赏的戏剧到中小学甚至幼儿园进行演出，也可以借鉴

高校戏剧社团的经验，儿童参与高校剧团表演，从而使部分儿童率先接受

儿童戏剧教育，逐步将儿童戏剧教育融入校园儿童文化建设。例如笔者所

在的岳阳地区就采取儿童参与高校儿童戏剧排演的方式，并将高校儿童剧

团排演的较为成熟的儿童剧引入中小学和幼儿园，以解专业儿童剧团缺乏

的燃眉之急。儿童参与到高校儿童戏剧排演，在排演的过程中得到了学习

和体验，又为成年人排演的儿童戏剧注入了更丰富的儿童文化。

二是将创造性戏剧教学融入课堂。创造性戏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美

国儿童戏剧教育先驱温妮弗瑞德·沃尔德提出来的。创造性戏剧重表演

的过程，不重表演的结果，主张通过文学故事戏剧化的想象、表达，促进儿

童个性发展，帮助儿童理解自我和社会。创造性戏剧主要是将戏剧作为教

师教学的媒介和儿童学习。教师应根据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进行不

同形式的创造性戏剧教学，在课堂教学中考虑儿童文化因素。教师可以采

取组织综合戏剧教育或渗透式戏剧教育两种形式。

综合性儿童戏剧教育儿童戏剧综合活动是指以儿童戏剧表演为中心，

融合文学、美术、音乐和舞蹈等多种艺术符号的综合性活动。主要可以运

用于中小学语文或英语课堂，还可以与美术、音乐课进行跨学科的衔接。

如语文教材中剧本的教学，传统的方法是逐段分析，归纳中心，有的教师要

求学生进行角色扮演，但往往止步于分角色朗读、没有真正的融入戏剧教

育。如果能在语文课上熟悉剧本，表达台词，在美术课上进行服装、道具、

舞台设计，在音乐课上为戏剧配乐，儿童必定对文学、美术、音乐都形成根

深刻的认识，同时也缓解了儿童戏剧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但这种模式的

执行需要各学科教师进行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渗透式儿童戏剧教育是将戏剧教育作为教学媒介，融入某一科目的具

体教学活动，用以调节课堂气氛，改善教学效果。这种方式尽管出现了角

色扮演，但它不以儿童创作剧本或扮演角色为目的，不追求戏剧的艺术效

果，重视学生在表演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让儿童以角色的身份进入想象世

界，通过体验、思考、行动，达成对问题的解决，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将创造性戏剧教学融入课堂，无论哪种形式都应实现两种类型的教育

目标，首先，是与某一学科领域有关的一般教学目标; 其次，是涉及戏剧创

作和戏剧表达、戏剧表演等相关戏剧要素的学习的戏剧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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