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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戏剧教学促进小学生英语学科能 力 的发展
——北京 市 芳 草 地 国 际 学校英语 戏剧 课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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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外文学院 ， 北京 １０ ０８ ７ ５ ）

摘要 ： 以戏剧表演的 方式促进 中 小 学 生学科知识 学 习 ， 在 国 外 已 经有 多 年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 但是将戏剧教学 引入我 国 中 小 学 日 常英语课堂教学并 不 多 见 。

在梳理 国 内 外戏剧教学理论与 实践的基础上 ，
以北京 市芳草地 国 际 学校为例 ， 探讨

将戏剧教学 引入小 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可行性 ， 展示该校开展英语戏剧教学的 实践模

式和三年来所取得的 成果 ， 为将戏剧教学 引 入英语课堂提供启 示和示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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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多见 。

？Ｓ
北京市芳草地国际学校 （以下简称

“

芳草地

戏剧在 中小学教育中所具有的价值 ， 在国外小学
”

）
， 是

一

所 以戏剧英语教学为特色的北京

教育界已经有广泛的共识和多年的实践研究 。 近市朝阳 区普通公办小学 。 该校名为国 际学校是因

年来 ， 我国
一

些 中小学开始尝试将戏剧 引人学校为该校有面对各国使馆官员子女招生的国际办学

的英语教育活动中 ， 大多以英语戏剧兴趣班 、 短区 ， 其国内办学区与其他普通公办小学
一

样 ， 招

剧演 出以及英语戏剧节等形式展开 ， 受到广大学收片 区 内 的学生 。 在校长 的支持和 专家 的 指导

生和家长的欢迎 。
观看过学生英文戏剧表演的老下 ， 其国 内办学区英语教研组为

一至六年级全体

师 、 学生和家长 ， 都对中小学生在英文戏剧表演学生开设了每周
一

节的英语戏剧校本课程 ， 形成

中所展现出来的张力 、 快乐 、 自信和流畅的英文了
一

支开展戏剧教学的英语教师队伍 。
经过三年

表达能力印象深刻 。 学生在戏剧表演过程中 的 自的实践和探索 ， 开发了适合小学生英语戏剧教学

我享受也显而易见 ， 溢于言表 。 学生对人物 内心的素材 ， 探索 了戏剧教学 的组织方式和实 践模

的塑造体现出他们对台词 、 场景和不 同文化生活式 。 戏剧教学给小学生带来了
一般英语课堂教学

的理解和再创造 ， 特别是他们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无法 比拟 的 自 然 、
纯正 的英语语音和语调 ， 良好

和表现力在
一

般的正规课堂 中很少看得到 。 然的语感和语用 能力 ， 以及超强的 自信心和 自 我表

而 ， 在我 国 日 常课堂教学中引入戏剧教学的学校现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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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

、 戏剧教学的理论研究（ ２＿—２０２０ 年 ） 提倡开发特色课程 ， 推进素质
“

戏剧
”
一

词源于古希腊语 ＳＰｓ ／

ｕ？
， 意为动教育改革试点 ， 进

一

步推动了国 内对戏剧教学的

作 、 表演 。 戏剧教学 ， 也译为教育戏剧 ， 来源于关注和研究 。

英文 Ｄｒａｍａｉｎｅｄｕｃａｔ ｉ
ｏｎ

， 是将戏剧运用于教学 ． 虽然戏剧教学 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国外课堂实

中 ， 通过戏剧的形式学习其他学科知识 ，

［１ ］也就践 ， 但有关戏剧教学的研究仍不多 。 在国 内 ， 戏

是在教育中融合戏剧元素 ， 用戏剧的方式或有剧剧教学更是处在探索阶段 。 由于国 内对戏剧教学

场性质 的活动来进行的教育模式 ，

［ ２］５８ 重点在缺乏研究和实践 ，
也缺乏相应的资料和教材 ， 教

“

教育
”

， 而非
“

戏剧
”

