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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教育培育幼儿审美人格的实验研究

张颖莉，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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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理论

摘 要：时代呼吁审美人格。幼儿期是审美人格形成之敏感期，是培育审美人格的最佳时期。但幼儿审美人格培育的实验研究

尚未引起普遍关注。戏剧教育因其生活性和综合性的艺术特点，使之对幼儿审美人格的培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本研究将其作为

幼儿审美人格的培育途径，控制条件开展教育现场实验，选取重庆市一所幼儿园的60名大班幼儿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为期2个月

的教育实验。运用测量法，比较实验班、对照班幼儿审美人格前后的发展状况。研究结果证明，戏剧教育能够促进幼儿审美人格

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对戏剧教育影响幼儿审美人格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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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via Drama Education
ZHANG Ying-li，LIU Yan

（Chongqi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Wanzhou 404100, China）
Abstract: The Times call for aesthetic personality. Early childhood is the sensitive period for the aesthetic
personality formation and the best perio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esthetic personality.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has not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Drama
education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cultivating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because of its life and
comprehensiv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takes drama education as a way to cultivate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and carries out educational field experiments 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60 senior-grade
children from a kindergarten in chongqing a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o carry out a 2-month educational
experi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class is compared by means of measur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drama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Furthermore, the essay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rama education on children’s aesthetic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drama education; aesthetic personality of pre-school children; experimental study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电子产品的普及，

一些突发的、重大的暴力事件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

野。这些事件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解决之道在

哪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焦点。研究表明，

人格危机是暴力问题频发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者

呼吁，我们不仅应该思考在当人格危机发生后如何守

住人格的底线，而且应当思考要推崇怎样的人格，引

领怎样的人格趣味。而预防人格危机的最有效、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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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途径就是培育审美人格［1］。幼儿期是个人审美

