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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普剧是指将科学知识通过舞台剧、相声、小品的方式展现，以舞台剧的形式，传播、教授科学知识的教学形式。科普剧寓教于乐，

对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分析科普剧的特点入手，重点探究现状下提高科普剧在教学实验中的开发利用效率

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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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教育的教育内容多以简单浅显的知识为主，不如初中、高

中等高等学习阶段的教育深入。在小学科学教育中加入科普剧，是赋予

了学生在学习之外的另一种快乐。学生自行组织表演科普剧，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更是获得了科学和美学的感悟。 

1 科普剧的内容及其发展状况 

1.1 科普剧的内涵 

科普剧是国际内流行的科学教育模式，常见英语科普剧、中文科普

剧等多种语言的剧本，科普剧的剧本内容主要包括科普知识、科学实验、

科学故事，剧本要素包括人物、场景、情节。通过科普剧授课，能够活

灵活现展现科学知识，活化科学，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美国著名

科普教育系列片“毕克曼的世界”流行全球，充分将舞台与科学融合，

多元展现科学、舞台的魅力。 

1.2 中国科普剧的发展状况 

我国科普剧的发展起点虽不如外国，但随着近年来国家的重视与扶

持，我国科普剧已初具雏形。位于北京的龙门少儿教育研究所于二十一

世纪初率先引入融合了“表演”和“实验设计”的教学模式，随之组建

了科普剧团，截至目前，该剧团已推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科普剧，在

全国范围内广受好评。不仅如此，中国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江苏科

技馆、合肥科技馆等多家科技馆及图书馆都推出了科普科学知识的节目

及舞台剧，有的地方甚至开办了科普剧场，中国科普剧发展欣欣向荣。 

2 科普剧引领教育新风尚 

科普剧是一种新型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不同，科普剧将学生

推向教学主体的地位，以一种更加活跃、积极、趣味的方式开展教学。

今年来，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地区组织有关科普表演、科普创作的比

赛，用以推动科普剧的制作水平及内涵水平的提高，激发学生、老师的

创作热情。经此，许多学校将创作科普剧作为教学计划活动，每年定时

举办科技周、科技节，组织全校师生共同参与到科普剧的创作中。尽管

目前还在摸索滞留阶段，但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理念的不断完善、体

系逐渐构建，科普剧在教育模式上带来的变革值得我们期待。 

3 加强科普剧在小学教育中的应用 

3.1 建立馆校合作机制 

科普剧对许多小学来说是陌生的，但对各大科普场馆却不同。科普

场馆向来以寓教于乐的教育模式开办活动，具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

想要让学生从科普馆的观众角色转变为扮演者、创作者，就需要学校承

担推动校内科普剧发展的作用。同样地，科普教育机构也需要承担推动

科普剧发展的责任，建立馆校合作机制，能够充分将丰富多元的科技资

源和表演水平交付学生，随着学生科学知识储备与表演兴趣的不断提高，

科普剧的发展和兴起才是必然。 

3.2 建立完整的创作体系和流程 

小学教育中，科普剧的创作者和组织者主要以小学生为主，在创作

过程中，需要突出戏剧的“美学”和科学的“严谨”，既要展现互动性、

剧情性、冲突性的戏剧特点，又要展现准确、实用、简单的科学原理和

主题。建立完整的创作体系和流程能够促进高质量科普剧的创作。本文

结合实际的教学创作案例，浅析在创作与表演科普剧过程中的主要程序。 

首先，了解教学目标、创作要求，制定相应的表演计划、表演剧本。

该过程是科普剧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教学目标和创作要求是科普

剧的主旨，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具有时代意义，而不是空想、空演，脱

离实际。近年来，全球变暖、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问题困

扰全世界各国人民，保护环境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以此为例，围绕“保护环境”制定表演计划和剧本。 

其次，借助图书馆、科技馆的学术资源，查找相关的科普原理、科

学实验、有关科普剧、科学故事等资料，在师生内完成大范围的普及性

学习，不断筛选，最后搜集、整理、分析相关的原理和故事，经过不断

地摸索和讨论，制定创作的内容。甚至可以组织学生和美术专业的专家、

老师进行研究讨论。 

然后，是剧本的组织、修订、评价过程，组织班集体或有关专家学

者对剧本内容、主题、素材进行讨论，确定无误后，针对剧本进行排练、

编导，筹备有关道具、布景、服装，最后形成科普剧。 

科普剧表演展出结束后，并不意味着教育活动的终结，更重要的是

表演展出后总结和探究，宣扬保护环境的主题之后，更重要的是在当今

时代思考人于自然和谐相处的办法，经过科普活动，开展深层阅读，激

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和兴趣。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科普剧对打破传统小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

学习主动性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目前科普剧的应用现状，推动馆校合作，

建立完整的创作体系和流程能够提高科普剧在小学科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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