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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青云

日前，一场教育戏剧主题研究沙

龙在温州举行，全省多所中小学的校

长、教师和教育戏剧界的多位专家在

会上分享了其探索经验。教育戏剧来

了，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实现

以戏剧育人？

会上，国内知名教育戏剧专家李

婴宁倡导，教育戏剧的学习目的一定

要清晰，它不是一种所谓的艺术形式，

而是一种有一定长度和深度的综合课

程；它不是为了成为“明星”而学，而是

为了孩子的成长而学。教育戏剧，作

为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其美育价值

正越来越受到广大中小学的重视，校

园剧、童话创编、戏剧节等教育戏剧课

程及活动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中小

学校园里。

教育戏剧不是戏剧教育
教育戏剧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

一个概念。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

部分学校混淆了教育戏剧与戏剧教

育两者之间的区别。乍一看，两者都

是教学生上台表演，有不少相通之

处,但实际上，教育戏剧重在教育，而

戏剧教育重在学戏。“教育戏剧应该

区别于戏剧教育，它不是为了培养专

业的编剧、导演、演员、舞美人才，而

是用戏剧的形式引导学生依赖观察、

想象、创造、反思等在情境中体验。”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黄岳杰说，“教育

戏剧关注的是人，目的是通过戏剧的

方法激发人的潜能。”

黄岳杰非常认同把教育戏剧当

成学校的一门课程来开发的做法。

然而有一些问题，是对教育戏剧持观

望态度的学校所担心的，比如，缺少

专业师资怎么办？排演戏剧占据了

文化课教学时间，学生、教师或家长

有意见怎么办？

对此，杭州天地实验小学校长王

雷英给出的答案是——正因为教育戏

剧不是在培养专业人才，它在学校里

实施起来才不像想象中那般“高岭之

花”。她说，所有学科的教师都可以参

与到学生的戏剧活动中，以各自所长

作为突破口；所有学科的内容也都可

以作为剧本创作元素。“不是上了舞台

的完美演出才算成功的教育戏剧，课

堂也是舞台，课堂上哪怕几分钟的角

色扮演也是教育戏剧。孩子们在合作

创编的过程中，得到了各学科融合后

浸润式的培养，那就达到了学习的意

义，而这个过程，学生在熟悉了之后会

效率很高。”

“我们比较重视两个‘带动’，一个

是通过培养校园剧优秀学生人才带动

其他学生，形成群体合作的氛围；另一

个是通过学校统一规划带动每名学

生，形成全员参与的氛围。”湖州市织

里实验小学教科室主任张雁南表示，

该校分层解决了教师和家长的顾虑：

在教师层面，学校先组织了一个教师

话剧社团，让教师通过参与表演，来体

会排演校园剧带来的价值；在家长方

面，会下发告家长书，取得家长的同意

和支持，在学生和家长自愿基础上开

展活动。“哪怕表演再稚嫩，舞台再简

陋，道具再简单，学生也能在戏剧活动

中寻找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儿童是天生的“戏剧家”
我们每个人童年的时候都玩过

“过家家”的游戏，而且无师自通，这在

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眼里，就是儿童参

与戏剧的雏形。“儿童天生就是一名

‘戏剧家’，他们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就懂得用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来表

达自己的想法，抒发内心的真实情

感。”遂昌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鲍宗武认为，角色扮演和模仿本来就

是孩子的天性，儿童的思维和成人不

一样，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张扬的表

现力。“将戏剧与学习联系在一起，学

生通过虚拟角色体验文本和生活，能

激发起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真听、真

看、真感受的环境中，真正理解学习内

容，体悟学习的意义。这对于学生的

理解能力、语言水平、沟通能力都是很

好的锻炼。”

