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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阅读视域下幼儿园故事剧课程活动实施策略

——以中班故事剧《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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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丰泽幼儿园，福建泉州 362000）

■专题：幼儿深度学习

摘 要:借鉴深度阅读理念，以故事剧《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为例，将实施深度阅读的“三个流程、三个关键词、两种能力”融合于

故事剧课程活动的建构，改变传统故事学习、故事表演中重形式轻实质、重表面轻内在的弊端。整个过程凸显幼儿与故事、与环

境、与成人的充分互动，重视教师的支持作用，让教师成为指导幼儿深度阅读活动的关键因素，陪伴幼儿深度卷入阅读世界，共同

留下精彩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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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Kindergarten Story Drama Course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epth Reading

— A case Study of Story Drama“How Lucky I am”at Middle Class Level in
Kindergarten
HE Yu-shan

(Quanzhou Fengze Kindergarten,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Base on the concept of in-depth reading, the paper follows the“three processes”of in-depth reading,
grasps“the three key words”and“the two abil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tory drama course, which change
the traditional story 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styl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story drama course, children’s
interactions with stories, environment and adults are highlighted, as well as the supporting role of teachers.
Teachers become the key factors to guide children’s in-depth reading, accompany children and get deeply
involved in the reading world with them, and leave wonderful footprints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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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深度阅读视域下解读故事剧课程

的基本内涵

深度阅读是在学习和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对故事

中潜藏的要素和内涵做深入的探寻，获得丰富的、个

性化的认知。对幼儿而言，可理解为在阅读故事时专

注投入、浸润其中，由浅入深与故事联接、与作者对

话、与角色共情，对故事发表个性化的独特见解、敢于

思辨［1］。深度阅读有三个特征，一是参与的积极性。

达成深度阅读的过程是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无论是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7期

