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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戏是幼儿主要的活动和学习方式之一,幼儿戏剧活动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使幼儿在教师

的引导下不断提高自身的肢体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想象力、合作力以及良好性格的培养和提高。

社会科学方法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社会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幼儿戏剧活动,从

而进一步改善幼儿戏剧活动,提高幼儿园戏剧活动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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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mes are one of the main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methods for young children, and children's 

theatrical activities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ir body and mi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young children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physical expression ability, language expression ability, 

imagination,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good character.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emphasize the viewpoin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apply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to children's drama activities, thereby further improving children's drama activities and 

enhanc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kindergarten drama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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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历史唯物主义

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关注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曲折前进的

过程,且能够辩证的看待事物的正反面。幼儿戏剧活动是一门综

合性的艺术活动,近几年来逐渐成为学前教育的研究热点,而将

科学社会方法论运用于幼儿戏剧活动,探讨科学社会方法论融

入到幼儿戏剧活动的价值。一方面,能进一步将社会科学方法论

运用到各个阶段的教育当中,贯彻和履行科学性的研究理论,指

导研究实践；另一方面幼儿戏剧活动得到科学性的理论指导,

将有助于提升幼儿戏剧活动的质量,促进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1 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幼儿戏剧活动的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为根本方法,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

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

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世界历史研究方法等等,构成了一个

科学的和开放的方法论体系,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主体与客体、系

统与要素、矛盾与过程、个人与群众、认知与评价、世界历史

与民族历史等一系列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问题。[1] 

幼儿戏剧活动作为戏剧活动的一个分支,不仅具有戏剧活

动的基本特征,而且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兴趣、身心发展规律,

更具游戏性和趣味性。一方面,幼儿与戏剧活动存在内在联系,

幼儿喜欢模仿；另一方面,幼儿戏剧活动与游戏之间存在着很多

相同的本质特征,幼儿需要戏剧正如幼儿需要游戏一样。因此幼

儿戏剧活动是以某一文学作品为载体,在教师的引领之下,幼儿

在理解故事情节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想象力通过

自身的肢体语言、口头语言等等表达、改编故事情节所进行的

活动。 

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幼儿戏剧活动。幼儿戏剧活动属于幼儿

艺术领域,是极具创意和创造力的活动,对于幼儿创造性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引领下的幼儿戏剧

活动是教师以幼儿为学习主体,幼儿教师属于引导从属地位,活

动从幼儿生活实际出发,结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创设不同层次、

真实而系统的活动情境,使幼儿主动获得表现力,培养创造力,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2 幼儿戏剧活动存在的问题 

2.1组织形式单一 



幼儿教育科学 
第 6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5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根据问卷调查以及观摩学习中可以了解到,在幼儿园当中,

幼儿戏剧教育活动形式大多停留在幼儿节目汇报演出,在不同

的庆祝节日时期,教师会被要求班级出节目,而这就成为戏剧活

动的主要“输出地”。时间紧任务重,从节目的筛选到排练到最

后幼儿走上舞台多半是由教师包办代替进行,幼儿在活动中没

有自主性,被动地接收教师的指令、机械的动作以及事先准备好

的音乐节奏,在排练节目期间,教师会占用幼儿的午休时间以及

课堂活动时间,孩子们得不到充足地休息。即使在整个过程当中

孩子们参与度非常高,不同年龄、班级的幼儿都参与到活动当中,

但是在整个活动中孩子们感受不到戏剧真正的快乐。对于孩子

想象力、创造力、表现力的提高和培养也没有达到最终的教育

目的。 

2.2教学策略单一 

在戏剧游戏的指导过程当中,幼儿教师关于戏剧的理论素

养以及专业素养是比较缺乏的,在专业领域上属于学前教育,

“琴棋书画”学的倒是不少,但是关于幼儿戏剧很多老师只是将

戏剧停留在表演上,更加关注的是孩子是否可以完成本次活动,

而不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学习到什么。此外,模仿是孩子

学习的方式之一,幼儿通过教师丰富的肢体语言以及趣味的口

头语言的描述不断展开想象,表达对于故事情节的想法。但是在

实际的活动当中,教师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幼儿属于从属地位,

在表演过程中教师忽略幼儿的主观能动性,幼儿在活动中像提

线木偶似,失去了自我创造以及发挥的空间。因此,儿童教育界

一致呼吁教师应成为儿童学习的“观察者”“协助者”“推动者”

和“引导者”等等,教师和儿童之间应该建立平等的,合作的、

共同成长的关系。 

2.3教师专业技能缺乏 

幼儿教师在指导幼儿进行戏剧活动时,要有充足的戏剧理

论素养以及戏剧专业能力作为之支撑,在幼儿园戏剧教育内容

的选择上,扎实的戏剧专业知识和学前教育专业领域知识是幼

儿教师顺利开展戏剧活动的理论前提。幼儿教师需要了解戏剧

基本的理论知识,包括戏剧的内涵、构成要素、特征、类型以及

发展历程等等,在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幼儿的兴趣、年龄

特点、学前教育学相关理论知识为幼儿选择适合于幼儿开展的

题材,这样一来在开展的过程中教师的指导更加具有科学性

和教育性。[2]基于此,若将戏剧与幼儿教育活动相融合时,幼儿

教师更应该明白学前儿童戏剧相比于成人戏剧的独特内涵、

要素、类型、特征以及学前儿童戏剧教育的价值,内容、组织

形式以及评价等。另一方面,戏剧教育的专业组织与指导能力

也是戏剧教育内容建构的保障。因此,幼儿园在幼儿教师专业技

能培训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培养幼儿教师不同方面的理论素养,

为园本特色课程开发、提高幼儿园办园质量、形成示范园所打

下基础。 

3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幼儿戏剧活动中的运用 

3.1社会矛盾研究方法在幼儿戏剧活动中的运用 

社会矛盾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各个领域内部以及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矛盾。[3]社会