。 以下从国内外有关戏剧师往往因为不能完全理解戏剧教学的 目 的和本

教学的研究现状 、 以戏剧方式学习语言的理论基质 ， 而过分关注台词的记忆和模仿 ， 忽视戏剧的

础 以及戏剧教学对语言学习 的意义等三个方面为整体情境 、 人物的心理表现和学生的创造力 。 然

将戏剧教学引人英语课堂提供理论依据 。而 ， 戏剧应该是
一

个独立 的 、 富有创造力 的课

（
一

） 国 内 外有关戏剧教学的研究现状程 ， 其产生的是
“

孩子们 自发的 、 自我的创造 ，

戏剧教学对于欧美课堂来说并不陌生 。 早在并 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
一

种表演
”

。

［６ ］

当然 ， 学生

１８ 世纪 ， 教育家卢梭就提出
“

在戏剧实践 中学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 ， 有些学生天生

习
”

的理念 。

［ ３ ］

２０ 世纪初 ， 美 国教育学家杜威提具有表演的本能与欲望 ， 而部分学生 由 于性格内

出的
“

附带学习
”

理论 ， 即在学习 中 自然而然产向 、 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表达或表演 ， 他们享受戏

生情感 、 态度与价值观 ， 也启发了戏剧教学的开剧课堂的程度是不同 的 。 但是不管怎样 ， 戏剧教

展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更多的欧美戏剧教育学都会增强所有参与戏剧表演学生的语言表达能

家开始在学校推广类似于戏剧教学的教育模式 。 力和 自信心 。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 ， 英 国 希斯 考 特 （ Ｄｏｒｏｔｈ
ｙ（二 ） 将戏剧教学 引 入英语课堂的理论依据

Ｈｅａｔｈｃｏｔｅ） 女士正式提出
“

戏剧教学
”

的概念 ，Ｇｏｏ ｄｍａｎ 的全语言理论认为 ， 语言是
一

个

９０ 年代英国掀起了
“

希斯考特旋风
”

， 其教学模整体 ， 它真实而 自然地存在于人们的认知和社会

式涉及浓厚的人文教育 、 跨学科学习和艺术教育生活中 ， 是
一个完整 、 有意义 、 具有重要社会功

等层次的教育 目标 。

［ ４ ］

戏剧教学中的
“

小组活动
”

能的体系 ， 是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媒介 。

［ ７］ 因此
，

与教学 内容的有机结合 ， 有助于教学 目标的达语言不应该被肢解为语音 、 词汇、 语法 、 句型等

成 。

［ ５ ］“

小组学 习 ， 分享经验
”

也迎合了语言教各个部分来对待 。 语言学习 的过程不应是
一个脱

学的互动模式 。 在现代英国 的正规教育体系 中 ， 离语境 、 孤立记忆语音 、 语法 、 词汇等知识的过

戏剧教学占据着重要地位 。 以戏剧方式进行教学程 ， 而应该是学生在语境中理解 、 探究 、 建构语

的课程贯穿小学 、 中学 ，

一直到大学乃至研究生言意义的过程 。 以戏剧方式开展语言学习不仅为

阶段 ， 形成了一个系统的 、 逐级递进的 、 金字塔学生习得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语境 ， 也为学生提供

形的戏剧教学体系 。 在戏剧教学模式下 ， 学生不了整体习得语言的 良好机会。 学生在丰富的语境

仅在学科领域获取了知识 ， 其综合素养也在戏剧中 ， 围绕语言意义 ， 整体感知语音语调 ， 理解语

课程中得到了全面发展 。言意义 ， 获得语言知识 ， 体会语言魅力 ， 思考语

受欧美国家的启发 ， 我 国台湾和香港地区采言所传递的含义 ， 并通过反复练习 台词和 内化实

取措施鼓励将戏剧融人教学体系 ，
逐渐形成比较践

， 形成整体运用语言进行思维和表达的能力 。

成熟的戏剧教学模式 。 大陆地区虽然没有正式提戏剧除了为学生提供整体习得语言的机会 ，

出戏剧教学的理念 ， 但 自 ２０ 世纪以来 ，

一些教还以其独特的形式深深吸引着儿童的注意力 ， 符

师和学者就对将戏剧融入教育产生了极大 的兴合儿童的心理和认知特点 。 特别是儿童对语言享

趣 。
２００８ 年北京举办 的 国 际小学英语教学研讨有先天的感知力 ， 他们听觉敏感 、 善于观察 、

会上 ， 印度教育家 Ｂｈａｒｕ ｃｈａ 介绍了
“

教育戏剧
”

