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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动儿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往往面临情感忽视、校园霸凌等风险。探讨和支持流动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多组前后测设计，辅以个案观察、访谈、教学日志等定性数据，选取某市城中村一所民办普惠幼儿园

各27名中班幼儿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针对实验组开展连续12周共24次教育戏剧活动。结果发现：在共情与亲社会

行为方面，两组前测差异不显著，干预后实验组幼儿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在认知控制、情绪表达和情

绪调节方面，两组前测差异不显著，干预后实验组虽得分优于对照组但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教育戏剧能促进中班流动幼

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其中对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教育戏剧能为指导流动幼儿社会情感能

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幼儿园应以教育戏剧为契机形成适宜的园所课程并持续开展，教师可将戏剧范式应用到一日生活

和其他教育活动中解决流动幼儿社会交往的实际问题，将幼儿的戏剧体验转化为个人能力。同时，注重家园社协同育人，

共同关注流动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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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socially disadvantaged group，migrant children often face risks such as emotional neglect and school bullying. Support⁃
ing their development of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is of great relevance. The current study employed a pre-post test design with mul⁃
tiple groups，along with case observations，interviews and teaching journals. A total of 54 middle-class children from a private inclu⁃
sive kindergarten located in a suburban area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n⁃
derwent a three-month intervention program consisting of 24 Drama in Education（DIE）sess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Prior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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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However，after the training，
the scores in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or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better in cognitive control，emotional expression，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ost-training，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DI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motional skills among middle-class migrant children，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The study shows that
DIE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emotional ability. Thus，kindergartens should
take educational drama as an opportunity to form appropriate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and carry it out continuously. Furthermore，the
strategies utilized in DIE can be integrated into daily life and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to address problems in social interactions for mi⁃
grant children. Last but not least，kindergartens should play a pivotal role in unifying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o pay shared attention
to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Key words：Drama in Education（DIE）; 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migrant children; middle-class preschoolers

一、问题提出

社会情感能力（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e）

是指个体能够理解和管理自身情绪，发起、维持

和加强社会关系，满足社会环境需求并在群体中

实现预期目标的综合能力［1］。大量研究表明，良

好的社会情感能力能够帮助个体减少消极情绪

困扰［2］，与他人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关系，提升群体

归属感，减少反社会行为，并且能提升个体自控

和抗挫能力，帮助其设定合理目标，对个体学业

成绩提高也有帮助［3-4］。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的

社会情感能力主要由认知控制、情绪表达、情绪

调节，以及共情和亲社会行为这四个方面组

成［5-6］。其中，认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是指儿

童根据目标或任务做出反应的能力，在遇到干扰

时保持目标，并抑制习惯性反应或冲动行为的能

力［7-8］；情绪表达能力（emotion expressivity）是指儿

童区分内在情感和外部情感表现的能力，以及在

不违反情感表现文化规则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

能力［9］；共情与亲社会行为（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s）是指儿童能够理解他人情绪和意图，善

意地帮助和支持他人，或执行使他人受益的行

为［10］；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是指儿童

诱导、抑制和维持自身不同情绪状态的能力［11］。

尽管从早期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儿童的社会情感

能力已然是一种共识，但尚未有研究探讨如何支

持其发展。

在我国弱势儿童群体中，流动儿童规模庞

大。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估测，我国0-7周

岁流动儿童的总体规模达到7109万［12］。这些儿

童多数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家庭社会经济水

平较低。另外，由于跟随父母迁居，居住地与户

口登记地相分离，缺乏现有城市权利保障，他们

往往处于群体的“边缘”状态，身份认同存在缺

失［13］，因此流动儿童往往面临情感忽视、校园霸

凌、抑郁焦虑等风险［14-15］。2023年 10月五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

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对流动儿童等弱势儿

童群体心理健康的关切和支持，帮助其塑造积

极心理品质。可见，加强对流动儿童社会情感

能力的培养，对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及全面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戏剧（Drama In Education，DIE）是一种

通过创设戏剧情境让学习者身临其境地运用多

种感官体验来体验人类生活经验，并从中获得知

识和掌握技能的教育方法。在教育戏剧中，幼儿

运用游戏天性和“假装”本能，在戏剧情境的诱导

下“感他人之感，想他人之想”，去体会、面对、探

讨、摸索并帮助故事人物解决所面临的问题［16］。

作为一种具有创造性、互动性的教育方法，教育

戏剧已被证实对于幼儿语言能力、认知发展、道

德与社会性、创造力和艺术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17］，Mages等通过前后测实验发现，教育

