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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戏剧在中职生管理中的运用

●栾　骞　徐　彦

　　

[摘要]教育戏剧是利用戏剧形式和戏剧内容,开展教学和教育的一种管理学生的方式,它以其特有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式,加强了中职生自我认知,提升了其学习自信心,对中职生的教育和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具体的实践中,教师通过创设情境活动,学生依据自我认知,参与编写剧本、演出、演绎和体验,提高了自身的

交流表达能力,提升了思维品质,增强了心理素质,教育戏剧更能提高班主任的班级管理能力和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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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大多数中职生学习成绩一般，对课堂教学不受关注，由

于年龄特点和个性差异的影响，有些学生道德观念淡薄，价

值观念模糊，需要教师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和教育。 而教

育戏剧凭其独特的育人功能和教学方式，在中职班级管理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阶段，中职班级管理中存在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学生表达能力差。 在面临问题时，许多学生无法清

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影响与他人的沟通，难

以深入进行思考和判断。 部分学生容易冲动，对问题缺乏

全面深刻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思维成熟度和情

绪管理能力上的不足。

(２)学生心理素质差。 由于来自家庭、社会和学业等多

方面的压力，一些中职学生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如焦虑、

抑郁。 这些问题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可能导致行为上

的偏激和冲突，使得学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时有发生。

所以，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有待提高。

(３)班主任尤其是新教师缺乏教育技巧，管理能力较

差。 一方面，一些新入职的班主任由于缺乏经验，管理经

验缺乏。 另一方面，一些资深班主任虽然经验丰富，但管

理方法相对落后，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学生的真正需求。

信息碎片化时代，讲述式传授模式很难调动学生的兴趣

和参与的积极性，有些甚至会产生抵触心理，不利于学校教

育工作的开展。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沉浸式、参与式的教学

模式，能够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将教育中比较抽象的道德观

念、价值取向等内容融入剧情中，通过活动育人，关注学生

的体验与感受。

核心概念

教育戏剧是利用戏剧形式和戏剧内容，来开展教学和教

育的一种学生管理方式。 在开展教育戏剧活动时，学生可

以采用角色扮演、即兴表演、戏剧排演、模仿或游戏，发挥

自身的想象力，代入自己对某个角色和问题的理解和想法，

进行体验和思考，实现教育的终极目标。 学者牛爽认为，

教育戏剧的意义在于寓教于戏，寓教于剧，使学生在快乐中

学习、在反思中成长，进而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教育戏剧在中职生管理中的运用

(一)教育戏剧育人特征

教育戏剧的育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参

与性。 教育戏剧鼓励学生亲身参与，通过实践和体验来深

化教育的效果。 学生从选材、编排、演出到评价，自始至

终地参与融入教育戏剧的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

创作者和表演者，更是观众。 学生扮演剧中的角色，通过

身体语言、语音表达等形式，将情感、性格和行为展现出

来。 (２)合作性。 合作性即协同创作、演出。 协同创作需

要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想法，合作解决问题，达成团队

共识。 一个教育戏剧通常需要团队合作完成，学生在小组

活动中学会合作、沟通与协调，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

精神和领导能力。 合作性是教育戏剧的本质特征，没有合

作就没有创作，没有合作就没有剧本和演出。 (３)生成性。

在教育戏剧活动中，学生需要面对各种情境和问题，并作出

相应的决策。 这种情景模拟和角色扮演，可以促使学生主

动思考、分析和解读文本，进行批判性思考和自我判断。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深入

探索角色的内心世界，演绎情节，培养道德判断力和批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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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能力(付钰，２０２１)。 角色扮演和情感表达可以促使学生

深入感受角色的情感变化和经历，从而增强情感认同和共

鸣，培养道德情感和同理心。

(二)教育戏剧在中职教育管理的实践过程

教育戏剧的实践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步、四环。 三步即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步骤，四环即戏前准