人格形成的敏感时期，在此阶段开展审美人格教育，

能够为个体审美人格的发展形成良好的“开端”。幼

儿审美人格是指幼儿的精神面貌、行为表现具有美的

特点，人格各要素协调、个性地发展。具体来说，就是

幼儿审美人格的智能特质、认真自控、情绪情感、外倾

性、亲社会性五个维度和谐发展，表现出语言美、行为

美和形象美［2］50［3］300 。

幼儿审美人格表现于生活，形成于生活。戏剧教

育以绘本、动画等为依据，运用一定的戏剧技巧和技

法开展工作坊或主题活动以培养学生乐于、善于运用

戏剧语言（符号）表达自我、思考和认识周围世界，并以

人格培养为终极目标的审美教育［4］［5］。相较于其他艺

术形式而言，戏剧是最接近人的生活的艺术，所以，戏

剧中所习之得能够最大限度地迁移至幼儿的生活

中。在戏剧教育的过程中，参与者可以内隐地获得知

识，有机会运用课堂上学到的抽象知识，有利于跨领

域的、综合的思考和知识迁移，也鼓励运用心理习惯

（比如好奇心、质疑等）来解决问题，充分锻炼幼儿审美

人格的智能特征［6］。同时，戏剧教育中蕴含的仿似等

心理活动，有助于模仿、内化角色的性格特点、行为方

式等，而幼儿在戏剧教育中的多重角色使得幼儿既可

以体验导演、剧作家等角色，也可以作为演员体验故

事中角色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促进幼儿审美人

格的认真自控、情绪情感、外倾性、亲社会性等维度

的发展。

故而，本研究将戏剧教育作为培养幼儿审美人格

的途径，验证戏剧教育是否能够对幼儿审美人格的发

展和形成有所助益，以期为幼儿审美人格的培养增添

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一）编制幼儿审美人格的教师评定问卷

本研究主要借鉴现已成型的人格量表，吸收当前

学者编制问卷时的研究方法及对幼儿人格特质的划

分。最终确定以杨丽珠团队编制的“幼儿人格的教师

评定问卷”为主要借鉴对象，结合审美人格内涵及幼

儿年龄特点编订了“幼儿审美人格的教师评定问卷”。

问卷主要包括外倾性、亲社会性、智能特征、认真自控、

情绪情感5个维度。

亲社会性主要包括同情利他、合群守礼。同情利

他表现为有爱心，懂得分享、乐于助人。合群守礼表

现为乐于交朋友，且易于相处。例如，幼儿能够察觉

到交涉和同伴的情绪、在同伴情绪低落时，能够主动

上前安慰；在戏剧活动中，能够很好地理解角色的情

感；较多地表现出分享行为。智能特征主要包括聪慧

性、探索创新、文艺兴趣以及自主进取。认真自控主

要包括认真尽责和坚持自制。认真尽责表现为做事

认真细致，有责任心和团体观念；坚持自制表现为守

纪律，能够自律，有意志力，能够由始自终地完成一件

事或者一项任务。例如：幼儿能够全程参与戏剧活

动，且表现较为积极；能够坚持看完一本比较难（文字

较多）的绘本；在戏剧活动或者其他活动中表现出合

作行为。情绪情感主要包括情感丰富和情绪稳定性。

在“幼儿审美人格教师评定问卷”正式投入使用

前，笔者对其进行了预测，以判断问卷的可靠度。向

教师发放了60份问卷，有效回收60份，对预测的问卷

作信度分析，通过检验得出该问卷的信度ɑ值为

0.935，属于高信度范围，可以作为实验前后测的测量

工具。

（二）戏剧教育培育幼儿审美人格的教育现场

实验

实验以戏剧教育活动为自变量，幼儿审美人格的

发展为因变量，控制条件，开展教育现场实验。基于

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实验班幼儿的经验、戏剧教育

活动的特点等，选取了戏剧游戏、戏剧工作坊以及戏

剧主题活动作为干预的途径。

活动内容是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戏剧活动内

容的选择既要符合幼儿审美人格发展的需要，也要符

合幼儿的已有经验和审美心理。具体来说，活动内容

要“戏”味足，且富有审美情趣。“戏”味意指戏剧冲突的

存在和设置。戏剧艺术是冲突的艺术，戏剧冲突是戏

剧艺术的核心要素，更是戏剧艺术的灵魂。戏剧冲突

能够有效地维持幼儿在戏剧活动的注意，提高幼儿的

参与性。所以，笔者在选择戏剧教育活动内容时，将

戏剧冲突作为一个着重考量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结

合幼儿审美人格的内涵和维度，择取了《鸭子骑车记》、

《大老虎和小老鼠》、《我的幸运一天》等绘本作为戏剧

教育活动的内容。在戏剧教育专家的帮助下，笔者与

实验班教师共同制定了活动方案，作为实验的干预内

容。9月开始，每周二、四下午的集体活动时间，在实

验班开展戏剧教育活动，实验为期2个月。实验期间，

对照班除戏剧教育活动外，其他活动与无差别。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重庆市x幼儿园两个平行大班共计60