戏剧活动干预后儿童的心理理论和想象能力得

到显著提高［18］，Celume等人的研究发现经过具身

教育戏剧培训后的幼儿创新性思维得到增强［19］，

另外严孟帅、郭斯纯等研究指出教育戏剧能促进

幼儿情感、同伴交往以及社会性认知等综合素养

的发展［20-21］。虽然前人研究验证了教育戏剧对儿

童发展的提升作用，但是研究对象多为普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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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对弱势儿童群体如流动儿童的研究极鲜见。

研究问题多为幼儿单方面的社会性，对社会情感

能力这一综合能力的研究较少。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着重于具身学习、积极想

象、多重角色体验和问题解决的教学方法，和儿

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

性。如图1所示，戏剧范式（convention）的使用贯

穿整个教育戏剧活动，支撑活动的进展和推进儿

童的体验。首先，教育戏剧往往以营造戏剧情境

为起始。“教师入戏”作为这一环节常见的戏剧范

式，主要通过教师扮演故事中某个角色，通过入

戏发问、求助、对话等方式，引导幼儿在认知和情

感等方面快速投入故事世界。例如，在以《三只

捣蛋猫》为基础设计的教育戏剧活动中，教师通

过入戏变身“小猫”，发出凄惨、发抖的猫叫声，蜷

缩害怕的肢体动作等，幼儿通过观察“小猫”的表

情、语言和动作，意识到小猫在寒冷冬天下无家

可归的困境，并感受此时此刻“小猫”无助的情

绪。这样的活动体验与幼儿的情绪识别、理解、

表达及共情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的

情绪能力主要在观察和模仿成年社交者中获得

发展。教师的情绪为儿童传递了特定信息，让他

们了解到情绪产生的情境、原因、意图等［22］。其

次，教育戏剧通过“观点与角度”等相关范式展开

戏剧情节的发展。具体来讲，在这一阶段，幼儿

在感知戏剧情境的基础上表达对故事角色处境

的看法和自身立场。例如，教师引导幼儿分别站

在妈妈和孩子们的立场，探讨小猫陷入的困境，

并各自阐述留下或者不留下小猫的原因，自主表

达观点。这一过程印证了儿童亲社会行为须经

历从思想到行动的原则。研究表明，幼儿必须先

意识到别人有陷入困境的情况，才会使其亲社会

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3］。最后，教育戏剧往往

通过“专家外衣”等范式来帮助故事人物解决问

题、脱离困境，重塑故事结局。例如，当捣蛋小猫

不遵守规则惹妈妈不高兴时，教师通过小猫留下

的“一封信”来描述自己对家的想念、当下害怕伤

心的感受以及想请求妈妈原谅的心声，帮助幼儿

再次感同身受小猫的处境，最后引导幼儿联系已

有经验讨论如何遵守规则，并提出帮助小猫的策

略。教育戏剧给予参与者许多想象创作并去执

行特定任务、采取行动、发起亲社会行为的机

会。幼儿根据已获取的特定信息做出反应或调

整，这个过程是幼儿社会认知和行为发展的过

程。总的来讲，教育戏剧“营造戏剧情境—展开

情节发展—推动情节走向”的活动设计逻辑在理

论层面能契合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中情感、认知、

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发展思路，其具体使用的戏剧

范式又可能在实践层面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

发展提供诸多训练机会。

教育戏剧

社会情感能力

情绪表达 认知控制

情绪调节 共情和亲
社会行为

营造戏剧情境 展开情节发展 推动情节走向

具体任务：呈现关键角

色，铺开戏剧冲突

常用范式：教师入戏①

建构空间②

具体任务：感知角色立

场、表达自身观点

常用范式：观点和角度①

良心巷②

具体任务：采取适宜行

动，帮助解决问题

常用范式：专家外衣⑤

角色扮演⑥

1.观察成年社交者
的情绪

2.意识到别人陷入
困境

3.理解他人的情绪
意图

1.表达自身或他人
情感

2.探讨他人困境
3.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1.采取适宜行动，表
现亲社会行为

2.根据已知信息做出
反应

3.根据目标调整特定
任务

情绪识别与体验 换位思考与探讨 问题解决与行动

图1 教育戏剧的活动设计逻辑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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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实验设