欣赏理解、讨论思辨或是创造想象、表征表现，幼儿始

终保有兴趣、积极参与并乐在其中；二是形式的多样

化。深度阅读的过程卷入幼儿一日活动，融入游戏、

生活和学习中，统整多领域；三是表达的个性化。深

度阅读基于“百种语言”的理念重视幼儿个性化的表

现、自由充分的表达，会反思、敢思辨。重视阅读的

“质”而非追求阅读的“量”，使得深度阅读无论是过程

或结果都表现出精彩纷呈。

故事剧课程即围绕一个故事作品，构建“游戏化

学习，艺术化呈现”的主题活动课程模式。它追求一

种有过程性深度体验的生动而精彩的课程活动形态，

关注幼儿在课程活动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重视幼儿

的主动性、自主性与创造性水平的发挥。具言之，故

事剧课程不拘泥于原有的故事文本，不拘泥于固有的

角色对白和表演方式，不局限于绘本故事学习的延

伸，不仅关注幼儿语言动作的表演，更关注在这其间

幼儿自由的创作与表达，以及在“剧中”的策划、合作、

剧场工作的参与度。

深度阅读视域下的故事剧课程，指的是师幼双方

围绕一个故事作品，聚焦幼儿喜欢的角色与情节内

容，综合多种形式围绕多角度、多层次讨论与思辨，充

分发挥想象创造，个性化演绎成以故事剧表演为载体

的微主题课程。其重点在于从阅读中获得多方面的

学习理解，获得独特感受与深刻思考并大胆演绎表

现；难点在于能主动地把故事中的内容与自身已有经

验有机联系，内化、迁移运用于解决阅读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

深度阅读重视故事学习过程的逐步展开和深入

推进等特征与故事剧课程的建构思路高度契合。因

此，借助深度阅读展开故事剧课程是最佳的途径，通

过故事剧课程实现深度阅读是最佳的手段。教师带

着幼儿从初步感知—深入理解—联想拓展—创造想

象—大胆演绎，逐步构建成以幼儿为主体的故事剧课

程活动，走向深度阅读［2］。

二、在深度阅读视域下把握故事剧课程的

实施策略

故事剧课程既凸显幼儿的主体性又体现教师的

主导作用。教师是引导幼儿深度阅读的关键因

素。在师幼有效互动中，教师鼓励幼儿积极参与，

主动地与故事、与环境、与成人充分互动，慢慢卷

入，支持幼儿在丰富多样的课程体验中拓宽阅读的

深度和广度。

（一）借鉴深度阅读的三个流程，建构故事剧课程

实施的基本步骤

实现深度阅读需要师幼共同经历阅读前、阅读

中、阅读后三个流程。建构故事剧课程时教师可借鉴

深度阅读三个流程的要点，做到在阅读前丰富经验，

充分调动和唤起幼儿的已有经验对故事作深入感知

和欣赏；阅读中以幼儿兴趣点切入，对故事作品展开

多角度的深入学习与理解、多层次的讨论与思考；阅

读后鼓励幼儿大胆表征与表现，拓展经验迁移应用、

创作剧本并演绎自编自导的故事剧，最终达成深度阅

读视域下的故事剧课程活动［3］。

1.第一步：前期经验的丰富

欣赏故事前期做好与故事相关的经验铺垫是引

发深度阅读的必要前提。幼儿前期的知识经验越丰

富，对故事就越容易深入理解，有效经验的建构和迁

移也就会越灵活。此外，故事阅读前期的准备不仅指

幼儿经验的丰富，还包含教师自身的准备。为了满足

幼儿的学习欲望、应对各种发问，教师要做好多种准

备如对故事多次阅读理解，预判学习时的各种可能

性，甚至与同事在读书沙龙里交流讨论，获得多重思

考，以便从容地引领幼儿深度卷入。做好做足故事阅

读前期的铺垫，使幼儿不仅亲身体验也丰富了关键经

验，当深入理解故事时语言表达就会更加丰富，情感

交流也会更加生动。

故事剧缘起：

近段时间的娃娃家游戏里，中班孩子很喜欢玩

“到朋友家做客”的内容，在串门过程中他们会用彩泥

制作很多“美食”和朋友一起品尝。游戏后分享环节，

有位孩子说“今天我的运气可好了，朋友请我吃了蓝

莓蛋糕。”其他孩子纷纷模仿“我的运气也很好，我到

朋友家吃了龙虾。”……于是，品尝美食、好运气成为

当天游戏分享中孩子们交流最多的话题。

老师看到幼儿对“运气”的话题感兴趣，就邀请他

们收集与美食、做客和运气有关的绘本放在阅读区里

分享。幼儿带来的绘本有《今天的运气怎么这么好》

《我幸运的一天》《五个好运气》，其中故事《今天运气

怎么这么好》最受欢迎。于是，老师决定带着他们对

该故事展开阅读。

第一，鼓励幼儿玩“到朋友家做客、做各种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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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美食”的过家家游戏，巧妙地提供如“蘑菇、苹果”

等材料让幼儿了解并尝试制作食物；第二，围绕“我

的运气真正好”让幼儿分享生活中遇到的幸运事，体

验快乐心情；第三，开展“美食品尝会”亲子活动，幼

儿们与爸爸妈妈自制一道美食和全体幼儿分享交流

……当做好这些准备，就可以带幼儿开启深度阅读

之旅了。

2.第二步：深入地理解故事

一是多重复欣赏故事，激发独特的发现。重复是

幼儿常用的学习方式，年龄越小的幼儿越喜欢就同一

个故事多遍倾听、多次讲述，反复体会情节发展和角

色心理。教师充分把握这一心理特点对同一个故事

反复阅读，在尊重原著基础上与幼儿一起从文字去理

解、从画面去发现，聚焦故事角色、细读故事情节，关

注故事中幼儿喜欢的地方展开分析解读。对幼儿来

说，反复倾听故事次数越多，对角色的感悟、细节的发

现会有所不同，对语言和文字魅力的感受会越来越深

入；对教师来说，当一次次反复讲述故事时，自然而然

会将个人对故事的理解、情感的演绎与自己的知识经

验、观点想法联系起来并传递给幼儿，而幼儿则在潜

移默化中接收信息、吸收内化，迁移应用到对故事的

学习、理解、表演中［3］。

老师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绘本《今天运气怎么这

么好》，于是利用每天午睡前的睡前故事、离园前故事

时间，与幼儿共读故事；甚至将绘本扫描制作PPT，让

幼儿一边欣赏故事一边观察画面。老师发现每一次

欣赏故事时，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都会有所不同。

第一次欣赏，听着老师用温柔的声音讲述灰狼乌

鲁和朋友分享美食的情节时，有的幼儿说：“故事里的

大灰狼不凶啊？”有的说：“大灰狼喜欢做好吃的。”