黄岳杰提出，戏剧介入课堂教学，

一定要注意“放低门槛”，既不能让教

师有改编能力不足的压力，又不能把

多数有兴趣的孩子因各种因素挡在门

外。在采访中，多数学校也提到，可以

放手让学生自行创作剧本，甚至编、

导、演包括道具制作、配乐选择、舞台

准备等都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校长

和指导教师们不约而同地说：“学生比

你想象的更棒！”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小

戏剧家”们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单一的

戏剧表现形式了。他们正在尝试着用

人工智能和新媒体力量给教育戏剧注

入新的活力。

王雷英告诉记者，该校学生与杭

州市上城区教育学院、上城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联合制作的，由小演员和智

能机器人共同出演的微电影《夏日和

笔头》已经拍摄完成，正在后期完善

中。学校已经为教育戏剧与机器人课

程融合项目立项，元旦时将汇报初步

成果。

而江山市第五中学今年9月招收

了新一届传媒生。学生们利用校园微

信公众号的推送，网络课堂论坛的互

动，加上美拍、抖音小视频录制等，促

使教育戏剧从传统课堂走进具有交互

功能的网络学习空间。该校“话剧艺

术与课堂表演”选修课的辅导教师刘

香云说，戏剧艺术和跨媒介平台两者

都是学生感兴趣的事物，符合他们活

泼好动又敢于创新的年龄特征，“前者

让平面的课堂变得立体，后者让学生

在交流中学会思维方式的转变。跨媒

介的交流与表达也促使学生掌握更多

的新兴知识储备和交流技巧”。

□饶美红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

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培养下一代要在6个方

面下功夫：坚定理想信念、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

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

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在

党和国家的殷殷期望下，作

为教育人，我认为，不妨从 4

个方面着手培养面向新时代

的中学生。

一是赤子情怀。这份情

怀，是中华民族根植最深远、

影响最久远的精神品质，远有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近有

陈毅“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

锋”的气概。我们的教育，应

激发、延展、升华学生对于这

个民族、这个国家，对于中国

共产党的挚爱之情。在确立

人生方向的中学时期，促使中

学生能够全面树立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牢牢扎下爱国主

义精神的思想根基，立志肩负

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二是高贵品格。高贵不

是物质的丰富，而是精神的富

有。我们的一言一行，所体现

的都是品德修养，也是灵魂雄

姿。高而有格，贵在有品。以

中华文化的精髓大道为格，以

现代文明的素养为品，只有这

样，行当所行，止于所止，成就

的气度涵养才能自然外化为行为举止的高

贵。教书育人，实则是让当今每个中学生的

血脉里都流淌着高贵的因子：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导学生踏踏实实修好个人品德，成为有

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那样，他们的人生道路

才会越走越宽。

三是自由思想。拥抱新时代，需要纵情

驰骋在人生的通衢之中，思者无疆，自由不是

放任，而是果敢、创造和奋斗。自由是一种张

力，是心灵的直上九天，这是“天行健，君子当

自强不息”的最高境界。教育是消除蒙昧启

迪心智，更是追寻适性教育下的个性奔放与

自由发展。当一个人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

中，可以迸发无限的动力。新时代中学生最

紧要的，是秉持一贯独立自由之精魄，心无旁

骛求知问学，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

方向前进，同时拥有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

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四是未来视野。在以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大数据、量子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为

