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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家对于推进美育工作的实践日益重视。但囿于我国戏剧教育的发展较晚，在戏剧教育课程化

的实践上面临课程定位、教学实践和教学考核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而新西兰作为戏剧教育课程化推进较

早的发达国家，在戏剧教育上采取了以戏剧本体教育为主、以专门编著的教学戏剧为教学内容、以多主

体参与，多方评价的戏剧教育评价方式等办学方式，其在实践中发展的NCEA评价体系也对我国的戏剧教

育的课程定位、教学实践和教学考核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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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our country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aes-
thetic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ate development of drama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t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curriculum positioning, teach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in the practice of drama education curriculum. New Zealand, as a developed country that has pro-
moted the curriculum of drama education earlier, has adopted the school methods of drama edu-
cation based on drama ontology education, teaching drama specially compiled as teaching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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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t, and drama education evaluation methods with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and multiple 
parties evaluating. The NCEA evaluation system developed in its practice also has certain refer-
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positioning, teaching practice and teaching 
assessment of drama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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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的教育理念和环境正在发生着重大变革，单纯的知识传授已经成为亟需

改革的教育模式，注重高质量、高情商的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新目标。 
戏剧作为一种媒介融入教育之中，近年来在国内逐渐为人所接受，受到教师和学生们的喜爱。戏剧

是最为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有别于目前在中小学广泛普及的音乐课与美术课的技巧性教育，是通过游戏、

表演元素、角色扮演、创编故事、演示事件等一系列互动式戏剧手段打造的体验式教学，它关注想象创

新和合作能力的培养，强调协调个体和集体关系并尝试在规定环境中解决各类问题能力培养课程。 
将戏剧作为一种教学的方法源于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实践中学习”和“在戏剧的实践中学

习”的教学理念 [1]。这一教育思潮兴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为主流教育所关

注，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在一些发达国家，戏剧的实践能力甚至可以成为大学入学的敲门砖。在

国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有小范围的实验课本剧等形态的戏剧教育进入校园。2015 年在《全面加强

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更是指出，除了音乐课和美术课外，戏剧等表演类的艺术课程也需要进

入到校园当中，并且这种戏剧教育应当是惠及到每位学生的，而不是在小范围的戏剧社、实验班中开设 [2]。
但直到今天，戏剧教育仍未能像音乐或美术教育那样大规模地进入课堂。 

2. 我国中小学戏剧教育课程化面临的现实困境 

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对于戏剧教育的理解还未能在社会上取得一种广泛的共识。以“戏剧教

育”、“中小学”为关键词在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搜索整理，会发现国内对于戏剧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以下几个领域：一、戏剧作为方法，研究其在中小学中的功能性运用和思维性改革，如语文学科汇总运

用教育戏剧的方式重现课文 [3]。二、将戏剧作为主体，研究其在中小学阶段的课程建设、实践思考 [4]。
由此可以看出，对戏剧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应用于教育之中，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者都还在积极的讨论

之中。距离戏剧教育的课程化发展，还有着在课程定位、教学实践、教学考核等多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2.1. 戏剧教育的课程定位问题 

戏剧教育在校园中的表现形态有两种：教育戏剧和戏剧教育。教育戏剧指的是以戏剧为手段，教授

其他的学科内容。如借用戏剧的角色扮演作为手段，让学生们分角色扮演语文课文中的角色进行对话，

或是让学生在品德教学中设计短剧等，这些教育方式借用了戏剧的表现手法，但是其核心是其他科目。

哪怕经历过长时间教育戏剧培养的学生，可能仍然对戏剧本身缺失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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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戏剧教育则是指对学生进行戏剧本体的教育，让他们能够从戏剧史、戏剧表现、戏剧批评、戏剧

理论等多方面领略到戏剧的本体的美感。而戏剧教育之下也有区别，一是指对学生进行专业的戏剧能力

教育，让学生有创作，表演乃至批评戏剧的能力。二是指对学生进行通识戏剧教育，不要求学生真的能

够进行戏剧创作或演出，而是让他们有着鉴赏戏剧的能力，能够从戏剧中能够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能力、

欣赏能力、创造能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新意识。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我国把素质教育指定为今后教育改革

