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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教学法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的实践与思考

——以北京版教材为例

摘要：戏剧教学法，作为一门新式教学法，正在逐步受到广大老师的喜爱。戏剧教学法即是将戏剧

表演运用到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的一种教学方法，不以学习戏剧本身为目的，而是把戏剧作为一种手段

和方法，应用于课堂教学当中。在实际教学中，灵活应用，可以活跃课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

堂实效性。文中讲述了笔者自接触戏剧教学法以来，对戏剧教学法的理解和认识，实际教学中进行的尝

试和实践，最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以及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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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好动，注意力不够持久，是很多小学生的特点，如果遇到感兴趣的活动，能够较长时间的进行参与

进去。很多教师反映，现在的小学生越来越难教了，他们课堂上没有规则意识，一堂课上下来，老师要

数次整顿课堂纪律，严重影响课堂进度，降低课堂效率，课堂质量也大打折扣。因此，调动学生的课堂

积极性，吸引学生注意力是非常重要的。戏剧教学法恰逢所需。我尝试着将戏剧教学法引入课堂，卓有

收效。

核心概念界定：

戏剧教学法即是将戏剧表演运用到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的一种教学方法，不以学习戏剧本身为目的，

而是把戏剧作为一种手段和方法，应用于课堂教学当中。即兴表演、角色扮演、戏剧游戏、情景对话表

演、课本剧表演、分角色朗读课文、模仿等活动都是戏剧教学法融入小学英语课堂的常见形式，在实际

教学中灵活应用可以活跃课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近年来的研究均表明，通过戏剧教学法呈现出的教育内容更容易激发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能提

高课堂效率，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刘军哲，教育戏剧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山东师范大

学，刘哲君，2012 年 5 月）戏剧教学法引入小学英语课堂，不仅符合小学生爱唱爱演的天性，增强学生

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且，增强课堂的学生参与感和教学情境感，强化知识的吸收与内化，提高了课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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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表现力以及合作交往能力等。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戏剧教学法的融入不是将戏剧教学法贯穿整个课堂，而是在某些环节某些知

识点上，采用戏剧教学法，更易于学生的理解与掌握。

实施案例

案例一，课前热身

一节课的热身，我们可以尝试使用戏剧教学法当中的戏剧游戏。在学习二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身体

部位”的时候，我们可以玩SIMON SAYS（西蒙说）的游戏，游戏规则是老师发出指令语，当说Simon says…

学生即照做；如果老师直接下达指令语，学生则照着相反的意思去做，做错的同学则被淘汰。

老师说Simon says touch your eyes（西蒙说触碰你的眼睛），学生则去触碰自己的眼睛，如果老师

说open your mouth please（请张开嘴），学生反而要闭上嘴。一节课开场的热身游戏，不仅活跃了课堂

气氛，同时还强化了身体部位的词汇的练习。

案例二，课中提神

如果在一节课的中间，孩子们学习倦怠，我们还可以玩另外一个英语小游戏，zip-zap游戏，主持人

手中有一个无形的球，从他开始，向其他同学传球，当他说zip的时候，做出手势传给相邻下一位同学，

下一个同学可以自选口令，如果说zap必须传给隔一个或者多个的同学，当对方说boon的时候，无形的球

则自动弹回。反应慢的同学或表达有错的同学则out。经过一轮这样的游戏，孩子们的积极性则又被提高

了。我们在学习单词的时候，可以将zip-zap换成各种我们学习的英文单词。

案例三，单词教学

单词教学可以采用“大风吹”或者“抢椅子”的游戏，比如我们在学习二年级上册第 4 单元中有关

动物单词的时候，我们可以给每位同学设定一个角色，kangaroo，tiger，lion，panda，elephant，zebra，

giraffe等等，此时需要教室的布局有所变化，请所有同学围城一圈，老师也参与游戏当中，同学们都坐

下，老师站在中间，他会随便叫到一种动物的名字，假如叫到tiger，全部tiger们都要换椅子，最后没

有抢到椅子的同学则站到中间，发出下一轮游戏的指令，最好是本次游戏当中设定的角色且从未被提起

过的，最后一轮，可以要求全场的小动物们换椅子，看谁最后没有抢到椅子。经过紧张激烈的游戏，同

学们不仅记住了自己的动物名称，别的动物也可以信手拈来，强化记忆。以上的举例均是将戏剧游戏引

入课堂的方法。

英语课堂上，要求全英教学，所有游戏规则让学生一次性全部理解是很难的，所以老师的肢体语言

和示范都很重要。刚开始孩子们可能不太理解的，总是犯规，但是，游戏玩多了，孩子们就自然懂得了，

也就驾轻就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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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孩子们非常投入，非常快乐，学习效率也非常高。设想，如果我们每节课都融入一点点戏