名幼儿作为实验的被试。被试对象分布见表1。60名

幼儿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戏剧教育，戏剧经验均较为

薄弱，由此随机将两个班其中一个确定为实验班（开

2



总36卷

展戏剧教育），另一个确定为对照班，对实验班开展为

期2个月的戏剧教育，旨在验证戏剧教育对幼儿审美

人格发展的效用。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审美人格的同质性

检验

为了考察实验前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的审美人格

发展水平是否相当，对两班幼儿在审美人格前测中各

维度的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见下表2。

由表2可知，就外倾性维度而言，实验班（M=

12.350）和对照班（M=12.000）不存在显著差异（p=

0.343>0.05）；就亲社会性维度而言，实验班（M=5.600）

与对照班（M=5.80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411>

0.05）；就认真自控维度而言，实验班（M=12.050）与对

照班（M=12.20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691>0.05）；

就情绪情感特征而言，实验班（M=18.600）与对照班

（M=18.300）不存在显著差异（p=0.691>0.05）；就智能

特征而言，实验班（M=41.700）与对照班(M=42.600)不

存在显著差异(p=0.537>0.05)。说明干预前实验组和

对照组在各维度上保持同质。

（二）实验班与对照班实验后测的差异性比较

为了考察实验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幼儿的审美人

格发展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异，对两组幼儿在审美人

格后测中各维度的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

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就外倾性维度而言，实验班（M=

14.000）和对照班（M=12.550）存在显著差异（p=0.004<

0.05）；就亲社会性维度而言，实验班（M=7.050）与对照

班（M=6.200）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3<0.05）；就认真

自控维度而言，实验班（M=14.250）与对照班（M=

12.900）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3<0.05）；就情绪情感

特征而言，实验班（M=22.000）与对照班（M=19.150）存

在显著差异（p=0.002<0.05）；就智能特征而言，实验班

（M=49.100）与对照班（M=44.450）存在显著差异（p=

0.003<0.05）。说明实验班幼儿在审美人格各维度得

分明显高于对照班幼儿的得分，且达到显著水平。

（三）实验班前后测差异比较

为了考察实验前后，实验班幼儿的审美人格发展

水平是否有显著变化。将实验班幼儿审美人格的五

个维度的前后测得分进行配对，实施配对样本t检验，

结果见表4。

张颖莉，刘妍：戏剧教育培育幼儿审美人格的实验研究

班级

实验班

对照班

男孩（n）

14

12

女孩（n）

16

18

总计

30

30

表1 被试对象分布情况 单位：人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表2 实验班和对照班幼儿审美人格同质性检验（N=60）

检验变量

外倾性

亲社会性

认真自控

情绪情感

智能特征

班别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M

12.350

12.000

5.600

5.800

12.050

12.200

18.600

18.300

41.700

42.600

SD

1.182

1.123

.882

.615

1.145

1.105

2.603

2.105

5.876

2.603

t

.960

-.831

-.421

.401

-.626

表3 实验班和对照班幼儿审美人格后测的差异比较（N=60）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检验变量

外倾性

亲社会性

认真自控

情绪情感

智能特征

班别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M

14.000

12.550

7.050

6.200

14.250

12.900

22.000

19.150

49.100

44.450

SD

1.747

1.191

1.050

1.005

1.410

1.252

3.162

2.134

5.721

2.819

t

3.067**

2.615**

3.202**

3.341**

3.261**

注：*表示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检验变量

外倾性-后测

外倾性-前测

亲社会性-后测

亲社会性-前测

认真自控-后测

认真自控-前测

情绪情感-后测

情绪情感-前测

智能特征-后测

智能特征-前测

n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M

14.000

12.350

7.050

5.600

14.250

12.050

22.000

18.600

49.100

41.700

SD

1.747

1.182

1.050

.882

1.409

1.145

3.162

2.603

5.720

5.876

t

7.468***

6.866***

5.574***

7.114***

10.849***

表4 实验班前后测差异的比较（N=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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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就外倾性维度而言，实验班前后测得

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00<0.001）;就亲社会性维度

而言，实验班前后测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00<

0.001）；就认真自控维度而言，实验班前后测得分呈现

显著性差异；就情绪情感维度而言，实验班前后测得

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00<0.001）；就智能特征维度

而言，实验班前后测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异（p=0.000<

0.001）。这说明，实验班幼儿审美人格在前后测中呈

现出显著差异。

四、讨论

（一）对实验班与对照班实验后差异的讨论

实验后，对照班幼儿审美人格各维度得分与实验

前相比，有所提高。但接受实验干预的实验班幼儿审

美人格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班幼儿各维度得分，且

呈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实验开始前，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幼儿进行前测，