“对，没有抓小动物。”“会和朋友分享好吃的食

物”……听完故事的孩子开始在娃娃家里模仿制作故

事里的各种美食如“咖喱蘑菇汤、油炸饼、苹果派”。

第二次欣赏，老师在讲述中特意加重语气词，于

是故事里的声音成功地引起幼儿的关注，他们发现不

同的大灰狼朋友家的门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于是开始

乐此不疲地模仿着各种声音。有的发现乌鲁和大灰

狼朋友的名字也像声音一样好笑。

第三次欣赏，老师一边借助多媒体播放故事PPT

一边讲述故事，孩子们对午睡林特别好奇，什么是午

睡林？午睡林是专门让小动物午睡的吗？像小朋友

们在幼儿园里午睡一样？充满好奇和疑问的孩子们

也因此在后续衍生出一系列与午睡林相关的小主题

活动。

二是多形式理解故事，统整多领域学习。多形式

学习理解故事就是要让幼儿动口、动手、动脑，做起

来、玩起来、演起来，统整多领域学习体验。当幼儿充

分运用多种感官全身心投入，不断获得新的刺激和愉

悦的情感体验，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深度阅读的状

态，进而推动故事剧课程发展。

老师看到幼儿对故事的兴趣持续不减，就鼓励他

们在区域活动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与故事《今天运气

怎么这么好》相关的活动。于是，有的幼儿开始在美

工区“画画午睡林的故事、做做我最爱的美食”，在语

言区“续编午睡林的故事”，在建构区“搭建喜欢的午

睡林、建乌鲁朋友的家”，在表演区创编、表演“午睡林

的故事、乌鲁朋友的美食会、小猪在午睡林、啄木鸟和

小树”等故事情节。

在每天上午的户外自主游戏时间，老师看到很多

孩子自发玩起了“咕噜噜蛋糕屋、午睡林烧烤店”等主

题的游戏；老师还借助每周一次的故事剧集体活动，

带着幼儿一起玩《睡觉的小猪》《小猪在午睡林里》《我

们会做油炸饼》《乌鲁朋友的家》《生病的小树》等戏剧

游戏……师幼共同从不同的切入点全面学习与了解

和故事相关的内容，在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大胆表现

中为创编剧本、演绎故事剧拉开了帷幕。

三是多层次讨论故事，催化学习深度卷入。儿童

有一百种语言，面对同一个故事会有一百种解读和思

考。每位幼儿对故事的关注不同，理解和感悟就会不

同，由此反馈出来的信息和表征也会不同。教师应从

中发现幼儿兴趣点，把握有价值的关注点设计不同的

话题引导幼儿展开多层次的讨论，拓展微主题课程，

并以此催化学习的深度卷入。

第一层次：聚焦故事角色展开讨论。

师幼双方在多次欣赏故事《今天运气怎么这么

好》之后，聚焦故事主角乌鲁展开多个话题的讨论。

话题一“故事中的大灰狼乌鲁和平常故事里的大灰狼

有什么不同？”幼儿纷纷表达自己的理解：“这是一只

不那么凶的大灰狼”“这是一只爱美食的大灰狼，爱吃

朋友的咖喱蘑菇、苹果派、油炸饼”“这是一只懂得分

享的大灰狼”“乌鲁有点可爱”；又如话题二“你觉得故

事中谁的运气最好！”当第一次听完故事全体幼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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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认为小猪的运气最好。但在多次欣赏之后幼儿渐