主导的第4次科技革命面前，中学生更需要

有面向未来的思考定力与思辨活力。教育天

生是跟青春结缘的，而科技的主力军也是年

轻人。我们需懂得，用科技来解决当今教育

的问题，让所有中学生都能作为出生并成长

于21世纪的学习者，浸润在科技进步的海洋

里，全情构筑未来世界的新视野。

每代人应有每代人的追求、作为、精彩和

挑战。毋庸置疑，培育新时代每一名中学生

的人生态度，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可期

的高度，而这正是我们每一位教育者责无旁

贷的历史使命。

面
向
新
时
代
的
育
人
目
标

教育有“戏”更精彩

□本报见习记者 张 舰

晚上8点，大多数学校大门紧锁，阒

无一人，但在宁海县最偏远的、唯一的农

村寄宿制小学——长街镇岳井小学却是

灯火通明。孩子们已休息，教室里坐满了

教师。校长叶兆明站在教室中间，正和教

师们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改进教学方法。

岳井小学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教师

平时都住在学校，于是叶兆明利用晚上

时间开展了特别的“夜研”活动。每周一

次，每次围绕一个教师在班级管理或教

育教学中碰到的问题，集众人智慧，共同

研讨解决。

他们为什么这么“拼”？叶兆明是土

生土长的长街人，已经从事农村教育工

作22年之久。4年前，刚刚调入岳井小

学担任校长的叶兆明第一次跟随“最美

摆渡人”“中国好人”张翎飞一起乘船接

送住在隔洋塘海岛的学生，在与船上家

长的闲聊中，听到了家长对岳井小学的

负面评价，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叶兆明，

他下定决心要改变岳井小学的现状。回

到学校后他立马召集了全体教师会议，

对教师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始努力，

形象就有可能变好。没有等出来的辉

煌，只有拼出来的精彩！”

经过反复思量，叶兆明决定从教学质

量抓起。他组织教导处从网上查找各学科

的名师课程，教师们先集中观摩学习，然

后由相关学科教师上台试讲，其他教师听

完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讨论如何改善教

学方法。后来，根据学校实际，在叶兆明

的坚持下，基于同伴互助的小课题研究

“夜研”活动也开展起来。白天上课、晚上

学习，但教师们并不觉得辛苦。语文教师

薛璐芸说：“校长这么拼，什么事都身先士

卒，为了学校，身上有一股永远用不完的

劲儿，我们都被他带动起来。”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光靠自己“拼”

还不够，还得想办法引外力。叶兆明利

用与金桥小学结对的优势，想邀请金桥

小学的骨干教师来支教，但由于农村学

校师资力量有限，金桥小学也难以抽调

骨干教师出来。既然无法引进来，干脆

就改为走出去。去年，在学校只有13名

教师的情况下，叶兆明将薛璐芸和俞可

可两位年轻教师送到金桥小学培养一

年。当时，他听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一

方面学校师资本来就少，另一方面请代

课教师会增加不少费用，这对于本就财

政吃紧的学校而言，无疑是巨大的困

难。但叶兆明力排众议，在他看来，要把

眼光放长远，学校克服困难只有一年，但

他们带回来的经验可以受用很长时间。

如今，这两位教师专业成长迅速，都已经

返回岳井小学开始帮助同事们。

提升教学质量的同时，叶兆明更担

心的是孩子们自身的学习。在他看来，

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相比，最大的差距

在于阅读量。他曾经调查过，许多农村

孩子家里没有课外书，即使有也多半是

作文选。为此，叶兆明不仅在每个班级

设立读书角，还在学校门口建立候车书

吧，存放了200多本经典读物。“我希望

孩子们在等班车时能够看一点书，多读

经典书籍能够提高语文素养，对数学应

用题和英语阅读理解也有帮助。”候车书

吧在室外，书本很容易折旧。叶兆明却

说：“与其放在屋子里烂掉，我宁愿孩子

们把书翻破。”

叶兆明明白，要想改变岳井小学的

形象，不能光靠成绩说话，学生的品德同

样重要。于是他大力倡导“孝儒文化”，

带领学校的优秀教师编纂了6本与儒家

经典有关的校本教材，还发起了“每天一

诗词”活动。校门口的黑板上，每天都能

看到叶兆明用秀美的小楷书写的古诗

词。他希望孩子们能够见贤思齐，做一

个言行孝顺、博学多才、信念坚定的人。

自叶兆明担任岳井小学校长以来，

岳井小学走出全县农村小学垫底的困

局，2017年评上了县“优秀单位”。今年，

叶兆明获得了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这

无疑是对他工作的最大肯定，但叶兆明却

将功劳归于岳井小学的全体教师。他说：

“教师再辛苦，只要能改变农村学校的面

貌，也是一种幸福。”

叶兆明：乡村学校“蜕变”的领路人

教师开收纳课
学生成整理“小达人”