备、戏中创编、师生入戏、戏后迁移四个环节。 问题是素

材和剧本内容的源头，四环是戏剧创作、欣赏和影响的过

程。 详见图１。

图１　教育戏剧在中职教育的实践过程

(三)教育戏剧在中职教育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在中职班级管理过程中，教师常利用教育戏剧作为班会

课和其他教学活动的授课内容。 具体运用体现在以下

方面。

１．聚焦主题，戏前准备

首先，教师要根据班会课的主题，提供一个情境或场

景，明确主题班会课的目标和教学内容，可以是一个真实事

件，一个现实问题或班级中发生的故事，引起学生的兴趣和

好奇心，教师要求学生撰写剧本，设计角色，准备在班级展

示、演出。

案例１。 (１)主题：尊重与友善。 (２)教学目标：通过

教育戏剧，让学生认识到尊重与友善的重要性，培养良好的

人际关系和道德品质。 (３)教学内容。 ①场景：选择一个

尊重和友善的故事，如一个同学因为某些原因被孤立，同学

如何对待他。 ②剧本撰写：教师引导学生根据所选情境，

撰写剧本。 剧本包含角色设定、情节发展以及班级主题。

可以设定几个角色，包括被孤立的“小李”、对待小李的

“同学”、帮助小李的“老师”等。 ③角色设计：学生根据

剧本，设计角色的形象、性格。 例如，“小李”可能是一个

内向、敏感的同学，“同学”则可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如

友善、冷漠、霸道等，“老师”则可能是一个关爱学生、富

有同情心的形象。 ④准备演出：学生在准备演出的过程

中，进行排练、服装道具准备。 可以准备一些简单的道

具，如书本、文具等，增强表演的真实感。 ⑤班级展示演

出：学生通过角色扮演、良心巷等教育戏剧范式，通过同学

对小李的不同态度和行为，展现出尊重与友善的重要性。

⑥反思与总结：演出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反思和总

结。 学生可以分享自己在创作和表演过程中心得体会，讨

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到尊重与友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见图２。

图２　«被孤立的小李»的演出现场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教育戏剧在班级管理中能够通

过提供一个情境或场景，让学生通过剧本撰写、角色设计、

准备演出和班级展示演出等步骤，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２．戏中创编，借力范式

戏剧内容的呈现是教育戏剧活动的关键部分，班会课常

用的教育戏剧范式有角色扮演、画面定格、思路追踪、良心

巷、情景再现、坐针毡等。 这些范式又具有教育戏剧的本

质特点，又能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这里以“画面定格”为

例来阐述教育戏剧的创编过程。

案例２。 主题：换位思考。 教育戏剧《我们都一样》，

源于一个真实案例：隔壁班有个男生因生病导致肥胖，体型

较壮，经常引来同学的嘲笑。 为此，在一节班团课上，教

师设计了一节教育戏剧体验课。 剧本主要改编自电影《叫

我第一名》。 首先让学生准备一张白纸，画出主人公 Bobo
的样子，写出他来校前的心理动态，以及他身边人对他可能

产生的看法。 写完以后，分小组依次上台讲述。 运用画面

定格，一组选择同学嘲笑 Bobo发病时候的怪异样子定格，

老师在定格的画面中，引导学生讲出此刻正在做的事及内心

的独白。 定格画面结束后，大家轮流说出主人公的感受，

从而换位思考同学的感受，促进同学之间更加团结。

画面定格是教育戏剧中一种常用的策略，它通过将某一

瞬间或某一动作固定下来，引导学生深入观察和思考。 在

班级教育管理中，画面定格可以用来呈现某个关键场景或行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坐针毡”理解为一种引

导学生探索角色内心世界、表达观点和立场的教学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扮演特定的角色，并探索角色的动

机、思维原则及想法。 通过投入所扮演角色的主观态度及

立场去表达和阐述观点，学生能够产生主观投入又实际上

“离岸”的客观及理性效果。

３．师生入戏，合作演绎

在教育戏剧活动中，教师参与表演，师生入戏，演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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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以提高教育效果。 这种方式可以让学生身临其境，更

