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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小学道德与法治中开展教育戏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治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探

讨了教育戏剧与小学道德与法治的同源性以及两者融合的理论基础，从而分析了两者融合的价值，分别

为情境体验学习，激发学生兴趣、转变认知角色，深化道德情感、加强合作学习，坚持协同育人、多维

探究学习，建构道德认知。最后运用教育戏剧中不同的方法贯穿到课堂，从而更好地达到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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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carry out drama in education in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primary schools is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moral accomplishment and legal literacy, an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
ment of peo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rama in education and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primary schools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fusion, which analyzes the value of the fusion, re-
spectively for situation experience learning,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change cognitive role, 
deepen the moral emotion, strengthen cooperative learning, adhere to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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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dimensional inquiry lea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cognition. Finally, different methods 
in drama in education are used to run through the classroom,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teaching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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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指出：“道德与法治课程以‘成长中的我’为原点，

将学生不断扩大的生活和交往范围作为建构课程的基础；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强化课程

设计的整体性。” [1]由此可见，新课标下的道德与法治关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价值

观和人生发展方向、培养适应社会的能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核心素养的人才。 
当前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存在教师忽视课堂教学中学生身体的体验，把学生当作知识的容器，教

学缺乏生动的实践，割裂了身心，忽视身体的参与。忽略教学情境在教学中的价值，教学情境的创设不

能有效地支持并服务于课堂教学 [2]。只照本宣科，与学生互动少，多以讲授法和讨论法为主，课堂缺少

吸引力、学生缺少实践表达的机会，缺少知行合一的训练。部分学校道德与法治课时没有开足，教师法

治教育与道德教育融合的学科能力一般。学校对于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资源开发力度与深度也不到位。

教师没有意识到法治规则教育、道德教育在小学生核心素养中的基础地位与奠基作用。在教学设计与新

方法上胆怯畏行 [3]。从而无法满足新课标的要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教育戏剧能立足于核心素养，

丰富学生的实践体验，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增进学生对国家，社会，民族的了解，增强爱国情感，

鼓励学生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2. 教育戏剧的意涵 

“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 DIE)是运用戏剧手段于教育和课堂教学的方法，即在普通教育过

程中，把戏剧元素和方法作为教学方法和手段，应用在教学科目和教育目标中，让学生在情景设置、角

色扮演、即兴表演、主题深化、意义探讨等环节中，通过共同创造的戏剧活动和戏剧实做达到学习目标

和教育目的 [4]。教育戏剧与戏剧教育不同，戏剧教育是以戏剧作为教育内容的一种艺术教育，包括以培

养专业戏剧人才为目的的专业戏剧教育和以普及戏剧艺术为目的的通识戏剧 [5]。我国学者吴戈就曾指出：

“戏剧教育活动都是以戏剧知识、能力培养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教育活动的内容是戏剧知识和戏剧能力。

但是，教育戏剧，除了手段借助于戏剧方式之外，教育活动的内容可以是其他任何知识、技能，往往与

戏剧无关。” [6]教育戏剧中较为常用的方法有建构空间、见物如人、教师入戏、小组演绎、专家外衣、

坐针毡、良心巷等，这些基本的习式有助于教育者在课堂中构建出真实有趣的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

在活动中深化情感，丰富内心的体验。当前教育戏剧与学科的融入以语文和英语居多，对于道德与法治

学科的融合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研究。道德与法治与教育戏剧有许多共同的特性，将教育戏剧融入到小学

道德与法治课堂中有助于达成别样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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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学道德与法治与教育戏剧的共通性 

3.1. 综合性 

小学道德与法治是一门综合性课程，依据我与自身，我与自然、家庭、他人、社会，我与国家和人

类文明关系的逻辑来编排，整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

安全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等相关主题 [1]。教育戏剧是运用戏剧手段用于教育和课堂教

学的方法，需要对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要素优化组合和系统综合，小组成员团结协作，在这过程

中横跨了多个学科，从而达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基于综合性将教育戏剧根据不同的道德与法治主题活

动进行戏剧编排，以达到育人效果的最大化。 

3.2. 实践性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指出：“强化学科实践，注重‘做中学’，引导学生参与学科探

究活动，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运用知识的学习过程，体会学科思想方法。” [1]在实践

中增长知识，发展核心素养是新课标给学生新的要求。教育戏剧同样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方法，不

管是课前的暖场活动，课中的建构情境，角色扮演，还是课后的拓展，在活动中构建知识，深化情感，

学会思考，在处理问题中实现自我成长，体现着鲜明的实践性。 

3.3. 思想性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规范道德意识和法治意识，教材基于社会发展

