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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下戏剧活动对儿童

学习过程与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孟
!

娜!李
!

俊!李佳景

$北京市朝阳区丽景幼儿园&北京
!

#"""!H

%

摘
!

要!研究以
/;4,7

教育理念下戏剧活动为干预项目&以
G#

名大班儿童为研究对象(实验班儿童在教师带领下进行
/;4,7

教育理念下的戏剧活动&运用过程性量表和评价性量表对儿童进行学习过程和创造力测试&借助
/I//!#@"

统计软件进行前

测和后测对比分析(经过为期
#

年的实验&得出以下结论'儿童的创造力得到显著提升!儿童正向学习兴趣增强&学习过程中

的问题得到改观和控制!在学习方式上&儿童自主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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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

/>24+>4

%*技术 $

P4>0+(-(

S<

%*

工程 $

W+

S

2+44*2+

S

%*艺术 $

F*;:

%和数学 $

=,;04X

7,;2>:

%五门课程的英文缩写 &代表所有学习主题在

学科领域内与真实世界相联系(

/;4,7

教育主张让

学生通过项目学习来完成学业并获取新知&项目实

践中包含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

#

,

(#旨在

培养个体创造性思维&提升个体解决问题能力*动手

实践能力*合作与交流能力(学前儿童戏剧活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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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着儿童语言*情绪*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而我

国习惯采取传统的分科教学方式&各学科按照自身

逻辑系统分别授课(将
/;4,7

课程理念运用于儿

童戏剧活动中&可以在计划*实施和表演过程中&提

升其创造力&养成正向学习习惯(

本研究中&

/;4,7

教育理念下的戏剧活动指的

是'儿童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完成一次戏剧活动为主

要任务&潜移默化地学会整合和运用知识(从而使

其在教师引导下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并提升学习兴

趣&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有研究显示&"项

目活动中&儿童能够自由表现&获得学习与发展所需

的经验&掌握应对环境变化及促进自身成长发展所

需的认知与技能+

!

,

(#故而本研究中&

/;4,7

教育理

念下戏剧活动是以项目活动为基本形式(

本研究旨在通过
/;4,7

理念教育下的戏剧活

动提升儿童创造力&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可供参考

的鲜活素材&并为存在此方面困惑的儿童教育实践

者提供借鉴(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选取北京某公立幼儿园大班
G#

位儿童作

为研究对象(在选取研究对象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的考虑'首先&本研究结合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

划&

!"#G

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科学与艺术有机整

合的儿童学习活动创新研究.进行&研究者是课题组

成员&利于观察和数据收集!其次&本项研究符合儿

童年龄特征&兴趣浓厚&可以较为顺利的实施&具有

可行性!大班阶段儿童来园人数较为稳定&且在园时

间长&保证研究的样本数量和效率(

本次测试共涉及
G#

名处于大班阶段的儿童&其

中男性
%H

位&女性
!C

位&平均年龄
G

岁&标准差

"Y&$

(由表
#

可知&每位儿童均参与到一项区域活

动和一项集体活动中(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过程性量表和评价性量

表(其中&过程性量表包括&儿童学习兴趣表*儿童

主要学习方法表(评价性量表采用托兰斯创造性思

维测验$

PPUP

%国内修订版来评价儿童创造性(

#@

过程性量表编制和信效度分析

课题负责人陈晓芳和课题组成员在量表编制

表
#

!

被试对象情况表

年龄段 大班儿童

性别$占比
Z

%

男
%H

$

&&@CH

%

女
!C

$

HH@!G

%

集体活动人数$占比
Z

%

语言
!%

$

%C@C"

%

美术
#G

$

!G@!%

%

音乐
#%

$

!#@%#

%

社会
&

$

A@!"

%

科学
H

$

G@&G

%

总人数$占比
Z

%

G#

$

#""@""

%

区角活动人数$占比
Z

%

积木区
#G

$

!G@!%

%

美工区
#$

$

%#@#&

%

表演区
%

$

H@$!

%

拼插区
!

$

%@!A

%

益智区
#!

$

#$@GC

%

图书区
%

$

H@$!

%

科学区
%

$

H@$!

%

建筑区
%

$

H@$!