剧游戏，那么孩子们定会兴趣十足。这种形式的课堂，孩子们不仅喜欢，老师也不必再苦于不停地强调

纪律，尤其对于新教师而言。

（图片：孩子们积极地在跟着老师上英语课）

案例四，情景对话教学

戏剧教学法不仅仅有戏剧游戏，他更重要的是在情境中进行“角色扮演”。北京版的教材是会话式教

材，每一课都设定在一定场景下的几位常见主人公的对话中，通过对方教授给孩子们我们所学的知识点，

所以这样的教材给戏剧教学法的发挥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角色扮演自然而然地是要引入我们的课堂上。

在我的课堂中，一开始孩子们只是声音模仿到位，后来加上了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再到后来有了像

模像样的服装和道具，孩子们的表演热情越来越高涨，我们甚至会评比出哪一组能荣获本节课的最佳表

演奖。直到现在，经过了数年的练习，孩子们一上台就要自我介绍出自己的角色，找准自己的舞台位置，

甚至还能创新地进行改变，课堂俨然就是一个小舞台，好不有趣啊。

案例五，阅读故事教学

“角色扮演”还能很好地用于小学英语的故事阅读教学当中，讲故事的时候，可以通过戏剧表演的

方法，检测学生对故事的理解，讲完故事后，还可以整理出script，通过表演，强化记忆以及对知识的

理解。

比如，北京版教材二年级上册lesson14 后面有一首小韵文，f-a-t，fat，c-a-t，cat，m-a-t，mat，

a fat cat is sitting on the mat，，由此，老师延伸到一篇阅读故事The cat and the rat，由于是对

二年级的学生讲故事，所以我选择的故事是图文并茂的。

故事讲述的是一只猫，好吃懒做，与日俱胖，一天他带着帽子出门，遇到了一只拿着棒球棒的小老

鼠，老鼠喜欢他的帽子，他喜欢老鼠的棒球棒，两人交换了东西，还一起打了棒球，胖猫减了肥。最后

对小老鼠说：thank you，rat. I am not too fat.整个故事的讲解，老师采用的就是戏剧教学法，孩子

们边听边演，边演边学，可以分组表演，可以全班一起演，可以请代表演，还可以师生共同演，形式多

样，不亦乐乎。故事结束后，老师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drama time。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取了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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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场景和 6句典型的台词，形成了一个完成的简易版的script（见下图），两两一组，扮演胖猫和小

老鼠。不仅强化了孩子们的记忆，更加深了对故事的理解。此处需要强调的是，课堂上演绎的剧本尽可

能降低难度，且重点突出，否则会舍本求末，弱化了知识点的学习。

（图片：根据故事生成的符合学生英语水平的简易剧本）

此外，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戏剧教学法不能仅仅停留在演一演，唱一唱了，更重要的是在角色

扮演中，引起情感的共融。比如在故事教学中，我们可以给他们留出充足的drama time，设置不同的场

景，让学生们自己分组演一演，通过定格的形式，表现出画面感，畅所欲言，甚至达到情感的升华。

总结与反思：

在英语中，戏剧一词叫play，也就是专业人士口中常说的“玩戏”，在整个过程当中，学生身心放松，

享受其中。戏剧教学法融入小学英语课堂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有难度，不是必须需要调整桌椅，不是必

须在空旷的教室中才得以实现。其实，课堂中出现的知识点，不论是单词还是句子抑或是故事，我们都

可以尝试戏剧教学法的融入。但是一节课中，我们只需要在一些教学环节中稍有渗透，就能收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有戏剧游戏融入的课堂寓教于乐，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课堂上同学们乐于参与，孩子们爱演

爱玩的天性得以释放。戏剧教学法融入的课堂，不仅形式活泼新颖，可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更能启发

孩子们的想象力，唤起他们换位思考的意识。同学们在课堂上演的多了，玩的多了，所学的知识的印象

也就更深刻了，理解的也就更透彻了。

由于孩子们课堂上好动，尤其是对班容量比较大的班级来说，可操作性会降低，效果会打折扣，所

以戏剧教学法融入课堂是要坚持一定原则的。笔者在此反思出了以下几点：

（1） 纪律性：小学生比较活泼好动，戏剧教学法融入的英语课堂形式灵活，气氛轻松，会导致

一部分同学在课堂上失去了纪律性，往往忘乎所以，嬉戏打闹。所以老师要明确课堂纪律

以及游戏规则，如果破坏了纪律，活动则终止。

（2） 参与性：每位学生的个体之间是由差异性的，他们的能力以及性格不同，会导致对该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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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接受度和适应性不同，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鼓励每一个学生参与进来，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课堂实效性。

（3） 适度性：戏剧教学法不是戏剧教育，教师要把握好戏剧教学的度，绝不能为表演而表演，

应始终将语言教学目标的达成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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