结果显示，两个班的幼儿在审美人格上没有显著性差

异，保持同质性。即说明，实验后两班幼儿在审美人

格上呈现出的显著性差异，源于实验期间。在实验过

程中，实验班与对照班的集体教学活动，除戏剧教育

活动外，其他活动均按照幼儿园的教学计划开展。除

此之外，两班教师教学水平相当，开展集体教学活动

效果差异不大，排除了因为教师教学水平差异而导致

的实验班和对照班后测差异。这也肯定了戏剧教育

对幼儿审美人格各维度的积极作用。

（二）对实验班前后差异的讨论

实验班幼儿审美人格各维度得分与实验前各维

度得分存在极显著性差异。差异形成可能受到成熟、

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实验设置了对照班，控制了

成熟、历史等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提高了研究的

内部信度，更有力地说明了实验班幼儿审美人格前后

的差异受到戏剧教育的影响。

就智能特征维度而言，实验班幼儿在行为上表现

出积极的变化。实验前，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较弱，

对教师的提问，幼儿只能给出逻辑混乱的简答回答，

常常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实验后，幼儿的语言表达

能力有显著的提高，大部分幼儿能够合理地创编台

词，对教师的提问，能够用语言表现出自己的想法，且

常出现创造性回答。就外倾性维度而言，在实验后，

幼儿更自信、交际能力也有所提升。大部分幼儿能够

主动积极地要求到集体中表演自己的角色或者其他

集体活动中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就亲社会性维

度而言，分享行为、助人行为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实

验前。就情绪情感维度而言，实验后，幼儿的情绪理

解能力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能够较好地察觉到同伴的

情绪，并作出适宜的反映。如，同伴因悲伤而哭泣，幼

儿会立即告知教师，拥抱哭泣的同伴以示安慰。就认

真自控维度而言，幼儿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全程参与

戏剧教育活动，即使有时是作为观众，幼儿也能将注

意力维持在戏剧活动中。

（三）对戏剧教育与幼儿审美人格的讨论

教育现场实验的结果显示，实验班幼儿的审美人

格发展水平获得了显著提高。戏剧教育何以能够成

为培育幼儿审美人格的有效途径？对此，本文试从教

师的访谈和观察记录中提炼出戏剧教育影响幼儿审

美人格的关键因素，并从具身理论以及社会文化理论

出发，作出解释。

1.戏剧教育内容选择对幼儿审美人格发展的导

向作用

已有研究证明，戏剧教育内容的建构能够很大程

度上影响戏剧教育作用的发挥［7］。笔者在观察也验

证了戏剧教育内容对幼儿审美人格发展的导向作

用。例如，性格比较外向，但是交际能力较差的涛涛，

常做出推、拉同伴，强玩具等行为。小涛的行为在前

几次的戏剧活动中，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在参与设

计同伴交往的戏剧教育活动《大狮子与小老鼠》后，小

涛的行为有了明显的变化，变得更友善，更懂得分享。

他在与同伴一同在建构游戏区搭建城堡，在筐里的积

木即将用完时，小涛主动作出了分享的行为，将筐里

面的积木让与同伴。并且，以语言向同伴示好，表达

自己想要一同游戏的意愿。在其他条件未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下，可以推测小涛行为前后的改变，源于

戏剧教育，源于戏剧教育活动内容的导向作用的发

挥。

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认为，人类生活于两个世界，

一是物质世界，二是抽象的符号世界。物质世界关乎

由生理因素决定的低级心理机能，而抽象的符号世界

关乎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高级心理机能。同时，在

符号世界中，语言符号是心理发展和转换的工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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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心理的发生和发展产生影响。以绘本作为戏