好动乐学 、 模仿力和创造力强 。 采用戏剧方式学

在英语课堂 中的应用 ， 受到我国小学教师的广泛习语言为小学生动 口 、 动手 、 动脑 ， 模仿和创造

？９４？



性地学习语言提供了机会 ，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势包括 ：
１ ． 学生能更深刻地理解 目标语言的意

习兴趣 ， 降低学习难度 ， 促进语言 、 思维 、 情感义 。 学生通过剧本 台词的学习 ， 体会人物对 白 、

同步发展 ， 符合儿童学习语言的规律 。词 、 句的确切含义
；

通过观看相关视频 ， 体会到

此外 ， 加德纳 的多元智能理论也为以戏剧方在特定情境中 ， 演员所演绎的语言意义 。 通过丰

式进行语言教学提供了重要依据 。 多元智能理论富的故事情节 ， 体会剧 中人物的关系和不同人物

认为 ， 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七个范畴 （后来的内心感受和情感表现 。 学生在语境中学到的语

增加至九个 ）
： 语言智能 ；

数理逻辑智能 ； 空间言是地道的 、 鲜活的 ， 带有情境 、 人物心理和情

智能 ； 身体一运动智能 ； 音乐智能 ； 人际智 能 ；

感标记的 ， 而不是呆板 、 孤立的文字符号 ， 是可

内省智能 。

［ １ ２ ］而戏剧教学通过模仿和记忆台词 ，

以迁移到 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 中的语言 。
２ ． 和

为学生发展语言智能提供了平台 ；
通过观看视

一

般的课堂学 习方式相比 ， 戏剧学习能提供学生

频 、 合唱插 曲 、 创编动作 、 合作表演等多种形充分的空 间和机会让他们用身体来学习和表达 自

式 ， 为发展音乐智能 、 空间智能 、 身体一运动智 我 ， 增强 自信 。 语言学 习中 的输人 、 理解和表达

能 、 人际智能等创造了条件 。 戏剧教学使语言学 应该是多途径的 ，

一般的语言课堂主要提供视

习 的过程不仅成为学生整体感知语言和理解意义 觉 、 听觉 、 书写等学习方式 ， 而不能创造足够的

的过程 ， 也最大限度地调动 了学生的多元智 能 ，

时间和空间使学生充分利用身体的舒展和感觉去

增强了 自信和 自我表现的过程 。理解和表达语言 ， 丰富 自我 。 ３ ． 戏剧教学能够

（三 ） 戏 剧 教 学 对语 言 学 习 所 具 有 的 独
更好地实现学生学习 的主体性和个性化发展 。 如

同大多数的舞台 剧 ， 戏剧课堂里的学生都是演

研究表明 ， 将麵运用于语言教学 ，

？

学Ｓ
胃 ’

的语言学习柳产生很多意想不麵縣 。 細難 、

表演不仅可以成为语言教学手段的
－

部分 ， 还把
表演

２
主

：

学生
Ｊ
观
ｆ
表演的基础

占
， 根据

ｆ
己

语言设定在了丰富的戏剧剧情 中 。

［ １ ３ ］戏剧 的 台胃
通过

二
包含了丰富的语言形式 ， 几乎涵盖所有的语言功 ｊ
能 ， 如解释 、 抱怨 、 赞美 、 恳请 、 惊喜 、 致ｍ自

，
表
５

等 。 此外 ， 戏剧还通过其多样的呈现形式 ， 如独 ｌｉ
Ａ＾^

ｔ虫＝ 习 的能力 。

［ ２ ］ ５ ９ ’ ［ １ ６ ］ ３ １

戏剧教学的每
—

个环节都可

＾
动 ’

