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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小孩子而言，应该多加强他们表达的能力，而绘本剧表演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它能够使幼儿更好地进行语言的表达，能够更加
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以绘本为载体，开展表演游戏，绘本表演不仅能激发幼儿的想象力，还能增强幼儿的情感体验与认知能力，
更有助于幼儿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提高自我存在感。在创作绘本剧的时候，幼教需注意剧本的来源要以幼儿熟悉的童话故事为主，并注意绘
本剧台词的设计应尽量通俗易懂，台词简洁，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符合幼儿表演需求的绘本剧，从而达到满意的效果。本文对幼儿绘本剧的
创编的指导与策略进行研究。 
[关键词] 绘本；表演游戏；挖掘绘本；共同建构；展示自我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幼儿阶段是一个人最开始成长的时候，在这个阶段的幼儿对于外界

都是充满着向往。在幼儿园进行学习的时候，开始会接触到非常多的人，

而有的小孩会比较怕生，这些都不利于孩子今后的成才，幼儿的自信和

胆子大是非常需要锻炼的。绘本剧表演作为一个现场表演的节目，能够

使孩子们在这方面的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本文对如何更好地发挥绘本

剧的功能，进而使幼儿更加多元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1 绘本教材的合理性选择策略 
1.1 选择幼儿感兴趣的，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绘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选择孩子们喜欢的，需要的绘本是展开绘本教

学的首要条件。教师应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选择适合小中大孩

子的绘本教材进行教学。与孩子生活经验相匹配的，能启发幼儿生活的

绘本总是更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孩子喜欢生动有趣的图画，教师可以针

对教学内容让幼儿展开自主阅读，教师从旁辅助引导。孩子在阅读的过

程中自然而然展开丰富的想象，进行绘本剧创编。 

例如，绘本教学《龟兔赛跑》中图片生动有趣，人物矛盾突出，先

集体教学，再让幼儿进行自主阅读，当故事矛盾出现时，就可以引导幼

儿进行故事创编，“孩子们，因为兔子骄傲，掉以轻心，最后输给了乌龟，

你们能创编一个新版本的龟兔赛跑吗？看看谁的想象力最丰富？”孩子

们可以大胆地说一说，画一画，演一演故事情节，打造属于自己的龟兔

赛跑，从而帮助幼儿开发想象力、创造力。绘本《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具有鲜明的冲突，鸭子和天鹅在玩“一根羽毛也不能动”的木头人游戏

中，他们会遇到危险吗？大灰狼会来吗，猎人会来吗，孩子们也可以演

一演精彩的后续故事。 

1.2 选择故事情节具有戏剧性的绘本 

并不是所有的绘本都具有戏剧性。绘本教材具备开始，经过，发展，

高潮，结局等戏剧要素，才适合绘本剧的表演与创编。例如绘本《狐狸

爸爸鸭儿子》，具有鲜明的人物矛盾，狐狸想吃鸭子，可是又被浓浓的父

爱所牵绊，到底是饱餐一顿还是享受父子之爱？这就是这本绘本的突出

点，生动而有趣，再比如《大老虎和小老鼠》，大老虎想和小老鼠做朋友，

但又想有着身为大老虎的优越感，两人的友谊和两人的大小对比，矛盾

突出，也非常适合戏剧表演。 

2 绘本教学目标制定策略 
2.1 注重孩子创造性的表现 

在设计活动目标时，教师应关注如何让幼儿体验角色，进行换位思

考，遇到冲突尝试积极解决，进行情感的感知、表达，这些都是很重要

的目标价值。当孩子们在教学活动中进行绘本剧表演时，教师应该注重

的是孩子的自由表达表现，而不是按部就班地重复故事内容，同一本绘

本，一百个孩子，就会有一百种演绎方式。尊重孩子的表演也是我们每

个老师需要具备的职业素养。 

例如，在《猜猜我有多爱你》中，我们并没有直接告知大兔子还会

和小兔子比什么，比赛的结果如何。有的小朋友就会说到兔妈妈和兔宝

宝比赛吃胡萝卜，看谁吃得快，谁的爱就多一点。有的小朋友说比赛穿

衣服，看谁穿的快，谁就赢了。还有的说比赛做数学题，看谁做得又快

又对，谁的爱就多一点。这和孩子们的生活经验是分不开的。紧接着，

老师可以请孩子分组、合作表演相关的绘本剧情境。 

2.2 绘本教学不等同于语言活动 

绘本教学不一定是语言活动，也可以是体育活动，社会活动等其他

领域的活动，具体的绘本教学制定相应的目标。可以在具体教学活动中

增加戏剧情境，从而让幼儿喜欢上戏剧。比如体育活动中，一大早，小

猪开始搬砖头盖房子啦，看看哪只小猪盖得房子最漂亮，呀，走过小河，

穿过森林，大家齐动手，你搬砖头，我来堆，哇，房子盖好喽。我是大

灰狼，看看谁的房子最坚固。游戏时间结束喽，看看我们勤劳的小猪一

起收材料喽。整个体育活动都可以在轻松愉悦的绘本剧表演中开展。 

3 教学活动的组织策略 
3.1 尊重幼儿的游戏 

绘本剧的表演与创编也可以是孩子们的游戏，毕竟短短的绘本教学

活动远远满足不了孩子们的需求，我们有时总会一厢情愿，希望孩子照

著我们的想法演下去，甚至即演即像，这样无疑会打击孩子的表演与创

编的积极性。我们要尊重幼儿自由表演的成果，树立表演幼儿的自信心，

激发其他幼儿的兴趣。我们要允许孩子有创新，有想法。 

3.2 选择孩子适合扮演的绘本剧角色 

幼儿通过扮演相应角色的肢体动作、人物表情、语言来塑造绘本角

色。由于孩子的性格、特点、能力、兴趣点不一，适合喜欢的的角色也

不一样，我们应善于发现孩子的特点，扬长避短，因材施教。如性格外

向、活泼、能力强的孩子可以扮演“妈妈”、“爸爸”、“大灰狼”、“狐狸”

等，性格内向、安静、胆小的孩子可以扮演“小兔子”、“小绵羊”等。

有的孩子开朗活泼且颇具领导组织能力，这样的孩子就可以让他充当“导

演”，商量进行角色分配，材料分配等。 

3.3 尊重孩子的情节创编和即兴表演 

孩子可能会对绘本剧的表演情节进行创编，比如他们在演《我的老

师是怪兽》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变成那个调皮的小孩，自己的老师变

成“怪兽”，又或者孩子们也会像故事里的小朋友一样喜欢自己的老师，

用不一样的方式进行表达。不管孩子是对故事发展，还是人物角色关系，

场景变化进行创编，我们可以引导，给出恰当的建议，讨论，思路追踪，

激发幼儿进行创作。 

总之，绘本是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学形式，绘本剧是一种美的艺术。

绘本剧的表演和创编在绘本教学活动中的运用，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

能力、社会交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充分调动了教学活动的游戏氛

围。而教学活动的把握难点就在于，教师要根据幼儿的兴趣、特点、水

平以及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幼儿对绘本剧表演与创编的兴趣和

需要。在教育过程中凡是幼儿大胆的创编与表演，教师都应该尊重和欣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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