%

总人数$占比
Z

%

G#

$

#""@""

%

过程中借鉴"

%I

学习过程模型理论#中关于学习兴

趣和学习方式的论述和扎根理论的初始*聚焦和轴

心的三个程序进行'

第一&开放式登录中&课题组成员调查了
G&"

名

幼儿园骨干教师撰写的教学案例&拮取描述儿童学

习兴趣*学习方法及教师指导的"意义单元#相关内

容&研究人员把这些缩减为关键词或概念&然后和已

发表文献中所涉及的儿童学习兴趣*学习方式*教师

指导行为相关的关键词或概念进行关联&收集共计

关键词或概念
#HG

个(

第二&关联式登录中&首先&对上述收集词汇中

出现的高频词汇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进行处理*归

类&缩减为含
%A

个关键词的词表(其中&学习兴趣

关键词
#!

个&学习方式关键词
!G

个!其次&研究人

员把该词表中的词汇作为观察项并对它们下相应的

操作定义&附加行为表现的说明和事例!最后&研究

人员依照这些观察项先后
H

次进入不同地区的不同

幼儿园观察&进一步聚焦&后确定了学习兴趣的
#"

个观察项&学习方式的
!!

个观察项(

第三&将经过入园观察后所确定的词表发给
#G

名专家*

#&

名教研人员*

#&"

名骨干教师进行评审&

根据专家意见对词表进行经一步的整理&最终确定

可用于观察的儿童学习兴趣观察表*学习方式观察

表(观察表的主要内容由观察对象*观察维度记录

!



!

总
%&

卷 孟
!

娜&李
!

俊&李佳景'

/;4,7

教育理念下戏剧活动对儿童学习过程与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与登陆方法*观察总时长*观察者姓名*时间*地点等

部分构成(

对以上量表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在结构效度上&

该表
[=\

检验值等于
"@GC"

&

],*;-4;;

球形度检验

的
I

值等于
"@"""

$

#

"@"&

%&抽取了特征值大于
#

的因素
#"

个&解释的总变异量为
G%@$$CZ

(在信

度方面&各表
U*(+T,>0

/

:

!

数值在
"@GHCB"@A$"

之间$

$

"@&""

%表明三个观察表具有较好信度&可用

于支持开展接下来的实证研究(

!@

评价性量表的运用和信度分析

对于儿童创造力发展情况&研究选取托兰斯创

造性思维测验$

PPUP

%国内修订版研究为工具&从

流畅力*变通力*独创力和精进力
H

个维度检验幼儿

创造性(本研究中&测试由三个非言语性图画测验

构成'第一&测验让被试在呈现蛋形图案的纸上画出

富于想象力的图画!第二&测验提供
#"

张由简单线

条勾勒出的图形&让被试运用这些图形形成画作并

命名!第三&测验提供
%"

个圆圈或
%"

条平行线&让

被试以此为基础画出不同的物体(

经过统计分析&

U*(+T,>0

/

:

!

数值在
"@A"

000

"@$"

之间&说明"托兰斯图画测验$

PPUP

%国内修

订版#可用于支持开展接下来的实证研究(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从
!"#G

年
G

月开始实施到
!"#C

年
G

月

截止&为期
#

年(研究借鉴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发展

现状与促进研究#中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刘占兰&

!"#%

%'运用儿童活动的现场观察和微格分析两种方

法获取资料(教师作为观察者&需要根据目前儿童

在园活动的实际状况&分别对实验班与对照班区域

活动和集体活动情况进行跟踪&并分别录像
!&

分

钟&通过回放录像&用儿童学习兴趣*学习方式观察

表对儿童在不同活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指标在

等距时长内出现的频次进行打勾记录&采用一分钟

间隔时间取样法+

%

,

&并且要求三名观察者同时观察

一名儿童&并取其平均数值(然后录入
/I//!#@"

进行分析处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总体情况分析

运用
/I//!#@"

软件对前期和后期的总体情况

进行测试并做对比分析&包括儿童学习兴趣正向负

向比例变化*儿童学习方式变化*儿童创造力的变化

发展
%

部分(具体情况见表
!

(

由表
!

可知&在前测试中&儿童正向负向学习兴

趣的均值分别为
!%@G#

$

/D #̂%@HG

%和
&@HA

$

/D^

&@AC

%通过为期
#

年的课题实施&后测中儿童正向学

习兴趣数值和占比上升&负向学习兴趣数值和占比

下降&均值分别为
%#@AG

$

/D̂ #%@HC

%和
!@$A

$

/D̂

%@CA

%(说明在
/;4,7

课题实施过程中儿童学习兴

趣增强(

表
!