发展的主线，实施素质教育应该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最基本任务，而现代美育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学校

在办学理念上知觉、有效地把培养人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把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归宿。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戏剧教育进入到校园中的目的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得到艺术的熏陶，

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受到艺术的影响，帮助他们建立起良好的美学素养和审美水平，并让学生受到高质

量戏剧作品的影响。基于戏剧教育这一教学目标，戏剧教学重点应当是落实到戏剧本体之上，而非教育

其他科目上。 

2.2. 戏剧教育的教学实践问题 

戏剧教育以何种形式进入到课堂当中是一个不断探索中的话题。黄爱华在探索戏剧教育的课程化时

提出了三种方式，分别是学科性戏剧教育、渗透性戏剧教育和活动性戏剧教育 [5]。在目前的戏剧教育实

践当中，比较适合课程化、普及化的学科性戏剧教育是我国戏剧教育建设的目标。但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也面临着不少实际上的困难。 
首先是缺乏专业的戏剧教师，我国开设戏剧教育本科专业的高校少之又少。艺术类院校中只有中央

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云南艺术学院，综合性大学则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就导致了在戏剧教育的实

践过程中，很多戏剧只能交由语文、音乐老师来上，一些教材中的戏剧剧本只能成为语文、音乐教学的

辅助品，戏剧作为综合艺术的综合性大打折扣。学生无法真切的去扮演角色，去感受戏剧本身的魅力。 
其次是戏剧艺术的艺术表达方式的问题。戏剧艺术往往会塑造少量的主角，然后用大量的配角和龙

套去衬托主角，还有更多的幕后工作人员，如编剧、置景、声效等。。如果戏剧教育想要进入课堂的话，

基本的教育公平性就必须得到保证。戏剧原本的表达方式并不适合普及性的课堂教学，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台湾省的张晓华教授尝试了“创作型戏剧”的戏剧教学法，既为学生创造一个模糊的情境，让他们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推动剧情。但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着缺乏教师指导，缺乏戏剧的艺术性、难以提升学

生编创能力的现实问题。孙惠柱教授则提出了“练习剧”、“对话剧”等模式 [6]，想要让学生从语言表

演这一最基本的戏剧元素出发，逐渐增进对戏剧的了解，并引入交叉扮演角色等方式保证教学的公平性。

笔者认为“练习剧”的方式是较为合适在课堂中开展的戏剧教育形式。但这种模式的进行需要合适教材

的指导，相关的教材仅有孙惠柱主编的《教育示范剧》和《艺术》等，距离中小学教育所需要的全阶段

用书还有着较为遥远的距离。 

2.3. 戏剧教育的教学考核问题 

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正在进行着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与探索。但受限于选拔人才的现实

需求，考试这一考核形式暂时还难以从教育中退出，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测学生的素质教育水

平、如何去评价教师、学校的素质教育质量？面对这一难题，《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艺术) 2022 版》中给

出了以学段区分难度的课程目标和学业质量描述，但是并未就具体的考核形式给出更为细致的解答。 

3. 新西兰戏剧教育的发展 

在戏剧教育课程化的实践上，作为发达国家的新西兰较我国有着一定的先发优势。早至 20 世纪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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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新西兰就开始了在中学内尝试戏剧教育的普及化、课程化，于 2000 年后甚至还探索了将戏剧教育

与升学考核相结合的 NCEA 评价体系，让戏剧的学习甚至可以成为大学入学和奖学金评比的重要指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考察新西兰的戏剧教育可能会对我国的戏剧教育课程化有所脾益。 

3.1. 新西兰中小学戏剧教育发展沿革 

新西兰的中小学戏剧教育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杜威的“在做中学”的教育思想。但

在接受教育理念之前，零星的戏剧教育已经在新西兰有所出现。1899 年，学校监察长兼教育国务秘书

George Hogben 对他所谓的“自然”教学方法很感兴趣。他 1913 年的课程允许大量的歌唱和绘画，他说

这是“被视为一种帮助孩子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表达的手段，因此应该作为一种语言而不是艺术来教