计，以幼儿园教育戏剧活动为干预方案，以中班

流动儿童为干预对象，同时辅以个案观察、访谈

和教学日志，通过三角交叉检验提高研究效度，

以此来探讨教育戏剧对中班流动儿童社会情感

能力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某市城中村一所民办普惠性幼儿

园作为研究场域，抽取该园两个中班分别作为实

验组和控制组，每组各36名幼儿。为尽量控制无

关变量，研究在选取样本时尽量保证两个班级的

流动幼儿情况、教师队伍和课程安排等基本一

致。实验干预过程中，实验组和控制组均有幼儿

因随父母务工转学无法继续参加实验。此外，超

过3次未能参与幼儿园教育戏剧干预活动的幼

儿、以及未能参加前后两次社会情感能力测查的

幼儿会被剔除。最终实验组共有27名幼儿，对照

组共有27名幼儿。幼儿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所

示。
表1 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基本情况

性别

月龄

男

女

均值

标准差

实验组

13（人）

14（人）

51.63（月）

3.88

对照组

15（人）

12（人）

52.96（月）

5.23

（二）研究过程

1.前测

研究使用由Li等人所开发的幼儿社会情感

能力量表（Chinese inventory of children’s socio-

emotional competence，CICSEC）对实验组和对照组

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基线水平分别进行测评。

该量表共有30道题目，分为认知控制（6道）、情绪

表达（7道）、共情和亲社会行为（11道）和情绪调

节（6道）这四个维度，从1分（非常不同意）到5分

（非常同意）进行评分［24］。原始量表存在反向计

分题，为避免给教师造成理解困难，研究人员将

这些题目简单调整为正向，因而所有题目相加分

数越高代表该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越好。同时，

收集幼儿的姓名、性别和出生年月。在正式开始

干预实施前2周完成前测，由各班级教师填写纸

质问卷后回收。本研究中使用的问卷信度为

0.96。

2.干预方案

本研究的干预方案由两位学前教育硕士研

究生负责设计和实施，她们均参加过幼儿园教育

戏剧的培训，熟悉本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且在该

园实习，对该园幼儿情况较为了解。实施时两位

研究生分别担任教育戏剧活动的主教和助教。

具体的干预方案设计以蔡黎曼和黄佩珊（2020）

的幼儿园教育戏剧教学设计框架理路为理论依

据，以《三只捣蛋猫》《勇敢的克兰西》和《猪先生

去野餐》这三个绘本故事为基础，通过解构故事

文本、设置戏剧情境、挖掘戏剧冲突和择定戏剧

范式等环节，共设计了“流浪的小猫”“留下小猫

吗？”等12个活动。正式实施时，为保证活动质

量，每次活动的幼儿人数须控制在20人以内，因

此将实验组随机平分为两组幼儿，在同一天内先

后参与该活动，每周开展2次活动，每次60分钟，

共历时3个月完成干预的实施，开展活动时长达

1440分钟。具体的干预方案如下表2-4所示。
表2 幼儿园教育戏剧活动干预方案（第一阶段）

活动阶段主题
和干预时间

《三只捣蛋猫》
1-4周
8课时

480分钟

具体活动
和活动目标

“流浪的小猫”
1.认知目标：了解小猫的形象与生
活，知道“流浪”的生活状态
2.情感目标：能够切身感受小猫的处
境，与小猫建立情感链接
3.技能目标：能通过肢体表现狂风暴
雪的寒冷和流浪小猫的外形或动作
特征

支持策略
（教育戏剧范式）

★小猫的到来——声音情境+线索材料+教师入戏
助教入戏扮演小猫，幼儿通过观察小猫表情和动作感受

在寒冷冬天情境下小猫无家可归的状态
★小猫的独白——教师入戏+独白

助教入戏扮演小猫并以独白的形式讲述流浪的经历及希
望有个家的愿望以进一步引发幼儿的同情
★妈妈的选择——教师叙述+教师入戏

主教讲述故事，幼儿了解故事内容，并通过入戏表现妈妈
从坚决到犹豫，最后收养小猫的情绪过程
★放松活动——圆圈讨论

幼儿思考怎样可以帮助留下小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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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捣蛋猫》
1-4周
8课时

480分钟

“留下小猫吗”
1.认知目标：进一步了解小猫的生活
习性与性格，知道小猫的“两面性”
2.情感目标：能够理解妈妈担忧纠结
情绪，主动帮助解决“是否留下小
猫”的问题
3.技能目标：能在他人引导下，说出
留下/抛弃小猫的原因；能够表达自
己对“小猫去留”事件的想法

“捣蛋的小猫”
1.认知目标：知道照顾小猫的方法、
了解小猫捣蛋的行为
2.情感目标：感受照顾猫咪的温暖氛
围，知道妈妈面对小猫捣蛋时生气
的情绪
3.技能目标：能通过身体建构的方式