渐有了不同见解，有的认为故事里每一只大灰狼的运

气都很好；有的认为乌鲁才是运气最好的，因为每个

朋友都打包了美食给它；当然有的幼儿坚持自己的看

法依然认为小猪没有被乌鲁吃掉运气是最好的。幼

儿的细致发现和独特思考着实令人惊叹！

第二层次：聚焦故事情节展开讨论。

在反复阅读和欣赏故事深度卷入时，幼儿不断发

现了故事里的各种有趣情节，并主动与老师、同伴交

流讨论。例如他们发现“故事里有很多声音”——敲

门的声音“咚咚咚、咣咣咣、叮当”，吃东西的声音“啊

呜啊呜、吧唧吧唧、呱叽呱叽”；有的觉得大灰狼的名

字很好笑，也像声音一样“乌鲁、哇呜、咕鲁鲁”。当孩

子们跟着讲述故事时，特别喜欢用奇怪的声音表现这

些有趣的情节，生动有趣的表情配合奇怪的声音总是

令人忍俊不禁。

老师充分把握住这一有利契机，精心推动，与幼

儿一起展开对声音的模仿和一系列探究，在后续故事

剧表演时“对声音的表现”自然成为亮点，孩子们还生

成创编了《小猪打呼噜》《大灰狼打饱嗝》等搞笑情节。

第三层次：聚焦故事背后展开讨论。

故事阅读中幼儿对作者产生极大兴趣，想知道画

这个故事的人长什么样？教师适时介绍了日本著名

作家宫西达也和他的系列作品，并抛出话题“这几本

故事书里有什么是一样的？”引发思考与讨论。当幼

儿听完故事《好饿的狼和猪的小镇》《三只饿狼想吃

鸡》《1只小猪和100只狼》之后发现了宫西达也故事

里的大灰狼最后都不吃猪、不吃鸡；阅读《青蛙小弟

睡午觉》时发现小猪和青蛙一样在午睡林睡觉时都

遇到危险；

到了下学期幼儿继续接触了宫西达也创作的汽

车系列故事《小红去送货》《小红和小粉》，他们惊喜地

发现故事书里的树林和午睡林是一样的，动物的画

风也相同。在老师的精心引导之下，幼儿学会透过

阅读与作者“对话”，通过浸润其中感受作者传递的爱

与善良。

3.第三步：延伸拓展故事

优秀的故事书蕴含的教育价值、内涵并不仅仅在

于画面里，更多的是与幼儿的生活，与所在的家庭、社

区，与大自然密切联系。要达到深度阅读，教师应在

故事剧课程活动中拓宽幼儿视角、丰富知识经验、培

养思考能力，促进全面发展，把故事纵向地深度卷入

读懂读透，将故事横向地拓展延伸读会读通，实现深

度阅读的广度和宽度。

在多次欣赏故事《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之后，老

师发现幼儿对午睡林特别感兴趣，不断讨论“什么是

午睡林？”于是，决定带他们到幼儿园草地上、种植园

里开展与午睡林相关的户外自主游戏。

案例1：寻找午睡林

一到草地上幼儿开心地说“哇，这就是午睡林！”

在自由参观中他们发现种植园的果树结满了杨桃、柠

檬、木瓜、百香果，于是给种植园取了个名字“秋天的

午睡林”，因为这是一个结满了果子的午睡林。

有的孩子开始捡草地上的落叶、摆落叶，还告诉

老师秋天的午睡林树上有果实，地上还有五颜六色的

落叶。

有的说在班上也要变出多彩颜色的午睡林草

地。这个想法非常有趣，于是老师问：“用什么方法可

以表现午睡林五颜六色的草地？”孩子们叽叽喳喳地

聊开了……

案例2：午睡林的草地

在讨论秋天多彩颜色的午睡林草地后，幼儿开始

在区域活动里进行尝试，有的用五颜六色的水彩笔画

下秋天午睡林草地的模样，有的用彩泥装饰多彩的草

地，有的在建构区里用五颜六色的方块积塑拼在一

起，变成一片大大的午睡林草地，很像各种颜色的叶

子落下来。特别是当子恒用方块积塑拼好草地后孩

子们非常惊讶地叫道：“午睡林草地太漂亮了。”可乐

还提议小伙伴们搬来长长的圆纸筒排在草地周围，

说：“这里有很多的树，是掉光树叶的树，五颜六色的

叶子都掉在草地上了。”

案例3：午睡林的露营游戏

接连好几天的建构区，孩子们用花片、乐高、插

塑、积木搭建自己想象中秋天的午睡林。教师看到幼

儿对午睡林的兴趣持续不减，便带着他们再次回到

植物园进行户外自主游戏，兴奋的孩子拿来锅和勺

子，捡来地上的落叶和花瓣、用丝巾和绳子搭起帐

篷，自发玩起“露营”的游戏主题，他们在帐篷旁边开

了一家“咕噜噜蛋糕屋”和“烧烤店”，制作各种美

食。当故事里想象的午睡林变成真实场景时，幼儿

显得特别满足。

案例4：调皮捣蛋的狼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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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里描写了一群爱做美食、爱吃美食的大灰