＾
其最 之 ；

５Ｌ ’ 就在于 匕 也够提Ｕ隨织合作学 习 ， 例如 ， 分小组学 习 、 练习 台
同的

＾
事情景
巧，

的实舰会 ， 让学生学
Ｊ
使

词 ， 分配不酬色进行雜、 合作表演等 。

一

台

用语 目与人沟衝
’

。

２５ ８

总之 ’ 戏
＾
鮮

气
语 ｇ学

精彩的演出是 由整个
‘ ‘

顧
，
，

和多个演员合作完
习和戏剧表演达到－个平衡点 ，

１
４

通过
“

即
細 ， 学生

“

相互支持和相互鼓励
”

，
还学会

呈现
－

知识表达
－反馈

”

的系统过程 ， 为语言学 “

如何帮助同伴克服害羞的心理
， ，

， 沟通过程中娜
习提供 Ｔ 自 然 、 自 由 、 自 信和 自 主发挥 的平 学会

“

集中注意力 ， 提高沟通能力
，，

。

［＿
５． 細剧

台 。

［ １５ ］从戏剧本身所具有的语言表达和 自 我表现 本有利于学生 向善 、 憎恶 、 走 向智慧 ， 形成 良好
这两种特质看 ， 戏剧教学可 以有效地促进学生英 的人格气质 ， 树立积极的人生 目标 。 学生通过戏

语语言能力 的提升和 自信心的发展 ， 因为英文戏 剧可以更好地认识 自我 、 认识他人 ， 认识不 同文

剧可以通过台词和表演很好地促进学生的语言感 化和不同社会 。 通过接触戏剧 中所蕴含的文学 、

知力 、 理解力和表现力 ， 同时 ， 戏剧还通过其生 艺术 、 政治 、 历史 、
地理等知识 ， 使学生感受到

动 、 真实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关系等对学生体验文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 提升文化鉴赏力和艺术审美

化情境 ， 感知人物心理 ， 丰富生活经历 ， 认识 自能力 。

［ １
７ ］

我 ， 增强 自信 ， 发现生活 中的真 、 善 、 美等发挥＿

收 、 朴
．

独特的作用
＝ ＇

具体而言 ， 以戏剧的方式开展英语教学的优２０ １０ 年 ， 芳草地小学借助
一名戏剧专业的

？９ ５？



外籍教师为高年级部分学生开设了英语戏剧课 ，

一

周 ， 选用不同片段分幕学习 ， 到学期末时 ， 学

结果发现大部分孩子非常喜欢英语戏剧课 ，
经过生就可 以将

一

台完整的剧 目表演 出来 。

一

段时间的教学 ， 学生在 口语表达和学习 自信心（二 ） 戏剧教学 的选材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 但中国教师普遍对开设在三年戏剧教学的实践中 ， 芳草地小学根据

英语戏剧课缺乏 自信 ， 所以戏剧教学
一

直没有普低 、 中 、 高三个年级段学生 的年龄和心理发展特

及开来 。
２０１ ２ 年 ， 芳草地小学开展 了 以英语戏点 ， 确定了选择戏剧课教学材料的类型 。 低年级

剧为特色的北京市朝阳 区样板校项 目 ， 在校长的选用经典童话和趣味动画故事 ； 中年级选择经典

支持和专家的指导下 ， 该校从小学二年级起 （后儿童剧 目 或卡通剧 ； 高年级可以选择莎翁经典戏

下延到
一

年级 ） 逐步将戏剧课推广到所有年级的剧和经过改编的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名著等 。 芳

