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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性戏剧：与儿童素质教育的一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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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作性戏剧，作为戏剧教育的一种，以即兴表演为主，着力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注重提高儿童

的审美感知能力。它与儿童素质教育相契合，对基础教育教师教学法和儿童能力培养的影响越来越大。目

前，在学校内外，针对儿童的创作性戏剧活动主要有课程整合和工作坊两种范式。随着创作性戏剧的普及

和成熟，它在儿童素质教育中将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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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性戏剧，作为戏剧教育的一种，因其活动的趣
味性，善于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的特质和通过角

色体验以拓展人生经历的操作理念，近年来，被越来越

多地运用到儿童教育的领域，并对教师和学生都显示

出极大的吸引力。校园内外，戏剧元素与课程整合、创

作性戏剧工作坊等活动日渐繁多，极大地丰富了儿童

教育的形式、路径，这对多年来推进困难的素质教育来

说，无疑是一剂良药，而它在实践中对提升学生认知能

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综合能力方面取得的显著

成效，也得到曾心存质疑的各方的肯定和赞赏。

“创作性戏剧是一种即兴的，非演出的，重在过程

的戏剧形式，在此形式中参与者们在一个领导者的指

导下对人类经验进行想象、扮演与反思”［１］，这是１９７７
年美国儿童剧场协会（ＣＴＡＡ）下的权威定义，多年过去

了，远观英美各国，近察我国香港、台湾地区，都已形成

了成熟的戏剧教育体系，成绩显著。有异邦异地的丰

硕成果为证，我们将创作性戏剧引入素质教育的场域

后，若能更好地研究、宣传、推广，它给儿童素质教育带

来的不仅仅是新鲜血液，更是不可估量的作用力。

一、一种必然：创作性戏剧与儿童素质教育两相契合

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以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华东师范

大学的教授叶澜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发起的“新基础
教育”进一步提出，学校教育的价值观是“培养能在

当代社会中实现主动、健康发展的一代新人”，现代学

校的教育应该“从对知识传递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素质



提升的关注，从对少数精英学生培养的关注转向对每

一个学生生命发展的关注”［２］在创作性戏剧活动中，

表演者根据主题（话题）进行想象和创造、通过即兴

的角色扮演来构建知识经验的特点，与素质教育中

“创新”“主动”“健康发展”等关键精神相契合，因而，

它作为教育的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很自然地走进了

素质教育，并逐渐扩大了影响。

（一）创作性戏剧的游戏性，呼应了儿童的游戏

精神，符合儿童学习的心理特征，是提高儿童学习能

力一种有效方式。创作性戏剧，作为一种教育活动

方式，与以知识灌输为主的传统教育不同，它在教育

的领地里为儿童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特殊的游戏场

域，角色扮演游戏使儿童获得愉快的情绪情感体

验———“学习是快乐的”。同时，探究性学习理论认

为，解决问题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创作性戏剧

活动中，儿童依据不同情境变换角色、解决不同矛盾

冲突，都需要调动自己的已有经验。儿童通过解决

不同问题，促进自身知识、经验的积累，最终实现自

我发展、自我成长。当年，在杜威创办的学校的课程

表上，并没有出现“教育戏剧”的专业术语，但每天

都安排了基于生活经验装扮与表演的“戏剧性游

戏”课，与创作性戏剧一样，不强调儿童的表演技

巧，只关注孩子们的表演兴趣、表演中的喜悦与满

足，其成功的经验至今仍被后人借鉴。［３］

（二）创作性戏剧对激发儿童主观能动性的重

视，又与素质教育中学生主动发展的设想一致。“为

做而做”与“想做而做”是有差距的。杜威的教育理

念认为，教育并不是把知识灌输进一个个“容器”，而

是使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有效、健康的发

展。几十年来，我们对“知识建构理论”“探究式教

学”等语词并不陌生，这些研究理论、教学形式指向的

就是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探究、主动学习、主

动建构。创作性戏剧，能够让儿童在角色扮演的过程

中发现自己的潜能，在角色探索、体验、创意想象、复

演的过程中，激发出主观能动性，产生“我想学”“我

要演”等积极心理，过程结束后的自我情绪的激发、审

美情感的愉悦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感，这种成就感激励

着他（她）产生进一步学习、探究的冲动。

（三）创作性戏剧所指向的儿童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正是儿童素质教育的核心价值。我们目前的