狼。孩子们在阅读分享时总喜欢给乌鲁和它的朋友

们编制新的食谱。格格说：“咕噜噜在午睡林发现鸟

蛋做西红柿蛋汤呢！”边说边唱起《摸鸟蛋》的歌曲，其

他小朋友纷纷跟着模仿起来，有的说：“没错，午睡林

有鸟蛋也可以做美食，还可以做荷包蛋”，有的说：“我

想做炖蛋”。

于是，老师带着孩子们扮演大灰狼乌鲁、咕噜噜

在音乐的伴奏下玩起《摸鸟蛋》的音乐游戏。游戏进

行中，瑞霖拿出娃娃家里买菜的篮子挂在手臂上（他

把自己变成一棵树），这一举动让原本假假地做着摸

鸟蛋动作的“灰狼们”有了和同伴互动的机会。几名

幼儿找出各种篮子，挂到手臂上、脖子上，激动地说

“来啊，到我这里摸”。玩到后面的时候，乌鲁和咕噜

噜在摸鸟蛋时还会故意给小树咯吱挠痒痒，整个游戏

现场笑声不断。

（二）借鉴深度阅读的三个关键词，把握故事剧课

程实施的核心要领

教师以“表达、创造、思辨”三个关键词为指导目

的，支持和催化故事剧课程里深度阅读的发生和发展
［4］。当教师给予幼儿充分表达的机会满足个性化的

情绪情感需求时，就能激发幼儿潜能大胆地想象与创

造，产生更多独特的、个性化的表达和表现，从而更深

层次地体验和理解故事。在此基础上又能进一步激

发起表达、创造和思辨的欲望。如此循环往复、相辅

相成。

1.围绕未知结局创造与表达

故事里处处巧妙地隐藏未知性情节的推进和开

放性结局，给幼儿的阅读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创造空

间。教师准确把握故事的转折点，抛出开放性问题启

发幼儿对感兴趣的故事角色、故事内容等展开想象，

大胆表达与表现，既满足幼儿的兴趣需要又为后续表

演做好丰富和铺垫。

离开午睡林的N种方法

图画书的封底是大灰狼乌鲁说：“啊！想起了

啦！”然后跑回空空如也的午睡林东张西望。故事显

然没有结束，老师抛出问题“乌鲁回到午睡林还会不

会遇到小猪？小猪有没有危险？”启发幼儿想象创造，

续编各种故事结局。

案例5：逃出午睡林

讨论故事时幼儿对“小猪到底有没有碰到乌鲁”

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和争执。教师引导讨论思考

“如果小猪真的遇到了乌鲁，怎么才能逃脱呢？”有的

幼儿急于让小猪脱险想出各种激烈的战斗方法“用

大炮打死乌鲁、开枪、挖陷阱让乌鲁掉进去”，有的说

“故事里的乌鲁并不坏，它有点可爱还懂得和朋友分

享，乌鲁死了我会难过”，出现意见的分歧说明幼儿

已真正融入故事。于是教师调整问题引发再度讨

论：“有没有让小猪不被发现又能顺利离开午睡林的

好办法？”有的说：“找个树洞钻进去躲着”“找棵树躲

在后面”“找块石头趴在后面”。但这些办法并没有

让小猪安全离开午睡林，可乐提议可以把音乐游戏

《黑森林的故事》里的玩法用在故事剧表演中，天黑

以后小猪偷偷跟在乌鲁后面，当乌鲁转头时就变成

雕塑一动不动，这样就可以安全走出午睡林……这

个提议得到幼儿的认同，于是“小猪顺利脱险”的问题

不仅得到完美解决，还丰富了故事剧情节的表现。

案例6：闪光小路

有的孩子说：除了跟在大灰狼乌鲁的后面，小猪

还可以用其他办法逃出午睡林。他们用积木铺了一

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称之为“闪光小路”，一到天黑

的时候小路就会闪闪发光，这样小猪就能顺着小路安

全离开午睡林。在后来的故事剧表演中，小猪离开午

睡林的情节一度成为故事里最富有变化最有亮点的

表演。

案例7：继续寻找美味的午睡林

有的幼儿则把关注点放在乌鲁身上，他说：“乌鲁

回到午睡林时小猪已经离开了，吃不到小猪的乌鲁又

继续在午睡林里找到新美味。”于是在故事剧表演时

创编了“乌鲁和朋友们去抓小猪，可小猪全跑了。于

是它们在午睡林里露营，吃蘑菇、苹果、地瓜，虽然没

有吃到小猪，但乌鲁和他的朋友分享到了更多的美

食，度过了一个甜蜜的夜晚”。

2.挑战刺激情节想象与创造

想象创造，让阅读充满刺激和挑战。在欣赏故事

《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时幼儿发现“故事里有很多声

音”。教师就以“好玩的声音”与幼儿展开交流，鼓励

幼儿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情节、并进行演绎。

案例8：魔法门

孩子们特别喜欢乌鲁到朋友家敲门发出的声音，

在故事表演中更是乐此不疲地模仿表现乌鲁敲门发

出的各种声音。有一天，阿斐和小涵拉起手来，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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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有趣的门，她们俩很开心地告诉扮演乌鲁的熙