每个班级 ， 形成了一支 以中国英语教师为主的戏草地小学 目前选择的剧本有 《四 只老鼠 》 《阿拉

剧教学团队 。 项 目实施三年来 ， 经过不 断的摸丁 》 《爱丽丝梦游仙境 》 《狮子王 》 《冰雪奇缘 》

索 、 改进 、 反思 、 实践和总结 ， 该校在戏剧课的《霍比特人前传 》 和 《蝇王 》 等 。 芳草地小学的

组织实施 、 内容选材 、 教学模式 、 课堂评价等方选材经验是 ：

１
． 素材应选 自优秀剧 目 ， 情节丰

面 ， 积累了
一套可借鉴的英语戏剧教学模式和方富 ， 人物特色鲜明 ， 包含正反面角色 ， 节选的每

法 ， 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自信心明显提升 ， 教 一幕都可 以构成
一

个微型故事 。 ２ ． 角色设置 以

师的教学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 取得了４
一

６ 人为宜 ， 以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表

可喜的教学效果 ， 英语戏剧教学 已经成为这所学演 。 如 《 四 只 老鼠 》 就是 以 四 只 老 鼠为表演角

校的
一

张名 片 。色 ；
《阿拉丁 》 中 则 以 Ｊ ａ ｆａｒ

、
Ｓｕｌ ｔａｎ

、 Ｊａｓｍｉ
ｎｅ

、

（
一

） 戏剧教学的组织与 实施Ａ ｌａｄｄ ｉｎ
． 等四个角色为主 。 ３ ． 所选剧本的重点台

芳草地小学每周正常开设英语的课时为三课词语言重复度应比较高 ， 语言形式呈现多样 ， 以

时 ， 用于学习规定 的教材 。 为 了开展戏剧教学 ， 利于学生在表演中强化重点的语言表达方式 ， 促

学校增加
一

节校本课 ， 为全校 ２ ６ 个班级的 １ ０４ １进语 言 内 化 。 如 《 冰雪 奇缘 》 中 的 短语
“
ａ

名学生开设英语戏剧课 ， 以实现戏剧教学从面向ｆｒｏｚｅｎｈｅａｒ ｔ

”

在不 同人物 的 台 词中反复 出 现 ，

精英走向全员参与的教学 ， 使芳草地小学的每个加深 了学生对语言本身以及剧本情节的理解 。
４

．

孩子每周都能上
一

节英语戏剧课 。 开设英语戏剧剧本应能够尽量保证配有相应 的视频 和音频材

课的中国教师从开始的两位发展到了全部九名 中料 。 原声视频和音频不仅有利于学生模仿地道的

国英语教师参与的 团队 。 目前 ，

一

名外籍教师兼口语 ， 提高语音 、 语调水平 ， 还提供了丰富的文

任二年级和五年级的英语戏剧课的教学任务 ， 中化情境 、 以及人物形象和动作 。 在 《狮子王 》 和

国英语教师兼任
一

年级 、 三年级 、 四年级和六年《冰雪奇缘 》 等戏剧教学中 ， 芳草地小学的老师

级的英语戏剧课教学 。们不断地利用原声视频和音频作为语言输入材

为了上好英语戏剧课 ， 学校专门改造了
一

间料 ， 持续地用 自 然 、 富有感染力 的发音和地道 、

普通教室为戏剧教室 。 移走 了桌椅 ， 铺了地毯 ， 流畅的表达刺激并强化学生的语言学习 ， 使二三

保留 了多媒体讲台 ， 并在教室后面修了舞台 ， 增年级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在短时间内就能得

强戏剧表演的舞台感 。 学生在观看视频和学习 台到快速提高 。

词时 ， 面向讲台席地而坐 ； 练习台词和动作时起 （三 ） 戏剧教学 的模式

立 ， 就地分组实践
；
展示戏剧表演成果时 ， 面向戏剧教学与戏剧表演有着本质的区别 ， 戏剧

“

舞台
”

， 分组登台演出 ， 每位同学既是观众也是教学是以戏剧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语言的动