剧教育的活动内容，既包括了口头语也包括了以文字

形态出现的书面语，影响着人格这一高级心理机能的

发展。教师在戏剧教育开展过程中，根据故事的发展

要求和角色的形象要求，以语言的形式指导幼儿，以

故事内容和角色为导向，发挥语言符号对幼儿审美人

格的影响作用。故而，流畅、积极的故事情节，正面的

角色形象，能够有效地引导幼儿行为、语言朝着积极

的方向发展。因此，戏剧教育内容的选择对幼儿审美

人格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适宜、积极的戏剧

教育内容能够帮助幼儿的行为和语言朝着美的方向

发展，促进幼儿审美人格的发展。

2.戏剧教育活动技巧有利于幼儿审美人格品质

的学习和内化

戏剧教育活动技巧是在戏剧活动中灵巧地使用

戏剧和教育中的一些工具和材料，以获得表现性效果

的习惯模式，是戏剧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研

究证明，合理的戏剧教育活动技巧是戏剧教育作用发

挥的重要影响因素［8］。“习式的作用就非常大，如专家

外衣的习式能够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从教师的访

谈中，不难看出，戏剧教育活动技巧在整个戏剧教育

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是区别于其他活动的根

本之所在。由实验结果得知，戏剧教育对幼儿审美人

格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那么，作为戏剧教育根本的

活动技巧也应该对幼儿审美人格的发展发挥着作

用。下面就几个常用的活动技巧进行讨论。

（1）角色扮演

角色是戏剧的基本元素，角色扮演也是戏剧活动

的最常用的一个活动技巧。角色本身带有故事性和

情感性，幼儿在扮演角色的过程中，通过仿似和具身

学习，体验角色情感、反思现实生活、内化角色语言和

行为，从而实现自身语言和行为的转变。在角色扮演

中，身体的运用，促进了幼儿的学习和发展。动作传

达着思想，幼儿扮演角色，通过动作表现着自己对于

角色的理解。“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

人对哈姆雷特这一角色的理解都是不同的，那么每个

人表演出来的哈姆雷特也都是不同的。也即是，幼儿

在模仿他人的同时也投射着自己。动作表达思想，但

是我们的身体不是被动的机器，单纯地执行着大脑发

出的关于行动的输出和指令［9］59-78 。我们的行动也会

影响我们的思考，幼儿在表演时的动作，也会影响幼

儿的思想，影响幼儿对角色的认识，影响着自己的下

一个动作。也即是将角色的一些特征投射于自身，从

而表现出符合角色特征的一些行为。例如，幼儿扮演

的角色是一只小鸭子。性格活泼、外向的孩子理解鸭

子的角色，是爱冒险、喜欢到处玩的鸭子，性格内向的

孩子理解的鸭子可能就是一只安静地待在池塘边的

小动物。但是，故事脚本中的小鸭子爱冒险、爱交朋

友，扮演该角色的幼儿在表演的时候，按照故事脚本

中的鸭子形象来设计动作和语言。这一过程，会产生

类似持久性模仿行为，触发幼儿的自我改变。

幼儿在戏剧活动中扮演积极、正面的角色，在仿

似的作用下，能够促进幼儿审美人格中多维度的发

展，如亲社会性、外倾性等。在《鸭子骑车记》的活动

中，笔者观察到，扮演活泼、外向且具有冒险精神鸭子，

帮助梦梦变得更外向、自信。故事中的鸭子，学习骑

车，即使别人认为他学不会，甚至冷语相加，它也毫不

在乎，自己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最终获得了成

功，赢得了大家的赞赏。梦梦与她所扮演的角色不

同，较为内向，在乎别人的看法，对事比较缺乏自己的

见解，对教师的提问，往往也是重复同伴的答案。在

游戏中，也常常因为自己的玩具或者材料被别的孩子

拿走就中断游戏或者活动。在该戏剧活动后，梦梦在

幼儿园中也逐渐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教师的一次

提问中，大胆地说出了与同伴不同的答案。梦梦行为

上的转变，验证了角色扮演这一活动技巧对幼儿审美

人格外倾性、智能特征、认真自控等维度的促进作用。

当然，在戏剧活动中也存在带有负面色彩的角色，也

有充当观众的幼儿。观众眼观角色的行为和表情等，

能够刺激其镜像神经元，产生“具身想象”，亲历角色，

从而获得与参演者类似的体验［10］。

（2）教师入戏

教师入戏，教师以角色的身份，通过角色的语言、

角色的行为，来引导戏剧活动的走向，实现幼儿与教

师的平等对话。教师入戏对幼儿审美人格各维度具

有促进作用。最近发展区是社会文化历史理论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幼儿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教师

的指导下或者与更有能力的同伴的合作下潜在的解

决问题的能力之前的差距。教师入戏，对幼儿而言，

是更有能力的同伴，教师出戏，则回归教师原本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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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指导幼儿。入戏、出戏，两种途径，共同为幼儿创造

多个最近发展区，不断激发幼儿的发展潜能，促进幼

儿各方面的发展。

3.戏剧表演促进幼儿审美人格品质的内化

戏剧表演是戏剧主题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教

师、幼儿、家长三者相互配合之下，形成的戏剧教育的

产物。“很多孩子变得外向了很多”从教师的话语中，不

难看出，戏剧表演影响着幼儿的行为表现，促使幼儿

变得更加的外向，更加自信。不仅如此，戏剧教育还

对审美人格的其他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说，幼

儿审美人格的形成是幼儿在参与戏剧表演中内化的

结果。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认为，人类所有的高级心理

机能都是外部活动内化的结果。也即是人类所有的

高级心理机能都不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表现为外

部活动，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故而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对高级心理机能的内化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戏剧表演就是幼儿与幼儿之间、幼儿与

教师之间、幼儿与家长之间相互作用的交往过程。在

戏剧表演中，幼儿“身兼数职”，他们是演员、是道具师、

是导演。作为演员，他们需要和其他角色进行互动、

交流，体验不同的情感；作为导演，他们需要分配角色，

和表演中的各类人员相互交流；作为道具师，他们需

要和教师、和家长进行交流，以便“指导”教师和家长协

助自己做出其理想的道具。在这些互动中，幼儿的合

作、自信、探索、创造等品质得到内化，逐渐形成审美人

格。笔者也在观察中发现，戏剧表演后的幼儿更多地

在其他活动中表现出合作行为，且能够在小组活动

中，做好协调工作，保证小组活动顺利开展，组织能力

明显增强。

综上，戏剧教育的内容选择适宜、戏剧教育教学

比较使用恰当、戏剧表演活动开展合理是本次实验取

得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促进幼儿审美人格发展

的关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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