“照顾”小猫

“温馨一家人”
1.认知目标：知道犯错误需要承认错
误，并想办法补救
2.情感目标：了解小猫无助的心情
3.技能目标：运用肢体动作展示“乖
巧”的小猫

★居委会商议——教师入戏+专家外衣
主教和幼儿以“调解员”的专家身份通过协商讨论，合理

解决妈妈、孩子们关于“小猫去留问题”的矛盾挑战
★留下的理由——观点与角度+教师入戏+专家外衣

妈妈和孩子们双方阐述留下或者不留下小猫的原因，自
主表达观点
★小猫的命运——教师入戏+专家外衣+讲故事

主教和部分幼儿扮演的“调解员”总结并宣读讨论结果：
留下小猫

★幸福的小猫——肢体建构+打电话
教师引导幼儿主动照顾小猫，用自己的身体为小猫搭建

房子、制作美食、洗澡等
★捣蛋的小猫——故事棒+教师入戏

教师讲述小猫捣蛋的故事，幼儿即兴表演所听到故事中
“客人”角色的内容
★“捣蛋”的原因——坐针毡+教师入戏

由助教扮演小猫，幼儿以戏外人的身份对其进行提问，了
解小猫捣蛋的原因和想法（想跟客人玩，但疑惑为什么大家都
生气了）

★沉思与求助——教师叙述+教师入戏+坐针毡
教师读小猫留下的信，展示小猫的心声。由助教扮演小

猫，幼儿以戏外人的身份对其进行提问，了解小猫对家的想法、
当前害怕伤心的感受以及想寻求妈妈原谅、知错就改的态度
★帮助小猫守规则——好好人公司

教师引导幼儿联系已有经验谈谈如何遵守规则，并归纳
总结经验帮助小猫
★小猫变乖了——旁述默剧

教师引导幼儿教小猫规则，鼓励幼儿以默剧的形式演绎
出遵守规矩小猫的形象

表3 幼儿园教育戏剧活动干预方案（第二阶段）

活动阶段主题
和干预时间

《勇敢的克兰西》
5-8周
8课时

480分钟

具体活动
和活动目标

“黑牛克兰西”
1.认知目标：初步了解克兰西的外部
形象特点，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
不同之处
2.情感目标：体验克兰西想融入集体
的急切心情
3.技能目标：在面对人际交往问题
时，能够在他人帮助下尝试用各种
方式和平解决

“孤独的克兰西”
1.认知目标：学会发现他人的闪光
点，并接纳他人的不足
2.情感目标：能够体会角色“克兰西”
的委屈无奈，能够具有突破困境敢
于证明自己的勇气
3.技能目标：学会通过提升自己的方
法获得信任与友谊

支持策略
（教育戏剧范式）

★初步认识克兰西——画面猜想
孩子们观察绘本封面上牛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思考今天

的朋友是谁？有什么特点？
★不一样的克兰西——讲故事+教师入戏

主教入戏克兰西，向幼儿介绍自己，并说出自己因为没有
白色条纹而没有朋友的苦恼
★改变克兰西——专家外衣+悄悄话隧道+教师入戏

幼儿分成两队和克兰西说悄悄话，提供解决克兰西问题
找到朋友的办法

★克兰西也想要有朋友——教师入戏+角色扮演
主教入戏。白腰牛发现克兰西假扮的腰带，随及不跟克

兰西玩，双方产生矛盾，营造戏剧张力
★饿肚子草原仲裁法庭——教师入戏+专家外衣

教师入戏白腰牛和克兰西分别表达自身观点，请幼儿以
“草原小法官”专家身份来判断双方对错

教师引导幼儿有理有据地表达观点，通过双方来回对话
推动白腰牛慢慢转变态度
★摔跤比赛克兰西的独白——教师入戏+内心独白

白腰牛接受完小法官的审判邀请克兰西摔跤比赛证明自
己的能力，教师入戏克兰西通过内心独白让幼儿感受到即使
面对困难但克兰西仍有勇敢证明自己的决心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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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克兰西》
5-8周
8课时

480分钟

“勇敢的克兰西”
1.认知目标：能够认识到只要不断努
力、勇敢自信就能战胜自己；能够注
意到他人的情绪并有关心鼓励的表
现
2.情感目标：体会主角克兰西直面挑
战的勇敢，并激发自身克服困难的
斗志
3.技能目标：能够结合情境，使用恰
当的语言鼓励支持朋友，帮助他人
解决困难

“和谐友爱大草原”
1.认知目标：知道犯错误需要承认错
误，并想办法补救
2.情感目标：为牛牛们重归于好感到
快乐
3.技能目标：学会真诚道歉的方式

★克兰西变强壮了——故事圈
幼儿跟随老师的故事棒一起进入故事圈世界，在故事圈

里被点到的幼儿要做故事里人的动作、话语，幼儿切实感受克
兰西为赢得摔跤比赛做出努力，变得更强壮
★克兰西的摔跤比赛——教师入戏+专家外衣+坐针毡+打电话

幼儿打电话提醒克兰西参加比赛，并给它打气加油。幼
儿担任裁判和观众，公平公正判决比赛

教师入戏扮演的克兰西在第一局失败后开始内心独白，
觉得自己赢不了红腰牛，开始变得害怕、不愿面对，这时幼儿
适时进行鼓励，激发克兰西的斗志。克兰西一鼓作气，开始第
二、三局，逐渐勇敢起来并赢得比赛

