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 倩

用身体来学习，儿童在各种角色中会

有怎样的成长？当戏剧与中小学教育相

遇，会生发出怎样的精彩？近日，2024杭

州·天地戏剧教育研讨会在杭州天地实验

小学举办，来自教育界、戏剧界的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在戏剧课堂上、在思想碰撞

中，一起探寻更好的学校教育。

戏剧带来教学新样态
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

版）》中，戏剧（含戏曲）跻身艺术课程版

图。天地实验小学早在2014年就开始探

索戏剧教育。当天，该校师生带来了3场

不同主题的课堂展示。

光影戏剧课“宝莲灯”演绎了沉香不

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劈山救母的故事，

这是该校戏剧教师王天阳带领师生探索

技术赋能教育戏剧课堂、艺术与数字科技

融合的一次实践。纸艺戏剧课“你好，喵

星人”由美术教师孙佳烨和吴雪儿设计开

发，学生们观察猫的形态、动作，用皮影

“故事盒子”的形式展示猫的故事。英语

戏剧课“龟兔赛跑”由英语教师项旭阳执

教，他带领学生重现经典寓言故事《龟兔

赛跑》，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听、说、

读、看、演，综合运用所学英语知识，表达

自己的观点。

3场精彩纷呈的戏剧课让专家学者们

看到了戏剧给教育教学带来的新样态。

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李旻原

指出，行动、观察、故事是戏剧中3个非常

重要的元素。“宝莲灯”引导学生在故事中

学习，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剧场，教师和学

生都成为故事中人，形成对角色的认同

感；“你好，喵星人”引导学生在观察中学

习，通过手工把抽象变成具象，是艺术化

的过程；“龟兔赛跑”引导学生在行动中学

习，教师入戏，学生在动作中用身体学语

言，体现了戏剧具身学习的特点。

华东中小学校教育戏剧联盟创始人

张彬在观摩了“宝莲灯”一课后，感受到戏

剧教育的场域是高度容错的。“容错体现

在学生的动作不一定整齐，该站稳的时候

不一定站稳，但教师作为引导者会高度包

容这些不完美。”在张彬看来，戏剧教育不

追求结果的完美呈现，而是关注过程中每

个学生是否充分经历，它的价值在于自然

生成的提问、勇于探寻问题的本质以及经

历思考后的再创造。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院长王莺对

此表示赞同：“学科学习更注重目标价

值——最终掌握什么，戏剧则强调经历、

经验。”“你好，喵星人”课堂上，在创作猫

的剪影之前，学生们先演绎了自己观察到

的猫的行为。他们全身心投入肢体语言

的表达，令王莺印象深刻。她认为，这足

以看出戏剧的表现方式深受学生喜爱，教

师们应该积极探索将学习内容通过戏剧

的方式加以呈现。

“宝莲灯”一课上，所有学生情绪饱满

地喊出“娘亲”的画面令浙江省特级教师、

东阳市外国语小学原校长卢雁红感到震

撼，“学生们沉浸在表演中，语言和情绪状

态高度一致，这是难能可贵的”。她认为，

中华民族具有谦虚内敛的特质，但是戏剧

课堂能激发学生解放天性。

戏剧落地校园的探索之路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学院院长陈永

华提出，艺术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完

整的人”，从课堂表现看，戏剧教育与新课

标中提出的“实践性、综合性”要求是契合

的，“我们应当让教育戏剧成为一种文化，

成为撬动课堂变革、重塑学校文化和儿童

成长文化的重要力量”。那么，教育戏剧

在课堂中应如何落实？怎样的戏剧课才

能在学科融合中实现更好的育人价值？

卢雁红认为，作为一种综合学习、沉

浸体验的学习方式，学校应该看到戏剧教

育的重要性。课内，戏剧元素可以融入语

文、英语、音乐、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让

学生多一种学习方式；课外，有条件的学