素质教育，大多呈现局部的（领域的局部或学科的

局部等）和边缘的（外围或课外特色展示、主体应试

教育）情况，离国家提出的素质教育目标还有较大

距离。有关艺术教育课程的政策出台多年，绝大部

分的学校依然只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音乐、美术课

上。课堂的教学多数以知识传授为主，学生创造力、

想象力的开发道阻且长。创作性戏剧的每个活动有

开场的暖身活动（肢体游戏），注重系统地开发身体

的感知训练，这有助于唤醒儿童身体的感知觉，为创

意想象打下基础。而即兴表演对角色之间关系的认

识、行动的回应、问题的处理过程，就是儿童尽情地

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创作

性戏剧，就是一场高级的游戏，儿童的心智、思维、情

致得到全面打开，通过一系列的感知过程认识自己，

从而拥有改变的勇气和创造的力量！

（四）创作性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活动，

有助于提高儿童的审美感知能力。在近百年的发展

与变化过程中，戏剧教育出现了多种流派，有“工具

论”和“本质论”的不同取向。戏剧教育的“工具论”

强调戏剧的教育价值，而“本质论”将戏剧的艺术审

美功能作为主要目标。创作性戏剧在教育的应用

中，自然具有“工具”的色彩，而“审美”虽然不是最

主要的目的，也是其必定具备的要义。角色扮演 －
讨论－复演，是创作性戏剧活动的一般程序，在这个
过程中，儿童既是演员，也是观众，通过扮演、观演，

他们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观察、参与和回应，逐

渐建立有效的批判能力，从而认识自己，并探求自身

和世界的意义。经由这个感知、理解、想象、移情、内

化的过程，儿童的审美能力得到提升。

在我国，将戏剧与素质教育联系起来的历史也有

百年了。２０世纪初，蔡元培就在多次演讲中，将戏剧
与公民的素质教育联系起来，把它视为改良社会的

“最重要的一种社会教育的机关”；［４］同时期，张伯苓

在天津南开大学倡导新剧运动，借戏剧为培养大学生

的团队合作精神、为人处世的能力和塑造完全人格服

务；１９４７年，宋庆龄创办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时
的讲话，强调通过儿童戏剧提高儿童素质。身处新世

纪的我们，有责任将戏剧更好地运用到教育中，为提

高儿童综合素质、培养儿童健全人格做出更大贡献。

二、两种范式：创作性戏剧于儿童教育领域之应用

张晓华将教育戏剧（ＤＩＥ）、教育剧场（ＴＩＥ）、儿童
剧场（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Ｔｈｅａｔｒｅ）、少年剧场（ＹｏｕｔｈＴｈｅａｔｒｅ）
与社区戏剧、戏剧治疗等形式并列为创作性戏剧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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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５］只是，本来戏剧在大陆地区普及就不甚广，