和学生成长的需要，担负着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特殊使命，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教育戏剧根据教学目标，

结合课程内容，合理创设适应学生学习，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的戏剧活动。坚持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思想

与价值引领，发挥道德与法治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关键作用。 

4. 教育戏剧和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融合的理论基础 

4.1. 符号互动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创立，乔治·米德强调有意义的符号才是互动的

关键，个体会通过角色扮演来筛选有意义的符号，在情境中通过他人的期待值做出反应和选择，从而促

进个体“主我”和“宾我”发挥作用，最终达到一般化的他人 [7]。课堂作为符号互动平台，教师学生代

表不同的符号，教育戏剧通过创设教学情境和角色扮演促进学生理解符号的意义，促进师生互动和生生

互动。因此符号互动理论对两者融合具有指导意义。 

4.2.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最早由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建构主义学习

观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建构的过程是动态发展的。

第二，通过情境构建学习。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与学习情境是密切联系的。而教育戏剧的过程性、互动性、

生成性的特点在小学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中有利于学生主动经验的建构，在情境中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建构主义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4.3. 具身认知理论 

具身认知是指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

则始终与具(体)身(体)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 [8]。教育戏剧中的戏剧动作都是需要学生通过身体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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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利于促进儿童的认知，促进对知识的有效学习。 

4.4. 交往教学理论 

交往教学理论反对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主张教学是一个交往的过程，注重教师与学生在和谐

平等下进行不同形式和程度的行为相互影响 [9]。交往教学论认为合作探究是交往教学的主要模式，合作

探究的模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目标合作模式、资料合作模式、角色合作模式和成绩合作模式 [10]。教育

戏剧的小组演绎，教师入戏等习式为学生的人格发展提供了平等交流的平台与机会，交往教学理论为两

者融合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5. 教育戏剧和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融合的意义 

5.1. 情境体验学习，激发学生兴趣 

新课标指出：教师在讲述中要注意用可以激发学生兴趣的素材和问题引导学生自己主动思考探究，

拒绝课堂出现填鸭式学习。趣味性是能够吸引受众，达到情感共鸣的一种表达方式 [11]。根据小学生的特

点，通过教育戏剧的范式创设充满趣味的学习情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探究热情。教师要利用小学

生具有好奇心理特点，并结合道德与法治学科的内容特点，创设使学生感到真实、有趣、充满正确价值

观的学习情境，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在情境中体会生活，学会做人，以激昂的学习态度

和热情学习知识，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 

5.2. 转变认知角色，深化道德情感 

学生需要基于自己已有的经验，通过自己想象和理解，扮演特定情境下的某个角色，并以道具、动

作或对话来表现角色的人物性格、思想感情、人生经历等要素，从而体会角色所处的情境或问题。在事

件重演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审美体验或道德体验，这是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产生的前提 [12]。所以当有角色

认知的冲突时，我们用教育戏剧的方式让学生体验式学习，去解决小学道德与法治说教枯燥性的课堂问

题，这种形式能够深化学生道德情感体验。 

5.3. 加强合作学习，坚持协同育人 

教育戏剧是合作的艺术，是需要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来进行角色体验，角色扮演，从而解决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学生都可以参与到活动中，教育戏剧给每个学生提供展现个性，表达想法的机会。教

师坚持协同育人，促进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相互配合，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家庭，走进社会，积极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造福于人民，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他们团结协作能力。 

5.4. 多维探究学习，建构道德认知 

教育戏剧专家尼兰德斯(Jonathan Neelands)认为，所有戏剧及剧场的核心就是让我们借代入角色的过

程，进行“自我他人”的想象 [13]。所以教育戏剧中某一个问题或场景需要有不同的角色来参与，从不同

的角度来沟通，在这种多维度的参与探究中创设道德两难场景，遵循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用多元的呈

现方式，引发道德两难问题的认知冲突，促进孩子的道德情感的成熟和升华。 

6. 教育戏剧在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应用的策略 

6.1. 构建情景，增强学习趣味 

6.1.1. 建构空间 
“建构空间”是指老师通过实地观察、或是书籍、视频，混合各类素材向学生介绍“角色”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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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通过身体或凳子椅子等简单的对象来重现该生活空间。例如在人教版教材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