演员 。 各年级按照
一

个学期完成
一

到两个剧本的机和参与语言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
通过创设学习

计划开展教学 。 学期初 ， 教师借助多媒体电影动语言的情境 ， 设计语言实践方式 ， 提升语言学习

画 ， 对剧本进行总体介 绍 ， 使学生 了解故事梗的效果 ， 同时把学生的认知发展 、 情感参与 、 自

概 ， 认识剧中角色 ， 并按照选取的角色将学生分信心的建立 、 对他人和社会的认识都整合到语言

为若干小组 。 之后 ， 教师将剧本按剧情分解到每学习的过程中 ， 达到促进全人发展的 目的 。 芳草

？９ ６？



地小学的英语课堂戏剧教学大致可以分为 四个环力和 自我表现力都有明显的进步 ， 教师的教学观

节 ， 即语境创设环节 ， 语言输人环节 ， 语言内化念也发生了变化 ， 教学的组织和实施能力都得到

与动作配合环节 ， 表演与展示环节 。明显 的提升 。

１ ． 语境创设环节 。 对于全新的剧 目 ， 教师（
一

） 学生的课堂表现

需要通过视频引导出故事的背景 ， 帮助学生认识在英语戏剧课堂上 ， 学生 的表现令人印象深

剧中的人物和主要内容 。 之后 ， 教师根据剧幕的刻 。 他们在戏剧课堂上非常放松和开心 ， 他们快

人物明确小组的角色人数 。 如果不是新剧 目 ， 教乐地学习着语言 、 表演着动作 ， 以各种语言形式

师则先复习上节课的剧情 ， 鼓励学生表演上
一节和夸张的动作尽情地检释 自 己对人物的理解 ， 学

的剧幕 ， 为新学内容做准备 。习 的 自信心和积极性大大提高 ， 个性得到全面释

２ ． 语言输入环节 。 教师通过提问 ， 鼓励学放 。 在戏剧课堂上 ， 不仅英语基础好的 同学表现

生预测剧情和人物心理变化 ， 培养学生推理判断出色 ， 英语基础相对较弱的同学也都在小组合作

的能力和求知欲 。 然后教师以图片或视频片段的表演 中找到了适合 自 己的角色 ， 并收获组员 的支

方式输入语言 ， 结合语境帮助学生理解词汇和语持和信任 。 戏剧课使性格内向 的学生变得敢于开

言表达方式的意义 。 通过观看视频和学习 台词 ，
口讲话 ， 勇于发表 自 己的意见 。 在一位戏剧老师

学生学会观察戏剧中人物 的位置变化 ， 体会人物的反思 日记 中这样记录着 ： 在戏剧课堂上 ，

“

学

的 内 心感受 ， 理解情境和人物关系 ， 发现人物特生学会了取长补短 ， 相互学 习 和帮助 。 这种活

点和情感变化等 。 在此基础上 ， 教师采用
“

观跃 、 自 由 、 开放的学习 氛围 ， 感染着每个学生 ，

看一感受一模仿
”

的方式 ， 带领学生观看视频 、 他们每周都期待着戏剧课的到来 。

”

理解台词 ， 体会意义 ， 模仿语音 、 语调 。 台词学（二 ） 学生的语言进步

习完成后 ， 再次 回顾视频 内容 ， 帮助学生深度理英语戏剧教学 的开展使学生在英语语言表达

解人物情绪 ， 了解故事的前因后果 ， 为后面的模方面的进步尤其显著 ， 这是因为剧本不仅为学生

仿表演和表达做铺垫 。提供了丰富并有意义的词汇与表达方式 ， 而且为

３
？ 语言 内化 与动作配合环节。 在本环节 ， 在情境中运用这些词汇和表达方式提供了最合理

教师分层 、 分段地让学生模仿和体会角色的语音自然的情境。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戏剧课堂上接