而创作性戏剧更是新兴事物，并未在所有领域得以应

用，目前，它在儿童教育中的应用有两种主要范式。

（一）课程整合：创作性戏剧在学校教学中的应用

创作性戏剧在学校课程整合中的主要做法是将

戏剧元素整合在科目的内容教学中，目的是活化课

程，让教学立体化、活泼化，让学习游戏化、生活化。

这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本位的整合，帮助

教师最大限度地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及探究欲望，

通过自主的探究、体验过程，加深对知识经验的理

解，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于创作性戏剧与课程的整合，幼儿园、小学很

多课程都适合。厦门西林幼儿园大班开展的创作性

戏剧活动“着火了怎么办”将戏剧元素与幼儿园语

言、社会、科学领域整合，目标是能根据情境正确地

使用语言表达，恰当使用表情、肢体动作传递情感，

掌握火灾自救的经验，体会助人的快乐。在老师与

孩子共同创设的“着火了”的情境中，一群孩子大叫

“着火了”———“着火了”，置身其中的孩子真有“着

火了”的紧张和害怕———老师、同学发问：该怎么

办？屋里的孩子紧急应对，第一反应：打１１９火警电
话———如果房里没有电话或电话出故障了怎么办？

呼救、大声呼救———听到呼救，屋外的孩子回应：赶

紧打１１９火警电话———然后“呜……”一组孩子扮
演消防员，开着消防车来到现场救火。第二组在表

演到呼救时，老师启发同学问：如果楼层高，外面的

人根本听不到呼喊声怎么办？孩子们纷纷说：“朝

窗外敲脸盆等能发出声响的东西，引起别人的注

意”、“朝窗外扔‘ＳＯＳ’的纸条引起注意，进行求
助”———通过变换组别，孩子们变换角色，继续体

验———最后，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湿毛巾捂

着鼻子猫着腰沿着撤离路线逃生。

与传统课堂相比，这类整合了戏剧元素的创作性

戏剧活动课堂，较有助于提高儿童的综合素质。首先，

创作性戏剧活动中，设计者（一般是老师）致力于让儿

童“身临其境”，创造他们发问的机会，引导他们思考问

题。孩子们根据情境进入角色，由于没有固定脚本，他

们在“被迫反应”的语境中，学会编造简洁的台词和形

象化的动作来传情达意，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和肢体

语言的表现力。其次，通过单个的角色体验和角色互

换，有利于增进孩子对事件的客观、全面的理解，启发

孩子进行探索和深度思考，这是创作性戏剧的深层教

育功能。在创作性戏剧中，孩子不是单纯地进行个人

扮演，他需要处理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对他人的行为

迅速做出反应，这即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比如：看

到有人在房屋里玩火，马上说：不可以玩火，危险！听

到别人的求助后飞快地跑动，寻找电话报警等等。再

次，孩子在角色体验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联想，其真实

反应超越原有的水平，从而完成新知识、新经验的建

构。在表演过程中，孩子们首先是模仿，通过模仿他人

投射自己，然后以“现在的我”为基础，尝试新的可能，

最终不仅获得了认知，也超越了现实的水平。

创作性戏剧整合课中，作为引导者的教师，要能

及时接受、分析信息并迅速作出反应，自如地掌控整

个活动过程，毋庸置疑，这些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出

了较高要求：需要具备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和戏剧

学方面的知识。这类整合课，对习惯传统教学方式

的老师来说，的确是一大挑战，他们需要突破传统的

课堂教学价值观和课堂过程观。

（二）戏剧工作坊（Ｄｒａｍａ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创作性戏
剧于儿童教育的另一种应用

工作坊（ｗｏｒｋｓｈｏｐ）一词，最早出现在教育与心理
学的研究领域中。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美国的景观设计
大师劳伦斯·哈普林（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Ｈａｌｐｒｉｎ）将“工作
坊”的概念引用到都市计划之中，成为可以提供各种

不同立场、族群的人们思考、探讨、相互交流的一种方

式。作为一种学习模式，工作坊的形式同戏剧的内容

相结合，就形成了戏剧工作坊。以工作坊形式来进行

集体学习、研讨、体验、表演、创作戏剧等创作性戏剧

活动的模式，我们称之为创作性戏剧工作坊。

创作性戏剧工作坊因其活动开展地点、参与对

象和活动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种是基于学校

“戏剧精英”教育的创作性戏剧工作坊，称之为“戏

剧精英”是因为加入其中的学生具有较好的表演资

质。与整合性课程的目标不同，这类工作坊的学生

往往接受更为系统的感知训练，也注重最后的表演

展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张忱婷，是上海浦东

新区少年宫的戏剧指导老师，在她的指导下，上海华

林小学“以戏剧表演为抓手、以艺术教育为特色”的

课程改革，走上了一个全新的教育模式，并取得显著

成效。当初面对华林小学剧团的未经传统的“台

词、形体、表演”戏剧训练的小演员时，张老师就是

以创作性戏剧工作坊的形式，通过有趣的戏剧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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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他们的感知反应，在过程中不断激发想象力，让