《请帮我一下吧》，我们让学生用身体建构生活空间——欢乐城堡。由于在课堂中即兴表演，所以在建

构的过程中并没有让学生画出欢乐城堡而去建构，而是直接透过学生的想象，以及单纯的身体创造来

建构的。在建构的欢乐城堡空间里，有的学生鞋带开了，总是系不好。有的同学篮球掉进河里了，不

知道该怎么办。通过教育戏剧范式中的建构空间，可以带给学生一个很好的体验空间。由于一年级学

生年纪尚小，自主性相对较差，家中父母对孩子的各项事物都照顾的事无巨细，导致孩子在遇到困难

时对父母的依赖心太强，不敢向别人求助，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通过教育戏剧，我们在

建构的空间里引导学生分辨需要求助的情境，同时能在遇到困难时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并懂得感恩，

并且学会当别人遇到困难时，适当地给予帮助，帮助学生学习求助的基本技能，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生活。 

6.1.2. 见物如人 
见物如人是指挑选关键性的个人随身物品，借此推论或理解某一角色的性格、特征与行为 [14]。例如

在五年级下册在《推翻帝制 民族觉醒》一课，我们可以播放关于孙中山、辛亥革命、孙中山多次发动武

装起义等相关视频，准备中山陵以及相关图片，从而帮助学生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到这些物品、

图片、视频，让同学们一起畅所欲言，说说孙中山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呢？见物如人，更好地理解孙中

山的性格，特征与行为，了解了孙中山不断探索的救国之路，理解了孙中山先生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

斗争精神，进一步体会到他热爱国家、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从而增强学生对中国革命的理

解，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6.2. 深入角色，戏剧融入课堂 

6.2.1. 教师入戏 
教师入戏是通过教师扮演一个由戏剧情境提供的适当角色，通过语言的引导带领学生从现实世界转

入虚拟的世界，加快学生上进入“真实”的体验，加深活动探索的成绩与体验。通过教师入戏引发学生

快速进入情境，教师维持教学发展的方向，保障教学的效果。而在学生遇到困难或在解释说明的情况下，

教师又回归教师角色，引领学生回归正常的课堂语境进行课堂组织和探讨。例如在四年级上册《网络新

世界》中，教师入戏为善解人意，知心的主播大姐姐，带领学生走入故事情境，通过避免泄露隐私：慎

重网上交友：拒绝网络诱惑三个戏剧活动来增强学生对网络的认知和辨别能力，提高学生在使用网络过

程中自我保护和遵守文明的意识，以培育学生法治观念、提升道德修养，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责任

意识打下良好基础。 

6.2.2. 小组演绎 
小组演绎是由小组成员自行设计规划，即兴演出某一假设的事件。例如在一年级下册《大家一起来

合作》这节课中，小组即兴设计小松鼠和大象的故事：有一天，小松鼠和大象来到了一条小河边，在河

的对岸长着一棵棵桃树，桃树上结的桃子水嫩多汁，大象和小松鼠在河对岸馋的口水直流。小松鼠着急

说：“我们怎么过去呢，这里没有桥，可是我真的很想吃又大又红的水蜜桃啊。”这时，大象不换不忙

来到河边，试了试水，说：“小松鼠，来我的背上吧，我可以带你过去。”于是，小松鼠和大象就过了

河，大象伸起头准备品尝树上的美味，结果发现够不到树上的桃子，这时小松鼠赶紧爬上了树，说：“大

象，别急，我来给你摘。”说完就摘了好多桃子丢到了地上，大象开心的吃了起来，小松鼠也在树上开

心的吃起了美味的桃子。通过小组演绎，激发学生沟通交流、主动合作的意识，养成与人合作的习惯，

培养与同伴友好交往、团结合作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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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整合经验，凸显学生主体 

6.3.1. 专家外衣 
“专家的外衣”就是赋予孩子们社会身份，在老师前期的铺垫下，孩子们要通过得到的信息，利用

自己的职业身份合作解决老师所架构的挑战和问题。例如在二年级上册《家乡物产养育我》中，组织学

生在讨论介绍家乡的物产以及来历和特点时，可以运用“专家外衣”这个范式，教师通过语言引导和情

境的创设，学生被赋予了家乡宣传大使、小导游、博物馆馆长、小市长等多种身份，以这些身份从不同

的角度进行宣传讲解、展示介绍等，学生更富有热情和动力来了解自己的家乡传统、介绍自己家乡的物

产。进而了解家乡本地产业的特点、感受家乡物产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体会家乡人的勤劳智慧，培养

