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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儿 教 育 

初探教育戏剧活动促进大班幼儿社会性的发展 

罗敏慧 

厦门市观音山幼儿园 

摘要：教育戏剧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戏剧的活动中，幼儿通过参与活动，在与同伴的相互交往中、在角色的扮演中，潜移默化地构建自身

新的社会性能力，发展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信心、遵守规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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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是一种戏剧活动，让幼儿通过角色扮演等游戏去获得经验，获得新

的知识。教育戏剧对幼儿的社会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学习往往融合

在各种学习活动中，并渗透于幼儿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 

一、教育戏剧活动促进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发展 

案例一：争抢角色 

在区域活动时产生了争抢玩具小插曲，我们开展了《我会解决问题》的教育

戏剧活动，现场定格在王嘉文和朱佳宇之间抢玩具后嘉文跑掉的一幕，这时候我

入戏，走到佳宇的身边抱抱他，佳宇说：“我很伤心，我愿意分享，我们可以轮

流玩。可是嘉文跑掉了。”“如果嘉文来你身边，你愿意跟他说你的想法么？”

“我愿意！”我去劝王嘉文。我说：“嘉文，你觉得佳宇没有分享玩具很生气是不

是？可是佳宇也很伤心呢，如果别人把你的作品推倒了，你是什么心情呢？”嘉

文轻轻说：“我会生气，也会伤心，因为这是我的作品。”我把王嘉文请到了朱佳

宇的面前。嘉文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做的，我帮你把多米诺再搭起来

吧。” 

眼看着大家就要这样结束表演，可是解决争抢问题只出现了“分享和轮流

玩”两种办法。我赶紧走到大家的中间，说：“我们在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争同一个材料的情况，如果我们都喜欢那个小桥的机关，可以怎么做呢？”金霖

说：“我们可以用石头剪刀布的方法，谁赢了谁就拿去用。”何祺乐说：“我看下

还有什么东西也可以当小桥。”胡瑞轩说：“我们把两个人的作品连在一起，一起

合作就可以共用这座小桥啦！”王嘉文最后说：“今天我错了，生气是没办法解决

问题的。如果下次再遇到争抢的情况，可以用商量、分享、轮流玩、石头剪刀

布、合作的方法一起解决问题。”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在“人际交往”的“能与同伴友好相处”5-6