授” [7]。 
1986 年，新西兰引入了 Sixth Form Certificate (后简称 SFC)，这一证书的引入最初是为了允许中学提

供比大学入学科目更全面的课程，为大学入学提供参考，戏剧首次作为 SFC 的一门学科被教授。在这一

政策的激励之下，几乎三分之一的新西兰中学都开设了戏剧课程。但是这一临时标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如匆忙推行导致没有合适的教师能够胜任教学，教师不知道如何在课堂中进行教学，给定的考核标准过

于模糊等问题。如在这一证书标准中，给出的戏剧教学考核是“增进学生的自信心、分享自己想法的勇

气、运用语言沟通的技巧”等。在后续的专家讨论中，他们认为“个人技能、团队技能、语言技能、声

音技巧、动作技巧、戏剧惯例的意识和使用、戏剧过程的研究、记录和反思”等更偏向于戏剧本体的内

容应当进入到考核当中。 
在这一时期，虽然戏剧教育在中学的发展有所推进，但囿于 SFC 标准的不完善性，戏剧教育的开设

仍然不够普及，戏剧在大部分学校中依然是边缘学科。 

3.2. NCEA 影响下的新西兰中小学戏剧教育 

2002 年后，新西兰实施了新的高中学生国家资格证书(Nation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后简称 NCEA)的升学标准，这种评估方式基于成绩标准来评估学生，而不是将他们与同龄人进行排名。

2009 年，戏剧正式进入到中学课堂当中，学生可以通过 NCEA 的评价体系来以戏剧成绩进入高校。在引

入 NCEA 的评价体系后，新西兰的戏剧教育在中学教育中的地位获得了提升，从边缘学科转化成为了像

语言、数学等学科那样切实地能够影响学生的升学过程的学科。这种转变也促使学生开始正视将戏剧作

为大学辅修课程的可能性，鼓励学生参与到更深度的戏剧学习中去 [8]。 
同时，NCEA 成就标准要求既关注戏剧技巧，又关注戏剧理论、戏剧史、戏剧文学和戏剧表演。这

使得学生在学习戏剧的过程中要学习作为演员、导演、设计师、制片人、作家和技术人员等参与戏剧的

各个方面。由此可以窥得，新西兰在戏剧教育的定位上更加偏向于专业性，更多涉及到戏剧本体的内容，

强调学生应用、理解戏剧的能力。 
在具体的考核标准上，NCEA 的成就标准根据学习难度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形式。NCEA 有着三个

等级的难度划分，学生们可以通过学习戏剧，在 11 年级获得戏剧一级证书，12 年级获得戏剧二级证书，

13 年级获得戏剧三级证书。在 2009 年，这些成就标准包括多达六个领域，随着新课程的引入，更多的

成就标准被纳入了标准草案。学生可以从不同的成就标准中获得学分，修习足够的学分就可以获得相应

等级的 NCEA 证书。每个成就标准的学分从 2 学分到 6 学分不等，并被划分为“合格”、“优秀”或“卓

越”三个等级。 
在考核的具体形式上采取了实践考核和外部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实践考核指的是学生运用撰写报告

或 PPT 展示的形式来表现自己对于戏剧本体知识性的认识和戏剧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如戏剧声音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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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身体表现等)，这一部分的考核成绩由教师决定；外部考核则通常要求学生去观看、参与一些戏剧

的演出，这是一项较为开放的课程，旨在让学生有机会探索戏剧表演、学习戏剧技术，并培养他们的戏

剧鉴赏能力。这一项课程虽然标准开放，但是一般而言却要求较高。如戏剧三级证书的认定，就由新西

兰资格认证局给出了一个规定的戏剧列表，学生可以从中选择两个以上的戏剧来进行外部考核。成绩标

准由教师内部评估，并在一年内由资格认证局批准的戏剧主持人进行审核。有关成就标准的所有信息，

包括规格、评估报告、主持人报告和过去的试卷，教师、家长、学生和戏剧从业者都可以在新西兰资格

认证局的网站上访问。 
由于 NCEA 成就标准分为知识性的“实践考核”和参与性的“外部考核”两种，新西兰的戏剧教育

形式也有着两种组成方式。一是作为知识性课程出呈现的戏剧课，二是参与到实际演出当中去的实践课程。 
这里以实践课程——“戏剧《扭曲》的学习”为例。《扭曲》是由 Andrew Fusek Peters and Polly Peters