校可以引进专业戏剧教师来组织社团、开

展活动，以专业性提升学生的素养。

同时，她也指出，目前戏剧教育要落

地中小学教学的难点有二。一是教材紧

缺，不少教师在开展戏剧教育时使用的是

从国外引进的教材，“这些未必适合我们

的学情”。二是师资不足，很多学校没有

专职戏剧教师，这成为开展戏剧教育最大

的阻碍。

对此，天地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校

长王雷英分享了学校10年戏剧教育探索

的经验。

首先，做到场域、师资高配置。学校

建了剧场、戏剧中心，满足戏剧教育的需

要，引进毕业于戏剧专业的专职教师，校

长带头鼓励各科教师参与戏剧教育，丰富

师资力量。其次，做到内容、生活高融

合。戏剧是真实生活的反映，学校充分将

戏剧题材与学科项目相融合，比如在开展

蚕文化项目跨学科学习时，就结合学习内

容及学习体验，编排了戏剧《蚕房的故

事》。最后，技术赋能高交互。学校积极

采用信息技术，搭建起全国第一间智能交

互戏剧教室，辅助戏剧学习，引入AI技

术，模拟戏剧场景交互。

王雷英还以真实案例指出戏剧教育

的重要价值所在：让教师找到走近学生的

方式。“在戏剧课上，每个学生都有角色，

即便是演绎一棵树，学生也会去理解、感

悟。哪怕是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在戏剧

课上，讲话也不再磕绊。”因此，学校要围

绕育人的价值和理念，拓展育人的方式和

方法，用戏剧来疗育，用戏剧来还原生活，

让学生拥有力量感。

切实落实新课标要求
在新课标中，戏剧教学在一、二年级

的学习任务主要依托唱游·音乐实施，任

务为“模拟表演”，三至七年级学习任务

主要依托音乐及语文、外语实施，任务为

“课本剧表演”，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可在

七年级开设戏剧（含戏曲），学习任务围绕

“戏剧游戏”展开。八、九年级的学习任务

包括“演出舞台剧目”“编演故事脚本”“记

录观剧心得”和“策划戏剧化活动”。

当天，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沈亮也围绕学段目标和学

习内容，对新课标中的戏剧教育进行了详

细解读。他强调：“课标中从未提过戏剧

教育是培养专业演员的，戏剧教育的目

标是循序渐进地培养人的综合素质。”因

此，戏剧在学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能

直接等于表演，不能将戏剧教育窄化成

表演。“戏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实践、

多元化的课程。”沈亮说，学校在进行戏

剧教育时，需要遵循“坚持以美育人、重

视艺术体验、突出课程综合”的理念，通

过戏剧培养学生沟通表达、情绪识别、情

感控制、创造想象、道德责任、解决问题、

团队合作等素养。

在戏剧教育落实的具体方式上，沈亮

认为，最好用多元化的题材实现跨学科的

戏剧教育，除了语文、英语、音乐等课程，

大思政课、心理健康课、道德与法治课等

都能成为戏剧教育的舞台。

著名剧作家、中国当代教育戏剧奠基

人李婴宁提出了适合当下校园的两种戏

剧教育形式。一是参与式剧场。这包括

以绘本为主的故事剧场，将辩论融入的论

坛剧场，全班参与以学期、学年为单位开

展戏剧创作的记录剧场。二是创意剧

场。这包括以即兴音乐和即兴表演为主

的创意音乐剧场，跨界进入美术馆和博物

馆、结合展览内容开展的即兴舞蹈剧场，

融合美术、手工制作的创意木偶、皮影剧

场，等等。

她同时指出，师生参与实践活动的时

间是有限的，戏剧教育应当成为开展跨学

科教育的形式之一。为了满足各学科课

时和学习目标的要求，进行戏剧教育时需

要展开跨学科合作备课。而在制订评价

体系和标准时，不能只看表演技巧，更要

重视学生的基本素养和在参与戏剧过程

中得到的人生成长，从而达到德育和美育

的目标效果。

戏剧教育：多一种方式来学习
——2024杭州·天地戏剧教育研讨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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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红宇