和语调 ， 增强学生表达真实情感的能力 。 学生分触到了不少复杂的词汇和句型 ， 由 于有语境的支

组练习语言 ， 在练习 中使语言得到 内化 ， 同时 ， 持 ， 学生理解 、 模仿和表演都没有问题。 例如 ，

教师鼓励学生根据 自 己的理解 ， 为不 同角色配上
＂
Ｙｏｕ ｔｒｉ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ｍ ｅ ｋ ｉ ｌｌ ｅｄ ．

ｎｕ
Ｙｏ ｕｒｅ

动作 。 小组内成员相互学习 ， 共同配合 ， 完成语ｏ６ｗ ｉ〇ＭｓＺ
：ｙｌｙ

ｉｎｇ．
”“

Ｓｃａｒ ｔｏｌ ｄｕｓａｂｏｕ ｔ ｔｈ ｅ

言与 动作 的配合 ， 在 合作排 演 中 实 现语 言
”“

Ｗｆｅａｔｏｗｅｒｓｈｅｈａｓ ｔｏｓａｙ ，
ｓｈｅｃａｎ

的内化 。ｓａｙ
ｉ ｔｉｎｆｒｏｎｔｏｆｕｓ ．

”“
Ｈａｎｄｓｄｏｗ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ｔｈｅ

４ ． 表演与评价环节 。 学生分组上台 表演 ，ｂｅｓｔｄａｙ
ｏｆｍｙ

ｌ
ｉ ｆｅ ，ａｎｄｑｕ

ｉｔｅ
ｐｏｓ ｓ

ｉｂ 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ｓｔ．

”

其他学生认真观看 ， 并根据参演小组同学语言表
“

Ｉｋｎｏｗｗｈｅｒ ｅ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ｇｏ？

” “

Ｔｈ ｉｓｉ
ｓ
ｇｅｔ ｔ

ｉ
ｎｇ

达的流畅性 、 情感把握的准确性 、 动作是否到ｏｕｔ ｏ ｆｈａｎｄ．
”

等 。 此外 ， 英语戏剧视频纯正的

位 、 声音是否洪亮 、 舞台站位是否合理等方面尝发音 、 富有夸张色彩的语音语调 ， 以及引人入胜

试用英语进行评价 ， 在找到值得 自 己学习 的优点的故事情节都很好地吸引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愿

的同时 ， 提出改进建议。 教师也会鼓励参加表演望 ， 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 ， 学生慢慢地内化了

的同学进行 自我评价 ， 同时 ， 对戏剧表演给出整这些语言 ， 在表演中很 自然地表达出来 。 在英语

体评价 。戏剧课上 ， 我们经常会看到学生与教师用英语 自

四 戏剧教学的麟＃对话＿境 。 例如 ’ 有
―

次 ’
一

位二年级的学

生在回答老师提问时 ， 自然地说出 了他从戏剧剧

经过三年时间的探索和实践 ， 芳草地小学的本里学到的一句话 ：

“

Ｉｈａｖｅａｎｅｗ ｉｄｅａ．

”

。 总之 ，

英语戏剧教学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 学生的语言能参与戏剧教学项 目 的学生在 口语水平和表演能力

？９７？



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并增强 了语言学习 的 自课 ， 学生的语言能力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 ， 语言

信心 。与思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 学生能体会到不同

（三 ） 教师观念与教学方式的 转变文化的内涵 ， 感受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 ， 辨别人