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 

6.3.2. 坐针毡 
坐针毡通常是让学生或者老师进入一个特定的角色，坐在一把椅子上，让其余人对他进行提问。同

学们会对“坐针毡”的人进行提问，而他需要在这个角色的身份下回答问题并发表看法。这些问题可能

跟角色动机、人物关系等等相关，进行发散。孩子们在这一活动中既能以角色主观视角去思考，又保留

着自己的客观视角，从而获得多角度思考能力，提升对人物、故事的深层见解。例如在四年级下册《当

冲突发生》中课文案例，“一个姓毛的同学给知心姐姐写信求助，因为她被同学起难听的外号，毛毛虫，

毛病等不堪入耳的名字，但是当质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喊时，他们却说就愿意这样叫，所以毛同学不知道

该怎么反驳他们。”学生通过书信进行了探索，在戏剧活动中，学生认识和接触到了许多角色，如：同

学、老师、知心姐姐等角色。为了讨论遇到欺负怎么办，激发学生探索、思考知心姐姐等人物在戏剧中

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使用了坐针毡这一教学范式。分别让学生坐在中心椅子上，成为被欺负的

同学、知心姐姐等角色，而其他学生作为观察者，不断对他们进行提问，探索他们对于欺负同学所持有

的观点、态度还有他们的自己的感受。这个任务充满挑战和紧张感，学生在角色内外的思考与反思，让

他们对校园冲突有了更多的感悟，并提出了许多努力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掌握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技能，

懂得如何调解冲突。在和同学相处时，多尝试换位思考，尽量避免矛盾的发生。 

6.4. 合作反思，创设道德两难 

6.4.1. 良心巷 
选出一名同学扮演剧中的人物，这个人物需要正在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并且犹豫不定。其他全体同学

分成两列，面对面站立，形成一条“巷子”，中间的距离可以容纳一个人通过。这时剧中人站在巷子一

头，缓慢从巷子通过，当 Ta 走过的时候，两侧的同学要对 Ta 说出 Ta 内心的想法、感受或做决定的理由、

建议，并且两列同学通常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展现主人公在两种选择间的犹豫。当主人公完全通过，走

到巷子另一头，活动结束。比如在二年级上册《大家排好队》一课中，我们可以根据课本给学生创设道

德两难的问题，在排队时是应该遵守排队规则还是礼让特殊人群？去洗手间排队中同学非常着急要上厕

所，该不该让？哥哥正在排队，但是因为有其他事情需要离开了一下，回来继续在原来位置还是回到队

尾……，比如用良心巷来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为使学生体会内心的挣扎，可以邀请一位同学进行角

色扮演，请其他学生站成两排，形成一条中间只能通过一个人的“小巷”。站在左边一排的同学，持“继

续在原来的位置”的观点；站在右边一排的同学，持“回到队尾排队”的观点。当事人要从“小巷”的

一端走到另一端，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教师告诉扮演“小巷”的同学：当事人快要经过你时，你就开

始说话，陈述你的观点；当他走远时，说的话渐渐停止。“良心巷”结束后，教师采访扮演当事人的学

生：如果是你，你会让这位哥哥继续在原来的位置吗？为什么？最后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排队的基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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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感受集体活动中秩序的重要性，养成自觉排队的好习惯，懂得遵守排队的规则。 

6.4.2. 思绪追踪 
思绪追踪是一种在扮演或定格时向角色进行提问的手法。引导儿童反思角色的想法，采用将手放在

角色身上、代替角色说出心里真实想法的方式，进行对角色思想的深度探索。例如在三年级下册《我很

诚实》中，我们根据课本内容，对学生进行思绪追踪，例如在商店买完东西回家后，这时发现店员多找

了零钱，我该怎么做？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的题，但是恰好可以看到同桌的答案，我该怎么做？不小心

打碎了亲戚家的花瓶，我该怎么做？老师将手放到角色身上，进行提问到底应该怎么做。从而让学生知

道诚实就是实话实说，懂得人与人交往中是立身之本和处事之道就是做到诚实，不撒谎、不虚假，明白

说谎害人害己。戏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心里某个瞬间的想法说出来的机会，让我们换位思考从不同的

维度去了解某个学生，听一听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7. 结语 

总之，以教育戏剧作为教学手段应用到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用教育戏剧中

的习式来进行课堂教学，可以创设真实，有趣，充满积极正能量的情境，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在特定

情况下进行角色扮演，学生的角色发生迁移，从新的视角来体验角色的感情，处理角色的问题，进而深

化道德情感。在小组合作活动中，每个小组成员都踊跃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合作互助中领悟团结协作的

重要性，并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中，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在道德两难中促进情感道德的成熟和升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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