深刻地理解角色和情境，从而更生动地呈现故事和教学

内容。

案例３。 (１)主题：友情。 (２)教学目标：通过这个活

动，让学生理解友情的含义，培养他们珍视和尊重友情的品

质。 (３)教学准备：教师需要选择一个有关友情的故事，准

备相应的道具和服装，对学生进行角色分配。 (４)教学步

骤：①教师作为演员之一参与表演，扮演一个引导者或重要

的角色。 在表演开始前，教师可以用富有情感和启发性的

语言来介绍故事和主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②学

生按照角色分配进行表演。 在表演过程中，教师和其他学

生一同扮演各自的角色，投入故事情境中。 教师和其他学

生的表演应该真实自然，展现出角色的性格和情感。 ③通

过角色演绎，引导学生思考友情的真正含义。 教师可以提

出一些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是真正的友情？”“在故事中，

角色们是如何表达友情的？”“友情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

④学生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分享对友情的理

解。 教师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给予肯定、鼓励和建议，帮助

学生深化对友情的认识。 ⑤教师进行总结和评价，强调友

情的珍贵和重要性。 同时，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日

常生活中更好地实践友情的价值观。

通过这个教育戏剧活动，学生不仅能够通过表演深入理

解友情的含义，还能够培养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创造力。 教

师的参与则能够为学生树立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

４．戏后迁移，内化于心

教育戏剧以学生为中心，重点在于服务于班会主题和育

人问题的解决，而不在于纯粹的表演或娱乐。 戏剧中的情

节和角色扮演，可以引发学生对于社会、人性、道德等方面

的深刻思考。 这种思考将有助于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师通过提供一个

平台，让学生参与创作和表演，通过角色扮演和情境体验，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案例４。 教育戏剧《我就是我》。 通过一人一故事剧

场模式，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自我觉察、

自我看见、自信地表达自己。

(１)上课时采用社会计量活动：团体围圈，“用脚回答问

题”，轻松有趣地帮助团体进入课程。 (２)戏剧游戏：名字

传球。 第一轮自我介绍游戏，全体围圈，教师可以拿出一

个真实的球：网球、普拉提球均可，拿球的学生向右手边的

伙伴介绍自己的名字，接球的伙伴接过“名字球”后表示感

谢，并重复对方的名字，以此类推。 (３)戏剧游戏：剧场版

自我介绍。 团体围圈，每个人一句自我介绍＋动作，其他

伙伴需要重复这位伙伴的名字和动作来回应他。 (４)流动塑

像演绎：自我介绍。 ６～８人一组，演出小组先站成一排，

每个人走出来说自己的台词，比如“我是喜欢吃西瓜的鱼

鱼”，动作定格，每个人完成自己的介绍，团体需要形成雕

塑，高中低，前中后。 即兴完成，没有排练。

实践成效

经过经常的戏剧教学实践，教师发现：在表达交流、思

维品质和品行等方面，学生有了显著的改变。

(１)积极主动，乐于合作。 教育戏剧能帮助学生充分地

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学生可以体验不同的情感，体验不同

的人生。 学会自由表达内心想法，学会合作与沟通，问题

分析和解决的能力得到提高。 学生在课堂上气氛活跃、积

极思考，乐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来评价其他小组的表现。

(２)驰骋竞赛，载誉而归。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实现有效

教育的手段，改善了学生的心理状况，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

康发展。 在各级各类教育戏剧比赛中，学生收获颇丰。 近

年来，学生教育戏剧比赛获奖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富阳区心理剧获奖一览表

作品 荣誉

«沉默的羔羊» 富阳区２０１８年中等学校心理剧比赛一等奖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富阳区２０１７年中等学校心理剧比赛一等奖

«不畏浮云遮望眼» 富阳区２０２０年中等学校心理剧比赛一等奖

　　(３)创新教学形式，深化育人功能。 在中职生的教育实

践中，教育戏剧可以更好地发挥班主任的主导作用，突出学

生课堂主体的地位。 这种创新的教学形式，可以有效地激

发学生的理解能力，创造师生多维度的互动路径，在演中

学，化班级管理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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