创作的教学剧，是被新西兰资格认证局认可的戏剧一级证书的外部考核剧目，教师可以选择这部剧作为

11 年级学生的戏剧学习科目之一。学生需要在剧目中表明自己具备如下三方面的能力：“积极参与到戏

剧的表演过程中，表现出专注性”、“运用适当的声音、动作去扮演一个具备影响力的角色”和“在表

演的过程中保持对角色的沉浸感”。这部剧的内容描述了一个合奏团在各种场景中所发生事件的再现，

展现了合奏团之间各位角色之间的关联，如友情、合作等，也不乏对霸凌现象、未成年饮酒等问题的探

讨。整部剧由数个场景的闪回联系起来，每个场景都是一个小组成员的集体展示。为此，《扭曲》这部

剧需要 30 人的庞大演出阵容。这样的剧作内容让每个学生都具备展现自己的机会，并且几乎所有演员都

需要在舞台上待命，避免了学生们不能平等的展示自己的情况。同时，为了整部剧的可看性和故事性，

《扭曲》中也保留了两位主角来串联整部剧目，让学生们的表演不仅仅只是适合朋友和家人观看的学校

剧目，也能向普通的观众演出。为了适应课堂教学的需要，《扭曲》的舞台布景也十分简单，仅仅需要

一个空白的舞台，几块可供演员坐下的立方体即可完成布景。在演员服装上，也仅仅要求学生穿着统一

的黑色衬衫。这种低要求的布景为戏剧教育的开展降低了门槛，同时也提醒着学生，戏剧教育绝对不仅

仅是表演和语言的艺术，也包含着布景等美术工作。 
当然，新西兰的戏剧教育也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在实践中，城市和乡村所能够接触到

的教育资源并不平等，乡村地区的学生去看一场戏剧要付出比城市学生更多的成本；教师需要耗费更多

的精力去评价学生等。 

4. 新西兰中小学戏剧教育对我国戏剧教育的启示 

4.1. 对戏剧课程定位的启示 

在我国的戏剧教学指导中，往往去强调戏剧教育对艺术素养的培育、艺术课程对学生想象力、创造

力的开发等。虽然这的确是戏剧教育目的之一，但是却让戏剧教育教育中的贡献被模糊了，也让戏剧教

育在学科教学中的地位被边缘化，得不到家长和教师的重视。在新西兰的教育实践中，关于戏剧本体的

内容被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戏剧的声音设计、戏剧的身体表现等都是学生要学习的内容之一。而我国

在教育实践中，往往把戏剧本体的知识拆分到音乐、美术、语文等科目当中去，以“渗透”的方式为学

生提供戏剧本体知识的教育。在戏剧教育课程化的进程上，应当借鉴新西兰的实践经验，在教学中将戏

剧的知识独立出来进行学科教学，真正让戏剧教育进入到学生、教师的视野当中。 

4.2. 对戏剧课程实践的启示 

在戏剧的学习当中，实践性的戏剧表演、创作和知识性的戏剧理论、历史等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实践中，知识性的内容完全可以以授课的方式在课堂上轻松实现，而实践性的戏剧表演、创作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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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新西兰的管理方式，以国家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指导剧目，选定或由专业人士创作一批实践性强、参

演人数适应课堂需要、以表演为主兼顾舞台、灯光等应用、表演机会均等的教学剧目，供各地教师实践

运用。 

4.3. 对戏剧课程考核的启示 

参照新西兰的经验而言，对于戏剧教育的考核还是应当回归到戏剧本体的呈现上来。知识性的内容

可以以卷面考试、撰写报告的方式进行，内容可以是对戏剧本体知识的考察、或学生对于戏剧内容的感

知。而实践性的内容应当由教师在学生的表演当中去观察、去评估。实践内容的考察公平性则由教育部

门联合戏剧业界给出标准，并公布给公众来保障。 

5. 结语 

在社会、学校各方的努力下，我国的戏剧教育近年来已经取得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并正在向普

及化、课程化的方向建设。新西兰 NCEA 评价体系下，以戏剧本体教育为主、以专门编著的教学戏剧为

教学内容、以多主体参与，多方评价的戏剧教育评价方式等办学思想为我国的戏剧教育建设提供了积极

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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