熙：“你们看，我们变成门了。乌鲁你敲门的时候我们

还会发出声音。”小伙伴觉得很有意思，熙熙笑得合不

拢嘴说：“这个门很好玩，那就每次乌鲁敲出不同声音

的时候就变一次门吧。”这个提议小伙伴都同意了。

于是故事表演时阿斐和小涵用不同的肢体造型来表

现发出不一样声音的门，大胆的想象加上可爱的造型

使得故事表演像有了魔力一般，生动至极，大家都说

不同造型且发出不同声音的门是“魔法门”。

案例9：生病的小树

老师带着孩子自由选择角色玩“午睡林”的戏剧

游戏，他们有时扮演小鸟和小树，小鸟在小树中间飞

来飞去、造窝和休息；有时扮演农夫和小树，农夫随

着音乐给小树浇水，小树慢慢长大……只见可乐小

朋友扮演的小树无论农夫怎么给它浇水都长不大。

于是着急的农夫找老师告状了，老师问可乐“小树为

什么长不大？”他说“树生病了”“小树为什么会生

病？”孩子们说：“肯定是虫子干的，请啄木鸟来治

病。”格格说：“我知道啄木鸟怎么捉虫子，我来当啄

木鸟”可乐这棵小树在接受啄木鸟的治疗后，慢慢地

又恢复了生机。

第二遍游戏时孩子们提出新的想法：既然是虫子

来捣乱，可以增加虫子的角色，啄木鸟在治病的时候

直接把“虫子”抓出来，这样会更好玩。于是，原本两

种角色的游戏变成了三种角色，角色之间的互动表演

使得游戏更加好玩。游戏结束之后孩子们意犹未尽，

钰熙还与小伙伴将游戏片段画了下来，格格则把彩色

手工纸折啄木鸟贴在故事剧背景墙的树上。

3.基于独特之处敢于思辨

在阅读中教师常常让幼儿化身故事里的角色进

入表演情境，鼓励幼儿勇敢提出自己的发现和疑问、

敢于思辨，形成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例如，宫西达也

以儿童视角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大灰狼和小猪的身

体、动作、表情，每一页画面都生动有趣，吸引幼儿的

同时也让他们产生认同感。但在阅读中有位女孩始

终认为故事里的粉红小猪比较可爱，几只大灰狼都画

得很难看，自己能画得更好；又如，故事里乌鲁朋友们

做的美食并不是幼儿们所熟悉的，在对三种美食品

尝、感受与讨论时，有的幼儿说“咖喱蘑菇”不好吃不

喜欢；有的觉得“苹果派”很好吃；有的说“油炸饼”吃

多了会流鼻血。于是在表演时，大灰狼乌鲁和朋友们

做出来的食物被换成了每个幼儿最爱的美食“五彩炒

饭、西红柿蛋面”。

（三）借鉴深度阅读的两大能力，关注故事剧课程

实施的关键经验

对教师来说，达成深度阅读的最佳结果是培养和

发展幼儿的“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当幼儿

在阅读理解故事时会很自然地将故事角色、情节发展

建立联系和整合，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与创造。这样

的想象有时会因为受当下环境与材料限制而无法实

现，造成创造想象与行动实践之间出现了问题。幼儿

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迁移各种已有经验进行

综合思维，举一反三运用到新的情境中，以此达到问

题解决并建构起新的认知经验。在真实的问题情境

中迁移应用认知经验解决问题，这是助推深度阅读发

生和发展的有利契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维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也是幼儿可持续发展能力中最为重