矛盾分析方法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矛盾的存在,坚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4]《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指出：“幼儿园

应和家庭、社区密切合作,与小学相互衔接,综合利用各种教育

资源,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社区与家庭具有

极强的教育功能、文化功能、生活功能等等潜移默化对于幼儿

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戏剧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取得家

长和社区的支持,为戏剧活动的开展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以及

空间让幼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得到熏陶,获得更多的生活经

验,并拥有更多展现自我魅力的舞台,更加有利于戏剧活动的开

展,园所内部根据自身主题课程以及办园理念的下动态调整课

程建构,形成符合本园所特色的戏剧活动课程或者其他形式的

课程。 

3.2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幼儿戏剧活动中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主张实践论,认为社会生活源于实践,所以无论

做什么事都应该建立在实践之上,通过实践发现和解决问题,进

而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自觉做到实事求是。[6]首先,马克思主

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有规律运动

的,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因此,

教师要出实际出发为幼儿选择适合于幼儿进行表演的文学作品,

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身心发展规律、想象力、创造能力、

表现力的发展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科学进行合理排练和演

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在幼儿高度参

与的情况之下考虑到幼儿的感受,让幼儿感受到戏剧带来的乐

趣。其次,幼儿教师要进行教学反思和教学研讨,大胆尝试并学

习相关戏剧理论知识,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碰撞中总结戏剧活

动相关经验,构建完整的课程体系,丰富本园的课程开发形成园

所特色。 

3.3社会过程研究方法在幼儿戏剧活动中的运用 

社会过程研究方法认为。世界是由无数的事物发展过程构

成的,是事物发展过程的集合体,这些过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

系,既是连续性的,也是非连续性的,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

一。[7]幼儿戏剧活动符合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幼儿教师不

能忽视和降低幼儿在活动当中的主体地位,既要尊重幼儿作为

学习的主体,又要为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教育性的指导。让幼

儿的成长和发展由更多的探索和发现组成,给予幼儿自主、合作

学习的机会。此外,幼儿的学习是一个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

教师要对幼儿的学习与发展存在动态性的评估,例如：在以西游

记为题材的戏剧活动中,幼儿是通过对整个故事的大致了解去

分析人物形象再通过每一个单个事件再次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

最后通过肢体表演、声音模仿的形式再现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

并将生活当中所看到、听到的运用于戏剧活动中,发生一个经验

的迁移与转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儿童学习和成长

的一种方式。 

3.4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在幼儿戏剧活动中的运用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将社会主体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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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其包含两种观点：第一,将人看作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第二,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坚持群众史观。[8]首先,幼儿戏剧活动

是以幼儿为主体,在教师的引领下对人物、故事、情节所进行的

改编、演绎活动,教师应以幼儿为行为主体,“以儿童为本”,

不能因为节目活动将幼儿置于被动的接收者,此外,教师在指导

的过程中把握指导的度,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启发幼儿思考促

进幼儿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在活动过程中,将更多的机会留

给幼儿。幼儿园在开展相应的节目庆演活动之外,考虑到幼儿的

发展,组织以班级为单位的表演活动嵌入幼儿园一日教育活动,

这样一来幼儿在面对节目活动时就有充足的直接经验支撑幼儿

的活动,教师的工作负担也会得到减少,更加关注教育教学质量

以及幼儿的发展。 

3.5社会系统研究方法在幼儿戏剧活动中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幼儿戏剧活动遵循系统

性原则。[9]第一,幼儿戏剧遵循社会系统客观性原则。事物是客

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幼儿在整个戏剧活动中所形成

的经验、能力、技能不是主观臆断所产生的,绘本、文学作品的

选择在活动最开始可以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入手,使幼儿的表演

更加真实和自然,在操作难度上也比较简单。第二,幼儿戏剧活

动遵循社会系统结构性的原则。幼儿教师在活动开始之前要做

好准备工作,比如：作品选择、幼儿前期经验、服饰道具、语言

引导、肢体提示、剧情设计、活动演练、反思总结、改进与提

升、正式演出等等,使整个活动紧凑、合理,幼儿可以全身心投

入到活动中。[10]第三,幼儿戏剧活动遵循层次性原则。一场剧

情适宜、环节紧凑的戏剧活动需要层层铺垫,不断总结经验,教

师递进式的引导、不断改进和丰富的语言情节、具有创造性的

主题改编、富有教育性的活动都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的,在经过

教师与幼儿多次的活动开展之后才得以呈现的,因此教师要富

有耐心、仔细观察幼儿的变现,不断调整活动结构,将戏剧不只

是停留在舞台上。 

4 结语 

基于此,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当中的社会矛盾研

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以实践为基

础的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用于幼儿戏剧活动中。[11]可

以进一步将提升幼儿戏剧活动教育质量、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

地位、培养幼儿活泼开朗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品质、强化

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打造园所特色。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对于幼儿戏剧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价值,

幼儿教师也要进一步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对于

幼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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