★白腰牛重新接纳克兰西——教师入戏+专家外衣+思路追逐
在思路追逐中，幼儿对白腰牛进行提问，了解其不愿意跟

克兰西玩的原因，幼儿了解后采取适宜办法进行劝说/批评。
白腰牛逐渐接受幼儿的批评，并且认识问题
★白腰牛与克兰西重修旧好——专家外衣

幼儿思考交流道歉的方法，总结经验帮助白腰牛采取适
宜的道歉方法，白腰牛与克兰西重修旧好
★克兰西的感谢——教师入戏+信件+内心独白

克兰西非常感谢幼儿，通过写信内心独白的形式表达对
幼儿的感激，并强调自信勇敢、接纳自己的重要性

表4 幼儿园教育戏剧活动干预方案（第三阶段）

活动阶段主题
和干预时间

《猪先生去野餐》

9-12周

8课时

480分钟

具体活动
和活动目标

“陷入爱河的猪先生”
1.认知目标：认识猪先生，根据线索
猜测猪先生的形象与个性特点，了
解猪先生居住的环境和生活
2.情感目标：感受猪先生陷入爱恋的
甜蜜愉悦以及紧张纠结
3.技能目标：能够用肢体表现森林里
的动物形象，用语言描绘各种森林
动物特征

“野餐前的准备”
1.认知目标：能够认识到每个人都有
自身美丽的地方；初步了解到猪先
生以他人之美为已所用的不舒服状
态
2.情感目标：体验和同伴一起肢体建
构的乐趣
3.技能目标：能根据生活经验和故事
情节提出解决办法

“被拒绝的猪先生”
1.认知目标：了解猪先生被拒绝的原
因，别人的东西不一定适合自己
2.情感目标：感受猪先生被拒绝的心
理感受与情绪状态
3.技能目标：通过体验故事情节，用
合适的语言劝解猪先生发现自己的
美

支持策略
（教育戏剧范式）

★塑造猪先生形象——见物知人
教师引导幼儿发现盒子，并根据盒子中的东西（领结若

干、镜子、盒子、猪先生图片）与幼儿进行深入的探讨猪先生的
形象★认识猪先生——教师入戏+情境步行

教师入戏扮演猪先生邀请幼儿们在构建的森林空间情境
中散布，幼儿们看到了美丽的大森林、帅气的狮子先生、漂亮
的猪小姐★陷入爱河的猪先生——片段演绎

教师演绎猪先生因为想念猪小姐、思考如何邀请猪小姐
野餐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故事片段

★约会的方式——围圈讨论
教师入戏猪先生，引导幼儿分享自己制作的邀请贺卡，并

一起讨论猪先生和猪小姐约会的方式以及约会前需要做的准
备★寻找合适野餐地点——构建空间

助教引导幼儿用肢体帮助猪先生搭建一个适宜的野餐地
点★打扮猪先生——讲故事+集体雕塑

教师引领幼儿发现自身的美丽。集体演绎故事片段，一
起装饰打扮猪先生，使猪先生变得更加“英俊”

★邀约进行时——教师入戏+片段演绎
教师入戏猪先生，助教入戏猪小姐，并演绎“猪小姐被‘精

心打扮’的猪先生吓了一大跳”的绘本片段★被拒绝的猪先生——教师入戏+坐针毡+思路追踪
通过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幼儿思考了解猪小姐见到“精

心打扮”后猪先生的反应与想法、猪先生被拒绝的原因★猪先生的求助——专家外衣+观点与角度
教师入戏猪先生向幼儿求助，引导幼儿用合适的语言劝

解猪先生发现自己的美，认识到别人的东西不一定适合自己

续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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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野餐”
1.认知目标：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一
无二的自己
2.情感目标：感受猪先生从盲目模仿
到做回自己的转变；对自己的优点
感到满意，增强自信心
3.技能目标：能够清楚地表达对猪先
生的祝福；发现并描述自己的优点

★野餐花园——建构空间
教师出示照片，引导幼儿再次用肢体搭建野餐地点，为猪

先生的再一次邀约做准备
★猪先生的再一次邀约——片段演绎

主教入戏猪先生，助教入戏猪小姐，演绎“猪先生做回自
己，受到猪小姐表扬”的绘本片段
★猪先生的信——信件+内心独白

猪先生用送给幼儿信的方式，引导幼儿发现自己美，认识
到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给猪先生的祝福——围圈讨论