“1992年的时候，宁海峡山镇与薛岙乡

合并成了一个乡镇。那里原来有个码头叫

长礁嘴，因此村里人就取‘长礁’的谐音‘强

蛟’为乡镇名，寓意蛟龙入海、前途无量。”在

视频号“乡土宁海”的“水东讲村名”栏目中，

宁海中学退休教师李恒迁用方言讲述着宁

海县各乡镇街道名称背后的历史和故事。

花白的头发、浓黑的眉毛、一双炯炯有

神的眼睛，操着一口流利的宁海方言……从

2022年开始，李恒迁的形象随着“水东讲村

名”栏目的发布和传播，逐渐被宁海人所熟

知。而在传承宁海乡土文化的这条路上，李

恒迁已经走过了22年。

寻找散落的乡土记忆
时间回到2002年，当时还在宁海中学

教授物理学科的李恒迁收到好友、时任宁海

县文物办主任徐培良的邀请，走进乡村，了

解宁海古戏台背后的故事。一开始，李恒迁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利用周末时间跟着

徐培良在各村转悠，拍摄宁海古戏台的照

片。在与古戏台的亲密接触中，李恒迁逐渐

对乡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宁海古戏台结构完美、自成体系，特别

是明清以来各时期的戏台均有遗存。那么

宁海古戏台是怎么来的呢？古戏台背后的

乡土文化是什么？这些问题勾起了我的好

奇心。”李恒迁说。于是，他开始主动去找村

里的老人打听、翻阅各种历史资料。在这个

过程中，他对宁海传统村落概况、古建古迹、

宗族、名人、民间故事、传统民俗等进行了全

方位的收集整理，这让他进一步加深了对宁

海乡土文化的了解。

2013年，趁着宁海中学推行新课程改

革之际，李恒迁开设了“宁海古村落”选修

课，他将自己搜集到的宁海传统村落相关材

料汇集成册，编撰成校本教材，面向学生开

讲。没想到，课程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也

让许多教师充满兴趣。

“现在的孩子对宁海本地的古村落缺乏

了解。这门课不仅向他们普及知识，同时也

传承着传统文化。”李恒迁表示。为了进一

步真实地还原古村落的风土人情，他利用寒

暑假时间，到村里一趟趟踩点，一段文字要

核实两三遍，一张照片要拍摄四五次。做宁

象古城沥水滨的课件时，李恒迁连续几天在

清晨4点爬上力洋水库，只为拍到一张沥水

滨村落的全景。

在研究编写校本教材的过程中，李恒迁

和一些热爱乡土文化的学校教师、摄影协会

的成员逐渐聚集在一起。他们成立了乡土

宁海工作室，并于2015年年底注册开通了

“乡土宁海”微信公众号，以每周3篇以上的

频率发布着与宁海乡土文化有关的文章。

用方言讲述乡土文化
当被问及为什么想要创办“水东讲村

名”栏目时，李恒迁表示这个栏目利用短视

频工具记录和传播乡土文化，是适应新媒

体时代传播规律的一次尝试。“我想借助短

视频让乡土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李恒

迁透露，“水东讲村名”栏目主要聚焦宁海

各个村落名字的起源与背后的故事，也涵

盖一些村落里的人物事迹、历史事件和民

间故事等。

在李恒迁看来，这个栏目的最大特点是

用宁海方言来讲宁海故事。“方言在乡土文化

的传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表示，很

多当地的文化用方言讲出来才更有韵味。为

了确保每期故事的真实和生动，李恒迁每到

一处村庄都会实地考察，详细采访当地能讲

方言的老人，请他们用方言出镜讲解，后期再

配上字幕。“我们想通过这种形式把宁海各个

村庄的方言记录下来，让更多人感受到方言

的魅力和乡土文化的底蕴。”

“在海外听到亲切的乡音真的非常感

动。”“这些故事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

“游子听乡音如回乡。”……在“水东讲村名”

栏目的评论区，经常能看到暖心的留言。这

让李恒迁十分感动：“我们的视频逐渐成为

链接宁海人与乡土的情感纽带，大家的认可

是支持我讲述下去的不竭动力。”

虽然团队里也有其他成员，但他们大多

数还有其他本职工作。因此在栏目创办初

期，已经退休的李恒迁承担了大部分策划、

采访、拍摄和剪辑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视频拍摄和剪辑技能都需要

从零开始学习。”李恒迁一边在网络上自学，

一边向团队里的年轻人请教，顺利度过了磨

合适应阶段。截至目前，“水东讲村名”栏目

已经发布261期内容，全网累计播放量超过

100万次。“接下来，我打算继续讲述村名的

故事，捕捉乡土文化中更多珍贵而鲜活的瞬

间。”李恒迁说。

讲好村名背后的故事
——记宁海中学退休教师李恒迁

日前，桐乡第一中学举办了高三年级毕业典礼。典礼上，高
三年级组教师以一曲《一举成名》祝愿学生未来能梦想成真。学
生们也为其中即将退休的教师沈松娥准备了惊喜：鲜艳的花束和
写满祝福的手举牌。师生共同“毕业”，感情在这一刻交织升华。