!

儿童学习兴趣前后测情况对比

均值 标准差 占比
Z

前测 正向
!%@G# #%@HG A#@#G

负向
&@HA &@AC #A@AH

后测 正向
%#@AG #%@HC $#@H"

负向
!@$A %@CA A@G

表
%

!

儿童学习方式变化情况对比

前测 后测

均值 标准差 占比
Z

均值 标准差 占比
Z

观察
"@!# "@C! !@C% "@%& "@$A H@&G

倾听
H@# &@%# &%@!& !@AH H@H& %H@"#

讨论
"@H% #@"& &@&A #@"G !@"% #!@G$

提问
"@!& "@GG %@!& "@&" "@A! G@""

体验
"@"" "@"" "@"" "@"$ "@%H #@"A

!!

注'表格仅仅展示变化较大的几项(

由表
%

可知&在儿童学习方式上&倾听这一项其

前后测均值分别为
H@#

$

/D &̂@%#

%和
!@AH

$

/D^

HYH&

%&由数据可知&倾听的学习方式占主导&但在后

测中占比有所下降(观察*讨论*提问以及体验这
H

项显著提升&甚至体验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说明

在集体活动和区域活动这两项活动过程中倾听是儿

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但经过
/;4,7

教育理念下戏

剧活动的实施&儿童学习方式有所改良(具体来说&

儿童主动性更得以彰显&自主性得以发挥(

/;4,7

教育理念下戏剧活动在园所积极开展&一改以往"教

师讲&儿童听#这种死板的课程模式&使活动更自主

更开放(

由表
H

可知&在儿童创造力这一项指标的
H

个

维度分别有不同程度变化(总体来说&前测中儿童

创造力的均值是
#%$Y%#

$

/D̂ G%YGH

%!后测中&儿童

创造力的均值是
!!GY#G

$

/D^#"GYG!

%(可见&在

/;4,7

教育理念下的戏剧活动实施过程中&儿童创

造力得到很大程度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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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

儿童创造力前后测情况对比

前测 后测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流畅力
G%@%% H%@"" %%@%$ #%@!!

变通力
!!@#" $@!" %C@&$ #C@$#

独创力
%"@"C #A@G# &H@"# !A@""

精进力
G%@%% H!@$C #"#@#C &G@G"

创造力
#%$@%# G%@GH !!G@#G #"G@G!

#二$差异性分析

#@

前测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性分析"

F6\?F

#

通过
/I//!#@"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F6\?F

%&可以发现&在前期测试中儿童创造力*

儿童学习方式*儿童学习兴趣
%

项的差异性分析均

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实验班儿童与对照班

儿童学习过程和创造力发展水平差异不显著&有条

件进行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具体情况见表
&

(

表
&

!

前测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性

K

L

儿童创造力
#@%# "@!G

儿童学习方式
%@H# "@&!

儿童学习兴趣 正向
C@H% "@C"

负向
#@%" "@!&

!@

后测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性分析"

F6\?F

#

通过
/I//!#Y"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F6\?F

%&可以发现&在后期测试中儿童创造力$

K

#̂HY$C

&

L

^"Y"""

%*儿童学习兴趣'正向$

K^

&#Y"C

&

L

"̂Y"""

%!负向$

K ÂGYA"

&

L

"̂Y"""

%

%

项

在
"Y"#

的显著性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

数据说明在后测中实验班创造力发展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班&儿童学习兴趣浓厚(具体情况见表
G

(

表
G

!