幼儿勇于表达自己的美和对猪先生的祝福

3.后测

干预实施结束后一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幼儿再次进行社会情感能力的测评，仍然由该班

级教师完成。

（三）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首先

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干预

前是否在年龄、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其次，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实验组

和对照组在干预后的社会情感能力的差异。最

后，借助对访谈、观察等质性资料的分析，结合幼

儿在活动前后的具体情况说明干预效果。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在实施干预

前，实验组幼儿在认知控制、情感表达、共情和亲社

会行为、情绪调节等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

分的均值上，与对照组幼儿均处于中等水平。在实

施干预后，实验组幼儿在认知控制、情感表达、共情

和亲社会行为、情绪调节等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上

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其中，共情和亲社会行为得

分显著提高（各组前后测得分变化见图2）。另外，

在认知控制、情感表达、情绪调节三个维度上，实验

组和对照组组间差距不明显。尽管对照组幼儿在

后测各维度均有增长，但在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维度

实验组平均得分（M=44.51，SD=3.37）明显高于对

照组（M=39.91，SD=6.20）。
表5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后测中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的差异分析结果

前测

后测

维度

认知控制

情绪表达

共情和亲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

总分

认知控制

情绪表达能力

共情和亲社会行为

情绪调节

总分

实验组(N=27)

17.92±4.31

21.48±5.67

33.17±7.76

17.43±3.58

90.02±19.84

22.89±3.55

25.19±4.86

44.51±3.37

22.17±3.21

114.77±10.17

对照组(N=27)

17.67±3.95

21.89±3.05

32.40±5.75

18.24±3.07

90.21±13.27

21.59±3.98

26.14±4.76

39.91±6.20

21.77±3.83

109.43±15.11

t

-.23

.33

-.42

.89

.04

-1.26

.73

-3.39**

-.41

-1.52

p

.82

.74

.68

.37

.96

.21

.47

.001

.68

.13

（二）差异性分析

在实施干预前，通过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见

表3），实验组和控制组在认知控制、情绪表达、共

情和亲社会行为、情绪调节等社会情感能力各维

度及总分之间皆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表明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社会情感能力方面是同质

的。在实施干预后，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表明（见

表3），实验组幼儿在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维度相较

于对照组幼儿出现显著增长（t=-3.39，p<0.01）。

然而，尽管实验组在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及总分

较前测均有明显提升且多数高于对照组，但在认

知控制（t=-1.26，p=0.21）、情绪表达（t=0.73，p=

0.47）、情绪调节（t=0.41，p=0.68）维度与对照组不

存在显著差异（p>0.05）。

续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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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前、后测中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得分均值变化情况

（三）个案观察与访谈

本研究选取小静（化名）作为个案对象，观察

其在参与教育戏剧活动中的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与变化。小静成长发展记录如表6所示。
表6 教育戏剧活动中个案小静成长发展记录表

儿童身

份变化

具体行

为表现

总结

干预前

集体教学中的

“边缘儿童”

教室里随意跑

动/突然凑到

老师面前

被动参与或不

参与

干预后

第一阶段

《三只捣蛋猫》

①沉浸于戏剧故事的“共情

者”

②与教师分享自己见过流浪

猫经历的“讲述者”

①听从教师指令，遵守戏剧规

则

②主动上前抚摸“流浪小猫”

主动参与，分享经历

第二阶段

《勇敢的克兰西》

①被戏剧故事所吸引的“好奇

者”

②参与草原法庭的“表态者”

③与戏剧角色共享喜悦的“共

情者”

①主动举手表态，庆祝克兰西

赢得比赛

②积极以专家身份来判断戏

剧角色双方对错，表达清晰

积极参与，共情角色

第三阶段

《猪先生去野餐》

①参加野餐地点空间建构的“合

作者”

②鼓励猪先生发现自己的美的

“引导者”

①与其他幼儿合作用肢体帮助

猪先生搭建适宜的野餐地点

②积极帮助失败的猪先生发现

自身的美，调节情绪重拾自信

深度参与，表现亲社会行为

活动干预之前，小静是班级中的“边缘儿

童”，开展集体活动时常出现教室乱跑、不听指

令、难以专注等问题行为，班上教师对其关注度

较低，且在访谈中表示：“小静父母忙于工作、陪

伴较少，小静常出现不愿融入集体、不愿与人交

际的问题，和她说话她会避开眼神接触，在开展

集体活动时总是看到她四处乱跑。”而在第一阶

段教育戏剧活动中，小静虽然尚不能切身感受教

师扮演的流浪猫艰难的处境，但表现了对帮助流

浪小猫的强烈参与热情。正如助教教师访谈时

表示：“在小猫闯祸与妈妈发生冲突时，小静对此

似乎很能共情，表现出对小猫强烈的关心，并在

活动结束后主动与我分享其在生活中看到过流

浪猫。”可见，教育戏剧活动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

都成功转变了小静，使其表现出对活动从“不感

兴趣”到“关注好奇”的明显变化。在第二阶段活

动中，小静的参与程度进一步提高，开始主动调

节戏剧角色之间的矛盾，为其提供解决问题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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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故事人物克兰西一波三折获得胜利后小