本报讯（通讯员 王 超 池瑞辉 章 萍）
每天都看着孩子乱糟糟的书包烦心？刚收拾干净

的客厅一下子就被熊孩子打回原形？解决的办法

不是日复一日地帮他整理，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收

纳自己的衣服、书本和玩具。本学期，宁波市实验

小学五（2）班开了一门别开生面的课程——劳动

使我快乐，它不仅刷新了孩子们对劳动的认知，而

且让孩子们爱上了整理与收纳。

“翻起到胳肢窝位置，手臂弯折来一个爱的抱

抱，像书本一样对折……你看，这个样子像不像一

个小抱枕！”课堂上，学生们跟着班主任茅燕琴一

步步地将大大的羽绒服折叠成小小的“抱枕”。茅

燕琴除了教会学生动手收拾，还教他们利用各种

工具帮助收纳。茅燕琴共设置了“衣服的整理”

“书柜的整理”“厨房里的讲究”“清洁的窍门”4门

课程，计划每门课程学习一个月，其间会不定期检

查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有个收纳达人班主任真是太棒了！孩子教

得好，我也受益良多。”劳动技能班本课程一经推

出，得到了家长的广泛好评。

本报讯（通讯员 王月明）
砸开冒着浓烟的汽车车窗，爬进

烟雾弥漫的车里把孩子抱出来；

拿起自家车里的灭火器，帮忙灭

火……这几日，海宁两位教师在

度假期间参与灭火救人的义举，

在当地流传开来。

事发是在10月2日下午4点

左右，在海宁尖山观音寺游玩的

冯小青一家正走到停车场。突

然，他听见有游客指着停车场边

上的一辆越野车说，车子起火了

里边还有孩子在哭。冯小青赶紧

让众人退后，自己捡起路边的一

块大砖使劲地砸副驾驶位置的车

窗，忙乱中他顾不得被玻璃碴割

破的拇指鲜血直流，使劲把车门

打开，爬到后排座的位置上，把正

处于惊恐之中哇哇大哭的孩子抱

到车外。

孩子得救了，可车内的烟雾

越来越大，火已经把后排座的沙

发布点燃了。肖洲也是第一时间

赶到起火车辆旁的人，他的手里

还提着自家车里的备用灭火器。

幸亏此时车主夫妇赶到了，用遥

控钥匙打开了后座门和后备箱，

提着灭火器的肖洲赶紧冲上去，

拧开灭火器朝着明火的地方喷

洒，围观群众也纷纷帮忙。前后

仅用一分钟时间，人和车都抢救

回来了，避免了一场灾难。

冯小青是海宁市第一中学的

音乐教师，肖洲是海宁市职业高

级中学的英语教师，他们都是老

家在外地的新海宁人。

生死一分钟！海宁两教师见义勇为获赞

小学创编常规“三字经”

本报讯（通讯员 杜一平）“队列齐，站坐正，

不挑食，要光盘……”近日，无论是在晨间教育活

动还是放学路上，东阳市横店镇第二小学教育集

团荆江校区的学生们都会背一段《一日常规三字

经》，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

开学初，为了加强班级的管理，指导学生改变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

学习习惯，该校德育处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入

手，把“学生一日常规”编成朗朗上口的“三字经”，

由师生自创，经过多次修改完成，涵盖了上学、静

读、升旗、课间、卫生等10项内容，同时还编出了

与之相对应的《一日常规三字经》解读版，便于学

生理解、诵读和记忆。

本学期，江山市大溪滩小学每个班级门前都
新装了智能化的电子班牌。这个“聪明”的班牌
除了可以点到外，还实现了班级宣传、活动记录、
作品展示、天气预报、课程发布、图文互动、视频
通话等，学校各个部门的通知信息也可以通过电
子班牌同步推送和更新。图为三（1）班学生正在
电子班牌前查看班级情况。

（本报通讯员 黄 琪 摄）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视点第

电子班牌多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