（本报通讯员 杨 琼 摄）

一起“毕业”

常山县实验小学：
劳动一学期
辣椒上擂台

本报讯（通讯员 汪 晶）日前，常

山县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辣椒擂台赛”活动。学生

们带着自己种的辣椒上台进行展示、

评比，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据悉，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

提高责任意识，常山县实验小学开展

了“阳台计划”活动。本学期开学第一

天，学校给每个学生发放了“种子红

包”。学生们把一部分种子种在学校

的劳动基地里，另一部分带回家种在

阳台上。经过一个学期的精心养护，

学生们都收获了自己的劳动成果。

五年级学生以种植辣椒为主。

为更好地激励学生的劳动热情，年级

组组织了“辣椒擂台赛”活动。由学

生组成评审团，对参赛的辣椒进行多

角度评比。评选现场，评委们用直尺

测量辣椒植株的高度、辣椒的长度，

清点每一株辣椒结出的数量，还请参

赛选手上台陈述种植过程。最后选

出“最高辣椒树”“最多辣椒王”“最

小米椒”“最顽强辣椒”“最佳奉献

椒”等奖项。

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

毕业感恩宴，
我为阿姨做顿饭

本报讯（通讯员 江文辉）“阿姨，

您尝尝我烧的糖醋里脊。感谢您 6

年来的辛苦付出，希望您在今后的工

作中能够开开心心。”6月24日下午，

温岭市松门镇第四小学六年级学生

吴心皓一边把糖醋里脊夹到后厨阿

姨陈春香的碗里，一边表达了美好的

祝愿。

据悉，松门四小今年共有毕业生

171人。为了给毕业生留下美好的回

忆，学校举办了一场主题为“阿姨为

我做 6年饭，我为阿姨做一顿饭”的

感恩宴活动，将 14名食堂后厨阿姨

请来成为“座上宾”。副校长茅信彩

表示，这是学校的“最后一课”，让学

生和后厨阿姨互换角色，通过为后厨

阿姨做饭，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下午3：00活动开始，学生、家长

陆续提着刚从菜市场买来的食材走

进校园。洗、切、炒、烤、蒸……学生

们自告奋勇当起厨师，家长们从旁辅

助。扬州炒饭、糖醋里脊、红烧鸡翅、

盐水蛏子、葱油红虾……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忙碌，香喷喷的菜肴摆满了各

班级的餐桌。学生们忙把后厨阿姨

请来，感恩宴正式开始。“这群孩子是

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的，他们能有

这份感恩之心，我真的很高兴。”陈春

香笑着说。

遂昌县育才小学：
思政课“圈粉”
美国大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 潘雨妍）
“因为语言不通，大家都没有什么话

讲，飞行员就指了一下，他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日前，在遂昌县育才小学

美术展馆里，美国天普大学师生和遂

昌县育才小学师生共同聆听了一堂

特殊的思政课。来自遂昌县柘岱口

乡的黄志椿老先生，深情讲述了父辈

营救美国飞行员那段可歌可泣的历

史事迹。

1942遂昌民众营救美国飞行员

纪念馆位于遂昌县红色古镇王村口。

在黄志椿讲述之外，中美师生还在这

里共同观看了纪录片，参加了沙画制

作等活动，了解遂昌民众营救美国飞

行员的更多细节。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当

时的人们不能互相交谈，却能走到一

起互相帮助，我认为这真的很美好。”

听完讲述，美国天普大学一名教师表

示，这堂思政课为续写中美友谊新篇

章增添了历史的厚度。

据了解，在遂昌参加活动期间，美

国天普大学的师生还走进了遂昌县非

遗馆、汤显祖纪念馆等场馆考察学习，

体验了昆曲艺术、长粽文化、畲族服饰

等遂昌特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