静通过欢呼、举手等行为动作表现出了对克兰西

赢得比赛的喜悦。主教教师在教学日志中记录

到：“小静有了更大的进步。如果说第一阶段戏

剧活动只是引发了小静的好奇，第二阶段戏剧活

动小静能够主动参与到戏剧情节之中了，在活动

中小静能够主动为克兰西加油，在克兰西打败白

腰牛时能够主动为克兰西鼓掌。”小静出现了更

多的共情行为。在第三阶段活动中，小静已经能

够融入集体，积极参与热身活动和建构空间等环

节帮助猪先生成功约会，在猪先生被拒绝后也会

主动开解猪先生，鼓励其发现自身的美重拾自

信。助教教师访谈时表示：“小静现在情绪比较

稳定，不会再突然兴奋打扰到别人啦，她还会与

其他幼儿一起帮助猪先生搭建约会地点，不仅在

戏剧中小静有这样帮助他人的表现，在生活中她

也会给摔倒的同学搬凳子啦！”而主教教师在教

学日志中记录到：“小静在猪先生被拒绝后，主动

与教师扮演的猪先生沟通，安慰猪先生还有很多

优点，鼓励其要重新振作、自信起来。”可见，随着

该幼儿在教育戏剧活动中入戏投入程度的提高，

其创造性动作和语言表达增多，逐渐能共情角色

人物，表达出更多与情绪相关的语言，最后表现

出亲社会行为，主动帮助他人，社会情感能力得

到明显发展。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幼儿共情和亲

社会行为前测得分差异不显著；实验组幼儿共情

和亲社会行为后测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在其

他维度上尽管相较前测有所提高，但未能构成显

著性差异。这说明，教育戏剧干预活动能促进中

班流动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其中对共情和亲社会

行为的发展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

与先前研究的教育戏剧能有效提升儿童情感功

能、观点采择能力、合作和分享等社会技能高度

一致［25-27］。这可能是由于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与教育戏剧的活动逻辑高度契合有关。3-6、7岁

儿童亲社会行为迅速发展，此时幼儿的帮助、合

作、分享、安慰四种亲社会行为发展呈现一致性

和稳定性［28］。这些行为的出现须经历从思想到

行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认识到这些行为的必要

性，决定采取行动，然后发起亲社会行为［23］。戏

剧常常首先通过教师入戏、内心独白等戏剧范式

来引出主要人物并帮助幼儿识别处于困境中的

人物及其需要帮助或合作的信号，其次通过良心

巷、观点和角度等范式讨论是否要帮助他人的立

场和原因，最后通过角色扮演、专家外衣等环节

自然自发地展开行动，展现亲社会行为［29］。本研

究的干预方案中，幼儿共情“流浪小猫的可怜与

无助”“妈妈对小猫捣蛋的担心”“克兰西渴望融

入集体的孤独”“猪先生陷入爱恋的愉悦和紧张”