岁阶段提出“与同伴发生冲突时能自己协商解决。”[1]王嘉文的情绪一激动就忘

记了思考，所以在解决问题方面较为欠缺。利用教育戏剧“定格”策略，针对班

级出现的“玩具争抢”事件，马上开展教育戏剧活动。在让王嘉文懂得解决问题

的方法之前，用“共情”的方法疏通他的情绪，让嘉文感同深受——“嘉文，你

觉得佳宇没有分享玩具，现在很生气是不是？可是佳宇也很伤心呢，如果别人把

你的作品推倒了，你是什么心情呢？”嘉文轻轻说：“我会生气，也会伤心，因

为这是我的作品。”在大家的情绪稳定之后，采用“教师入戏”的策略，用开放

性的问题引导幼儿进行思考解决办法——“我们在游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争同

一个材料的情况，如果我们都喜欢那个小桥的机关，可以怎么做呢？”大家想出

了“商量、分享、轮流玩、石头剪刀布、合作的方法”。最后王嘉文认识到自身

的错误，并且在大家的帮助下明白了“生气无用论”以及“问题解决四五法”。 

幼儿在教育戏剧活动中，能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戏剧定格”，重新演

绎问题，然后通过情绪疏导、反思、群策群力的方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

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发展幼儿解决问题能力的作用。 

二、教育戏剧活动促进幼儿自信心的发展 

案例二：我不敢 

在集中活动中，好多小朋友都会积极的思考问题并跟小伙伴分享想法，却不

举手发言，或者发言的声音很小。于是我们开展《我不敢》的教育戏剧活动。 

开展活动时，定格在“不敢举手发言”的一幕。朱佳宇表演老师：“请问谁

知道我们幼儿园里的果树有哪些呢？”恩善小声地对艾琳说：“樱桃、人心果、

桑葚……”艾琳：“恩善你也举手吧，你知道答案，真的很厉害！”恩善：“我不

敢。”凯凯：“不用怕，说错了也没事呀，重要的是我们能大胆发言，小慧老师就

是这么说的。”洪杰：“对呀对呀，你能行！”朱佳宇：“接下来请恩善告诉我们答

案，大家给她掌声！”恩善低着头：“我们幼儿园的果树有樱桃、人心果、桑葚、

木瓜、桃子、梨、香蕉。”佳宇：“哇，你观察的真仔细！”我及时入戏：“恩善，

你这么漂亮这么可爱，把头抬起来回答，你会更棒的！”恩善抬起头又说了一

遍，这次比前一次更大声。大家给予了恩善热烈的掌声。 

“说话声音小、动作小、不敢面对大家说话”这是孩子缺乏自信的表现之

一，通过教育戏剧的活动，创设了一个宽松的氛围，比如同伴语言的鼓励、大家

掌声的肯定、老师对答题要求的低等等，让孩子打消了紧张情绪。再者，孩子受

到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肯定和表扬，比如“观察的很仔细”、“知道的水果多”、

“漂亮、可爱”，让他们对自身的优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对此感到满足和自

豪，从而提升了自信心。在王晓的《教育戏剧促进课堂“边缘人”回到课堂中

心》中提出——通过教育戏剧，教师可以为学生创建平等、接纳的班级氛围，学

生在戏剧中深刻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在不断体验中抒发和表达自我、关怀

自我，从而树立自尊心和自信心。[2] 

三、教育戏剧活动促进幼儿遵守规则能力的发展 

案例三：自主阅读时的混乱 

自选活动时间，大部分的孩子都选择了“阅读绘本”。在取用绘本时，大家

用挖、翻、挤的方式，还有人插队，现场的秩序一片混乱，也加快了绘本的损

耗。我把这个现场视频投射到一体机上，请大家开展教育戏剧活动，解决自主阅

读时的混乱现象。 

有的人表演小朋友，有的人表演物，如绘本、桌子、绘本筐等。林原麒走到

绘本筐前，把绘本翻的嗒嗒响，这时，绘本：“哎呀，我好疼啊！谁把我的身体

翻来翻去呀？”又有几个小朋友来到绘本筐前一起选绘本，这时，绘本筐：“哎

呀，好疼呀！我的筐都要被挤扁啦！”灵灵说：“沅京，你们插队。”沅京：“我从

这个方向排队，我没有插队。”灵灵：“我们一直都是往这边排队的，你不遵守规

则。”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大卫：“请安静！我们来看看怎么解决问题吧！你们

看，绘本和绘本筐疼的可难受了。”绘本说：“你们把绘本都堆在一起，要拿绘本

的时候不方便。”沅京说：“我们可以用区域盘放绘本。”绘本：“不行不行，那样

做我还是会被堆在一起。”东东：“用文件架怎么样，就像我们的成长档案那样立

起来。”绘本筐说：“你们排队的方向没有确定下来，哪边都能排队，肯定会出现

冲突的。”大卫：“我们画一个标志贴在地板上，有标志的那边就是排队的方

向。”灵灵：“还要画一个一个排队的小人儿。”于是大家就根据商量的方案行动

起来。绘本、绘本筐：“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真是不疼也不挤。”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提出，大班幼儿能理解规则的意义，能与

同伴协商制定游戏和活动规则。[3]在教育戏剧的表演中，孩子们会用共情的形

式，把绘本和绘本筐拟人化，把他们的“疼”、“被争抢”、“被挤”表现出来，在

小朋友们发生争吵的时候，又提出了“绘本摆放方式”和“排队没有标志”的问

题，引发了大家的思考，从而群策群力，提出了“用文件架摆放绘本”以及“在

地板上贴标志代表排队方向”的方法。在潜移默化中，孩子们提高了遵守规则的

自觉性。 

社会学习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往往不是教师直接“教”的结果，幼儿主要

是通过实际生活和活动中积累有关的经验和体验而学习的。所以我们要通过环境

影响、感染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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