他们自然地表达体验。张老师说：“通过‘解放游

戏’‘注意游戏’‘想象游戏’‘行动游戏’‘观察游

戏’，孩子们建立了融汇变通的思维方式，非凡出众

的创造能力，他们在舞台上自如、真实、像玩一样地

演戏。终于，生动的角色诞生了……”［６］１５１创造力激

发出来，灵感多了，点子就多了。儿童剧《耳朵飞

了》就是这些孩子与张老师一起创作的节目，２００７
年２月，以非现实主义的戏剧张力，简单的道具，自
然的表演，赢得了全国小学“校园剧”展演一等奖！

“填鸭式”的刻板教学和沉重的学业负担，让儿

童的天性备受压抑，这与素质教育所要求的丰富的感

知、完善的人格目标南辕北辙。这个儿童剧的成功，

给儿童的素质教育带来很好的启示：首先，绝大部分

儿童是富有灵感和创意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挖掘儿童

的这些能力并展示出来。创作性戏剧工作坊的成功，

就在于它通过系统的感知训练操练心理力量，让儿童

身体内部的感觉、情感和直觉都能得到练习，“孩子们

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敏锐地将身体积极地参与

到戏剧行动中，情感穿梭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用

手指想、用膝盖听，用肚子笑，用肩膀哭，用脚趾闻，用

屁股看……”［６］１５３感知丰富了，想象力、创造力才有丰

富的可能。其次，即便是简单的道具也能带来超常的

感染力，创作性戏剧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释放了儿童的

天性，让表演富于生命力。创作性戏剧的游戏，善于

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将自己的想法、情感投射在表演

中，各种情感得到宣泄，消极的、沉重的人生体验得到

释放，情感得到“净化”，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可能；主

题活动的创造性过程，使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得到

极好的调动和激发，一次次的创作，一次次的修改，活

跃思维，启迪智慧，不断地超越自我，“最近发展区”在

良师的指导下达到非一般的高度。

性质与此相仿的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创作性戏

剧工作坊，它由专业戏剧教育工作者或推广者创办，

对扩大创作性戏剧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也起着不小的

作用。抓马宝贝（ＤｒａｍａＲａｉｎｂｏｗ）是国内首家引入
教育戏剧的早教机构，其理念是“在戏剧中，探索世

界，发现自己，让创造力成为孩子的本能，运用珍贵

的想象力，在戏剧与游戏中愉快地成长。”①除了经

典课程，这个教育中心还有很多创作性戏剧工作坊

的展示活动，如《小红帽》《三只小猪》《该不该救

狼》《另一面的我》《国王的药》等等。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抓马宝贝举办了四场名为《国王
的药》的展示活动。“很久很久之前，在一个遥远的