要的。当阅读中的问题得到解决时，幼儿的独立意

识、抽象思维、交往表达也都能同时获得良好的发展。

案例10：五彩炒饭

在故事剧表演进行中，当开始创编大灰狼们爱做

的美食这一情节时，乐乐说“我最爱吃幼儿园的五彩

炒饭，我要让哇呜做五彩炒饭请乌鲁吃”！可是，用什

么来当作五彩炒饭呢？乐乐发现柜子里的大、小花

片，说：“用这个呀，花片有不同的颜色正好可以当五

彩炒饭。”孩子们一听，立刻行动起来。有的拿来花片

当炒饭，有的拿来红色圆形篮筐当大锅，有的用小椅

子架起了灶台，将花片倒进篮筐里炒起了五彩炒饭

……漫漫还发现了魔法扭扭棒上面的颗粒特别像炒

饭里的玉米粒，于是把它们倒进花片里，香香的五彩

炒饭就做好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表演中，“用各种材料制作五

彩炒饭”成为幼儿最喜欢演绎的内容，五彩炒饭有时

是雪花片、有时是魔术扣、有时又变成是蘑菇钉；幼儿

还热衷于为大灰狼变换丰富多样的食谱如“西红柿蛋

面、草莓饼干、奶油蛋糕”等。

案例11：烤箱

幼儿常常在游戏中研究、创编大灰狼朋友喜欢做

的各种美食，如“西红柿蛋面、烤饼干、五彩炒饭、油炸

饼”。有一天，演绎烤饼干情节时，幼儿首先搬来了他

们在美工区用超轻彩泥制作的各种各样的饼干——

红果子饼干、菠萝和青苹果饼干、橙子口味和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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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的夹心饼干……然后提议要自制一个烤箱把饼

干放进去烤熟，可是贝罗家并没有现成烤箱？大家的

饼干做得太多，一个烤箱可放不下？这可怎么办？熙

熙搬来椅子像叠罗汉一样，叠出三层高的烤箱；小涵

找来纸箱，搭了一个两层高的多格子烤箱；可乐跑去

告诉建构区的小伙伴，帮忙用插塑拼一个大大的长方

形烤箱……同伴间的思维碰撞带来巨大的创造灵感，

千奇百样的烤箱也给故事剧表演增添很多乐趣。

三、在深度阅读视域下实施故事剧课程活

动的成效

深度阅读视域下的故事剧课程的建构与实施，是

一场师幼共构的有趣旅行。在以幼儿为主体的课程

中教师追随幼儿的关注点，以平等、尊重、接纳的态

度去支持多样化的表达,鼓励幼儿自主探索、发现、解

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极主动与教师、同

伴、家长对话、交流、学习, 从中获得丰富的认知经

验，进而创作剧本，尝试合作表演。师幼双方慢慢体

会、慢慢思考、慢慢理解，深度卷入阅读世界，共同留

下精彩足迹［5］。

第一，激发积极情感。培养幼儿深度阅读的目标

是让他们热爱阅读，拥有深入阅读的热情和动力，逐

步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这也是每个孩子成长的

关键。喜欢阅读、热爱阅读、快乐阅读成为激活源。

因此，在深度阅读视域下的故事剧课程建构与实施过

程，最显著的成效便是幼儿在阅读中快乐情绪情感的

获得和充分展现。

第二，学会批判性思考。思辨与探究是深度阅读

的重点。故事剧课程推进过程，幼儿在教师引导下逐

步卷入，自然而然地在阅读中沉下心思保持深度思

考。每一位幼儿基于自身的理解和思考，敢于对作品

提出疑问，敢于质疑同伴的观点，敢于个性化表达自

己对故事的想法和看法，享受在阅读中思辨与探究的

乐趣。

第三，学会解决课程中的问题。因为经历了自觉

的思考、思辨和深度探究，幼儿充满成就感地阅读和

理解故事，更加善于迁移经验、举一反三，独立解决在

剧本创编、道具制作、角色竞演、合作表演中遇到的各

种问题，自然锻炼了逻辑思维、学习综合分析，获得终

身受益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对课程的自主建构能力。

第四，充分表达表征的能力。每一次阅读之后幼

儿都会主动将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和思考运用多种方

式如绘画、手工、表演、讲述等进行表达与表征。当幼

儿把对阅读的理解与思考变成具体化、图像化的过程

中，其理解和表达就会变得生动而深刻，在不知不觉

中对一本书深挖细读出更大的价值。

此外，深度阅读视域下实施故事剧课程活动有助

于提升幼儿有效沟通的能力。在深度阅读中会包容、

会接纳、会尊重他人的观点，在剧本创编、分组排练、

宣传节目分发邀请函中能分工合作、协商妥协，善于

沟通交流，交往能力大大提高，在故事表演中社会能

力也获得很大进步, 师幼双方在课程中建立一种平

等对话、互助合作、共同成长的关系，最终促进幼儿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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