后测实验班与对照班差异性

K

L

儿童创造力
#H@$C

%%

"@"""

儿童学习方式
#@$G "@#GG

儿童学习兴趣 正向
AG@A"

%%

"@"""

负向
#!@"C

%%

"@"""

注'

%%

L#

"@"#

(

%@

前后测实验班差异性分析"

IFV_D/F=X

Ì W/PPW/P

#

通过
/I//!#@"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样本
P

检验

$

IFV_D/F=Ì W/PPW/P

%&可以看出&儿童创

造力$

P̂ B#&YH#

&

L

"̂Y"""

%前后测对比显示&后

测中儿童创造力与前测在
"Y"#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

显著差异&说明儿童创造力水平获得显著提升(同

理&儿童学习方式$

P̂ B!Y"H

&

L

"̂Y"HG

%后测与前

测在
"Y"&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差异(儿童正项

学习兴趣$

P^B#"YCA

&

L

^"Y"""

%后测与前测在

"Y"#

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差异&说明在
/;4,7

教

育理念下戏剧活动的实施使儿童学习方式显著改

善&正向学习兴趣提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

童负向学习兴趣$

P ĜYHG

&

L

"̂Y"""

%在
"Y"#

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下降(详见表
C

(

表
C

!

前后测实验班差异性

K

L

儿童创造力前后测
B#&@H#

%%

"@"""

儿童学习方式前后测
B!@"H

%

"@"HG

儿童学习兴趣前后测
正向

B#"@CA

%%

"@"""

负向
G@HG

%%

"@"""

!!

注'

%%

L#

"@"#

&

%

L#

"@"&

(

三"结论与建议

/;4,7

教育理念下儿童戏剧活动经过一年的实

施&取得以下三点进展(首先&实验班儿童创造力得

到显著提升!其次&儿童正向学习兴趣增强!最后&学

习过程中的问题得到改观和控制&观察*讨论*提问

以及体验等学习方式增多&在活动中儿童自主性提

升&更好发挥主体地位(

#一$儿童创造力提升

:;4,7

教育理念下戏剧活动是将数学*科学*工

程各学科知识融入艺术领域活动&完成此活动对于

儿童来说极具挑战&在戏剧演出任务的驱动下&他们

需要通过合作交流&在计划与设计的基础上动手实

践&不断地面临挑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

/;4,7

创

新教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丰富的教育实践&对于

我国基础教育创新能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H

,

(#"从

学校教育的角度而言&创新素养一方面需要保护&另

一方面也是可教*可学的(换言之&无论是创新品格

还是创新能力的培养落实&都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教

学实践来实现(根据国际相关研究&在这一方面

/;4,7

教育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

,

(#本研究也进一

步佐证了这一观点(经过一年的
:;4,7

教育理念下

的戏剧活动&实验班儿童的创造力显著提升(

#二$儿童学习兴趣提高

数据显示&在本研究影响下儿童正向学习兴趣

H



!

总
%&

卷 孟
!

娜&李
!

俊&李佳景'

/;4,7

教育理念下戏剧活动对儿童学习过程与创造力的影响研究

表现较之前显著增加(胡英慧在硕士论文中谈到这

一问题时说'"通过访谈&我们发现这样的课堂环境

和课程内容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也让知识变得

生活化*趣味化*形象化(通过
/;4,7

课程学习&学

生们确实学有所获+

G

,

(#这也佐证了本研究相关结

论(在
/;4,7

教育理念下的戏剧活动中教师注重

情境中儿童的好奇心与想象力&让儿童在感受快乐*

体验趣味*提升能力中打开创意之门(或者说给予

儿童选择的机会&充分发挥其自主性&让他们根据兴

趣结成小组&在小组中充分发挥作用&儿童对活动感

兴趣&自然愿意尝试(这样自主自由的活动氛围自

然深受儿童喜爱&由此带来学习兴趣提高也就不足

为奇(

#三$儿童学习方式改善

游戏是儿童的基本活动&目前幼儿园教学实践

多注重游戏化&但学习方式趋向于小学课堂模式的

现象依然存在(而
/;4,7

教育理念下的戏剧活动

是以项目活动为基础&"传统的讲授式授课和标准化

评价不能满足教师和儿童在
/;4,7

活动中的体

验+

C

,

(#这就需要将传统戏剧活动结合
/;4,7

教育

理念进行调整&从舞台搭建到最后呈现完整的演出

整个过程均发挥儿童主动性&体现儿童参与&使儿童

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教师给予儿童试误的机

会(不仅如此&每个儿童都要在小组中寻找适合的

角色&各司其职&把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值(

通过
#

年的研究&儿童创造力在
/;4,7

教育理

念下的戏剧项目活动开展过程中得到显著提升&同

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氛围&使新鲜的理

念和方法注入活动中&促进学前教育理论发展(更

重要的是&儿童能够在这样自由自主的活动中获得

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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