国度里，国王拥有一颗可以包治百病的药。不料，一

天，一名小偷潜入国王的寝宫，想偷走这颗药……士

兵们抓住了小偷，把他送到审判庭上。小偷却申辩

说，她是一位母亲，偷这颗药是为了救她的孩子。如

果没有这颗药，孩子马上就要死了……法庭陷入了两

难的境地：究竟应该判定这名小偷有罪还是无罪呢？

……戏剧活动中的不少角色是小观众的即兴参与，老

师开场就让小观众们找一个最为舒服的位置最为舒

服的姿势坐下，目的是为他们营造自由的创意空间，

然后，根据这个空间，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视觉，对一

些事情、一些物品进行观察，选择扮演一个人物，在故

事中去处理所发生的危机。国王、士兵、小偷、法官

……都在老师的引导下，就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探讨

严肃而深刻的命题：当情感与道德、法律发生碰撞的

时候，我们如何抉择？如何审判？当人性的需要与严

格的制度发生碰撞时，我们是否可以网开一面？有的

孩子说：“就算妈妈是为了救她的孩子，偷盗的行为也

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全天下的人有了病都来偷药的

话，那王国就会乱的！”有的说：“妈妈可以为了孩子做

任何事，所以我觉得妈妈是无罪的！”有的说：“国王不

应该独享这颗药，他应该让科学家们发明研制新技

术，让天下有病的人都能治好病！”……［７］

这类创作性戏剧活动，已不再是简单有趣的认

知行动，也超越了身体的感知觉的开发，而是直接指

向人的内心深处。首先，专业的戏剧教师精心建构

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的情境，比如，舞台的简单一角，

这里是“苹果”，那里是“香蕉”———让参与者觉得身

边寻常的东西也变得奇妙，注意力得到吸引，他们开

始停下脚步思索情境中的深意；其次，即兴表演的过

程中，教师善于利用区分现实与虚构心理边界的

“间距效应”营造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有利于参

与者自由地表达想法、自在地运用肢体，因为孩子们

认为“我在扮演他人”，所以不用担心表演是否恰

当，是否表现出真正的自己，而正是这种独特的心理

状态，有利于唤起人的潜能；再次，通过即兴戏剧，发

起的“有罪还是无罪”的追问直达心灵深处，目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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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对剧中人物的生活的观照来认识理解不同的

人的生活遭遇、生存方式，从而获得经验的丰富和自

身的成长。严肃深刻的命题经过孩子们身临其境的

不同角色体验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戏剧的最终结果，

不是要一个标准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是通过回

答，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对问题的成熟、严肃的思考。

这类创作性戏剧工作坊，更关注孩子们对“我

是谁”的审视，“成长，从认识自己开始！”①开放式的

探讨，给予孩子没有压力和限制的思想驰骋的自由，

孩子的独立思考，让我们的世界具备更多的可能性，

这也是儿童素质教育渴望达到的目标。

此外，还有旨在进行戏剧教学师资培训的创作

性戏剧工作坊。不论是创作性戏剧的研究者还是推

广者都指出，创作性戏剧活动开展中遇到的最大障

碍就是师资问题。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充分认识，新

世纪以来，有志于开展创作性戏剧活动的一些教育

部门、戏剧教育推广者（机构）纷纷举办相关的论

坛、培训活动，以期更好地推动创作性戏剧活动的开

展。被称为“中国教育戏剧第一人”的李婴宁创办

的“李婴宁戏剧与教育发展中心”、上海李婴宁戏剧

工作室，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坊活动，经常邀请英

国、美国的教育戏剧专家亲临现场指导活动，有成熟

的故事剧场演出，也有关于想象力、创造力的震撼心

灵、开启智慧的工作坊，这类活动既专业又前沿，将

戏剧教师的创新教育、教学探索带到新的高度。

三、结语

１８世纪的卢梭在他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中，对
现代的儿童和童年发出充满激情的呐喊，并指出：孩

子的学习不是透过文字，而是透过经历；不是透过书

本，而是透过生活。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童年的

观念、教育的理念，我们一直在追随西方的脚步，只

是，由于主客观原因，我们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不少做

法又是滞后的。我们一直呼吁解放儿童天性，改变教

学方式，竭力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实际做

法却又大相径庭。“成绩第一”论依然统治中小学校

园，“高分低能”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与国家的素质

教育政策导向是相悖的。创作性戏剧，作为戏剧教育

的一种形式，无论在学校内外，都给儿童素质教育带

来一股清新之风，这是引导儿童主观能动性的教学方

法，是激活儿童心理潜能、形成完全人格的有效路径。

有人评价，我们的传统教育把不同的人变成同一

种，而西方的戏剧教育则让每一个不同的人去发展他

的不同。美国的创意产业如此发达，与它作为戏剧大

国拥有逐级递进的金字塔形的教育戏剧体系不无关

系。我们要打破应试教育生产“同一种人”的魔咒，

“不把学生看作容纳知识的‘空罐子’，而将之视为

‘可以开出花朵的种子’”（Ｂｏｌｔｏｎ②，１９８５年）［８］尊重
儿童个性的不同，关注他们自身的发现与主动发展，

对此，创作性戏剧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创作性戏剧的推广、普及是深化素质教育改革

的需要，是时代对全人教育的呼唤。积极推动创作

性戏剧，助力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育，惟其如

此，才能使我们的教育跟上时代的脚步，与国际接

轨。创作性戏剧又是一种张扬儿童欢乐情绪和生命

力的一种教育形式，大力开展创作性戏剧活动，中国

的儿童素质教育将更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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