等多个情境，并通过集体讨论付出行动，包括“让

小猫留下”“教会小猫遵守规则”“鼓励克兰西勇

敢面对”“一起精心打扮猪先生”等。幼儿投入地

参与其中，置身于一个具有丰富情感氛围的环境

中，在教师引导下决定是否发起亲社会行为并行

动，且每一次行动都会得到积极的反馈（如来自

小动物们的感谢）。研究表明，实际参与到亲社

会行动中，并获得关注、奖励等积极反馈，能有效

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30-31］。

本研究发现实验组在认知控制、情绪表达、

情绪调节等社会情感能力方面的提升效果虽整

体高于对照组，但未达显著水平。这可能有几个

方面的原因。首先，这可能与低年龄段幼儿社会

情感能力发展水平和特征有关。相关研究表明，

认知控制与前额叶皮层的发育成熟有关。随着

年龄的增长，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增加，认知控制

功能随之提高，然而前额叶皮层的显著发育在4

岁左右才开始萌芽，青少年时期发育成熟［32］，因

此，对4-5岁幼儿认知控制能力的训练作用可能

是有限的，先前有关教育戏剧能够提升认知控制

的研究多数以青少年为对象［33-34］。在情绪表达和

调节方面，研究表明6岁之后儿童方可开始理解

情绪表达、引起情绪的情景及其与情绪表达后果

之间的联系［35-36］。其次，这可能还与干预方案所

使用的戏剧范式相关。活动大多数通过“坐针

毡”“观点与角度”等范式引导幼儿分析并解决矛

盾推动情节发展，而控制型任务设计较少，任务

主动性较强，对幼儿认知控制的训练强度不足。

幼儿在活动中较多扮演“好角色”为“坏角色”提

供建议，解决“情感表达与遵守规则相冲突时应

怎么办”等矛盾问题的机会较少，对幼儿的情感

能力锻炼不足。最后，受疫情影响，幼儿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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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忠诚度也有所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

组的提升程度整体高于对照组，只是尚未达到显

著差异。这可能由于干预过程中幼儿的流动造

成被试缺失继而对干预效果造成一定影响。

五、教育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以流动幼儿为对象，以教育戏剧为契机

形成适宜的园所课程并持续开展。民办普惠性质

幼儿园，尤其位于城乡结合区域的这类园所，是流

动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主要机构。这类园所需要

肩负起支持流动儿童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任，

关注幼儿的情绪状态、能力和社会交往情况。以

教育戏剧为契机，将教育戏剧的关键元素如具身

学习、角色体验、戏剧冲突、情节创作等融入幼儿

园课程中，或是将教育戏剧作为园本特色课程，有

针对性地基于园所幼儿情况进行开发。

第二，将戏剧范式应用到一日生活和其他教

育活动中以解决流动幼儿的实际交往问题。多

种戏剧范式的应用起到不同的支持幼儿社会情

感能力发展的作用，“教师入戏”等帮助幼儿感知

角色情绪，“观点与角度”等帮助幼儿了解角色立

场，“专家外衣”等帮助幼儿代入“调解员”“法官”

角色，引导幼儿采取行动帮助角色解决问题。这

些策略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和其他教育活动中

师幼、同伴之间的社会交往情境。例如，当班级

发生欺凌事件，面对“霸占玩具、不愿分享”的一

方和“胆怯无助、不敢表达”的一方，教师可以使

用“教师入戏”“观点与角度”等策略引导幼儿同

理双方的感受、想法和立场，提出可行的解决办

法，从而有效处理流动幼儿较多的班级容易出现

的这类问题。

第三，注重家园社协同育人，共同关注流动

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家庭是流动儿童在

流入地城市最初始和最重要的依托，幼儿园应积

极发挥指导家庭教育的作用，通过家长讲座等途

径帮助家长认识到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重

要性，提高家长对幼儿的情绪状态和社会交往情

况的关注程度。同时，发挥好教育戏剧的纽带作

用，通过亲子活动或家长助教等方式，帮助家长

丰富亲子互动的形式。另外，发挥志愿者协会等

非政府组织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实现

政府与社会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中的功能串联，

可通过与高校、教育机构合作，或以组织志愿活

动等方式，为流动儿童提供长期、常规的教育戏

剧活动服务，全面提升其社会情感能力。

［注释］

① 教师入戏：教师在故事情境中扮演某个角色，通过入戏

发问、求助、对话等方式，引导幼儿更快速地投入故事

世界、解决问题。

② 建构空间：教师通过实地或网络虚拟参观、绘本或视

频，混合各类素材向幼儿介绍角色生活的地方。幼儿

凭记忆在纸上画出角色生活的空间，并运用想象力用

身体或简单物件（桌、椅等）来重现角色生活的空间。

③ 观点和角度：幼儿在一条连接两极选择的隐形线上，以

站立的位置表达他们的选择倾向。如果站在两极的中

央位置，表示对该问题持中立开放态度，如稍微靠一边

站，就表示倾向认同那边的看法。由此幼儿可以看到

群体中每个人的观点与态度。

④ 良心巷：选出一名幼儿扮演剧中角色，该角色正在面临

着两难的选择并且犹豫不定。其他全体幼儿分成两

列，面对面站立，形成一条“巷子”，当角色通过这个“巷

子”时，其他幼儿对他说出这个角色内心的想法、感受

或做决定的理由、建议。两侧幼儿通常持完全相反的

观点，展现主人公在两种选择间的犹豫。

⑤ 专家外衣：幼儿扮演某个专家身份，在老师前期的铺垫

下，幼儿要通过得到的信息，利用自己的职业身份解决

故事情境中的挑战和问题。

⑥ 角色扮演：幼儿通过模仿、想象来扮演角色，在“模拟”

过程中体验不同生活环境与社会角色，从角色的形态、

内心世界中反照自我、认识自我，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适宜行为解决故事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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