参加戏剧教学实验的教师在课程专家的指导性的真善与邪恶 ， 其情感 、 态度和价值观都能得

和帮助下 ， 在戏剧教学的实践中 ，
不断改进和优到提升 。 戏剧表演还使学生的性格更加开朗 ， 表

化戏剧教学的方式 ， 使课堂不再只注重学生的语现更加 自信 ， 学习更乐于合作 ， 这些都是学生全

言学习 ， 而同时关注引导学生观察 、 体会 、 理解面发展的重要体现。 在国家倡导以发展学生核心

人物的特点 、 心理变化和行为的合理性 ， 关注语素养为 目标进行新课程改革的今天 ， 开展戏剧教

调 、 重音和表演的动作是否充分地表达出对人物学无疑是
一种值得尝试和推广的教学方式 ， 芳草

以及人物之间关系的深层理解 。 教师通过开发和地国际学校 已为其他学校开展戏剧教学提供了可

利用视频 、 录音 、 图片等辅助材料 ， 创设丰富的借鉴的经验 ，
也起到 了 良好的示范作用 。

情境 ， 为学生理解 、 模仿 、 实践和内化语言创造尽管在中小学开设英语戏剧课对很多教师

机会 。 他们将剧本学习与语音教学相结合 ， 引导来说还很陌生 ， 但芳草地小学英语戏剧课的实

学生关注连读和失去爆破 ， 注意模仿视频 中人物践已经证明 了它在普通小学开展戏剧教学 的可

的语调 、 语气和语流 ， 创造多种途径让学生感知行性 。 当然 ， 开好英语戏剧课还需要注意 以下

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和生动有趣的动作表演 。 随几个问题 。 首先 ， 教师要 根据学 生年龄 的特

着经验的积累 ， 教师的教学内容 、 教学资源的选点 、 认知需求和语言水平选择合适的戏剧教学

择也更为多元化 ， 通过有趣的戏剧情节和鲜明的的素材 ， 确保让学生对语言学习充满期待 ， 对

人物个性 ， 牢牢抓住学生的兴趣 ， 释放学生天戏剧表演不感到畏惧 。 其次 ， 对一些害 怕在 同

性 ， 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 教师个人的教学伴面前开 口说英语的低年级小学生或英语基础

和研究能力以及教学热情和个人性格方面都有 了薄弱 的学生 ， 教师可以在开始阶段请他们扮演

较大的改变 ， 下面是
一位教师的教学反思 ：动作较多 、 台词较少的角色 ，

逐步引 导和鼓励
“

我性格 内 向 ，
比较安静 ， 根据我 对 自 己 的他们参与和享受戏剧课堂 。 再次 ， 开展戏剧教

认识
， 感觉肯定无法胜任戏剧教学工作 。 在最初学 ， 教师不

一

定要有外 向 的性格或表演 的天

学校领导找我谈让我承担戏剧教学任务的 时候 ， 赋 ， 内 向的教师也
一

样能上好戏剧课 。 重要的

我仅是勉 强答应 ， 怯怯地跟主任说 ： 我试试吧 。 是 ， 教师要把握正确的教学方法 ， 为学生提供

开展戏剧教学初期 ， 我在课堂上显得 比较拘谨 。 多种形式的模仿活动和循环滚动的
“

说
， ， “

演
”

但戏剧课 ，
需要学生充满激情 ， 作为教师 ， 也要机会 ， 通过开展小组合作 ， 激发学生参与 ， 带

试着释放 自我 ， 才能感 染学生 。 经过一段时 间 的动戏剧课堂 。 最后 ， 戏剧课对教学条件并没有
历 练加上 专 家 团 队给我很 多 的 方法 ，

让我认识特殊的要求 ， 重要的是教师要乐 于探索和大胆

到 ， 即使是
一位文静的老 师也可以把戏剧课上得实践 。 英国著名戏剧及电影导演彼得布鲁克认

富有激情 。 今天的我在穗重之余 ， 更 多 了一份 自为 ， 戏剧 的发生很简单 ：

“
一

个人走过
一

个空

信和活力 。

”
（教师反思 ）间 ， 观众看见他 ， 戏剧就发生了

”

。

［ １８ ］

戏剧课在

＾国 内任何
一间多媒体教室都能进行 。 教室就是

＇ ｄ Ｂ

剧场 ， 教师只需准备剧本 、 视频 、 音频等素材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 英语戏剧课对促进学生

和视频剪辑文件就可 以 了 。 当然 ， 选好剧本是
的全面发展 ， 提升英语语言能力起到积极的推动 开好英语戏剧课的重要前提条件 。

作用 。 戏剧课堂为学生创设了丰富的语境 ，
呈现

了贴近真实生活的鲜活语言和声情并茂的人物情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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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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