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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近年来“儿童哲学教育+戏剧教学DIE/戏剧游戏”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为契机，将其中的“戏剧教学DIE”扩展为“戏剧教

学DIE”、“创造性戏剧”“表演游戏”等应用戏剧的综合。针对学前幼儿的学习特点，以具身取向的戏剧工作坊为教学模式，开

展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建构及行动研究。研究显示本模式的实践路径包括“绘本戏剧教学-即兴偶戏-表演游

戏-反思对话”四环节，教师策略包括“具身教学操作策略”及“具身情绪体验设计”。未来研究可考虑该模式本土化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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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l Construction of“Philosophic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of Drama
Workshop with Body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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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practice of“children’s philosophy education + Drama in Education drama teaching
DIE/ drama game”in recent years，this study expands the“DIE”into“DIE”，“creative drama”，“performance game”and other ap⁃
plied dramas. In view of preschool children’s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this paper carries ou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ction of

“children’s philosophical education”model of drama workshop with body orientation as the teaching model.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actice path of this model includes four links:“drama teaching in picture books—improvisation puppetry—performance games—reflec⁃
tion dialogue”. At the same time，it points out that teachers’strategies include embodied teaching operation strategy and embodied emo⁃
tional experience design. In addition，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model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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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能否思考哲学这一质疑伴随儿童哲学

的出现一直存在，无论是创始人李普曼强调的

教儿童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或哲学家

马修斯认为的儿童天生就是哲学家（philosophy

of children），问题的根源在于儿童是否具有哲

学思考所需要的基础能力——抽象思维与逻辑

判断。马修斯也曾将儿童哲学置于认知发展

的外围［1］39，但这一答案模棱两可，无法令人满

意。近年来，笔者注意到有关于儿童哲学教育

与戏剧［2］、游戏［3］结合的教育实践发展趋势，其

实质反映了具身教学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

具身认知的出现对于儿童能否进行哲学式思

考，有了一定程度的全新解读。因为，具身认

知强调认知依赖身体，内嵌于运动、环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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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它与生成认知、延展认知、嵌入认知以及

情境认知构成了“4E+s”认知体系［4］，对儿童学

习具有天生的解释力和指导力。特别是儿童

的概念学习，更是要依赖于感觉运动、生活情

境激活源于经验的符号表征。戏剧工作坊教

学通过诸如角色游戏、绘本教学、即兴表演（偶

戏、哑剧）等手段，为幼儿学习建构一个具有视

觉刺激、动手操作、动作模拟、主动入戏等身体

参与的方式，让幼儿的身体、言语、以及大脑交

互，形成具象学习的特征。本文依托具身认知

理论的内核，戏剧教学的外衣，选择幼儿关注

的哲学话题，通过三轮行动研究建构了一种有

效的儿童哲学教学的新模式。

一、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建构

具身认知是对传统认知心理学的批判与变

革。基础假设是符号表征主义，其中典型假说将

人类心智视为通用问题求解器［5］9，身体仅作为大

脑的载体承担行动的作用，即“感知-思考-行动”

的过程。而具身认知则强调认知源于身体感知

觉及其运动所构成的经验，即“感知-行动”的过

程。当然，“第二代认知科学”是一个集具身、情

境、生成、发展、动力系统为一体，虽观念主旨不

同，但彼此交融［6］。具身之于教育本就是全面性

的变革，在课程领域，有学者指出符号表征主义

取向的课程观是由主观的内在心灵与客观的外

在世界之间形而上学的鸿沟所驱动［7］，那么具身

取向的课程观则强调身体、情境、动态生成以消

弭客观世界与主观心灵的对立。而作为项目式

学习的戏剧工作坊，本就拥有具身、情境、生成等

意涵，因为“戏剧，只求一个身体，会呼吸，思考和

感受即可”［8］223。

（一）具身取向的戏剧工作坊特征

1.教学活动：延展身体

所谓“延展”是与戏剧教育相比，幼儿拥有

更多自由空间使用身体。戏剧教育常被理解

为一种教学法，在学前阶段的绘本教学中使

用。具体来说，教师对绘本内容解构，挖掘戏

剧冲突，使用一定策略以引导幼儿“入戏”，最

终达到对文本“关键问题”的深入思考。具身

取向的戏剧工作坊虽建立在戏剧教育的基础

上，正如桃乐丝·希斯考特所说“思考不应该在

概念外，而应在概念中”［9］。何为“在概念中”？

按照希斯考特的理解便是被抛入角色之中成

为“专家”，也就是“入戏”。“被抛”不是强制导

入，若教师干预过多，便会导致幼儿“演”而非

游戏。因此，应关注的是如何“被抛”？这便涉

及到具身的体验性。

具身体验不能简单理解为身体运动体验，

实际上需要界定能被冠以“具身”的行为。从

具身认知的相关研究来看，早期的身体经验指

向 的 是 通 过 手 触 摸 和 眼 睛 看 而 获 得 的 经

验［10］。在儿童概念理解研究中，当某些概念再

次接触时，以往的身体经验将被激活进而促使

儿童对该概念的理解。又如，Ghio等人揭示概

念具身性与不同身体部位有关，其中情绪情感

类概念与手、腿、嘴的关联更高，而数字概念与

手的关联更高［11］。近期，象似性手势的研究则

受到了更多关注。象似性手势是指在形式和

方式表达上与其所伴随言语的语义内容密切

相关的手势［12］。有关研究则显示象似手势有

助于幼儿的概念理解与泛化［13］。提及概念，尤

其是概念的泛化，是由于这亦是戏剧工作坊的

核心。因为戏剧工作坊的主旨是幼儿在戏剧

体验过程中对概念泛化后（结合自我经验）的

创造。总之，具身之于教学的启示意味着通过

视觉刺激、动手操作、动作模拟等身体参与的

方式，即强调对诸如角色游戏、绘本教学、即兴

表演（偶戏、哑剧）等教学形式的综合运用，以引

导幼儿游戏、“入戏”、思考、创作。

2.教学内容：情境创造

戏剧体验的“剧本”与绘本有诸多差异，根

本差异在于内容的戏剧性。因此，具身取向的

戏剧工作坊在教学内容上，意味着一种虚构情

境的创造。如何实现？首先，需要明确“虚构

情境”的内涵。一方面，虚构情境应源于现实，

即做到“在假定情境中热情的真实和情感的逼

真”［14］122。当教育对象为幼儿时，“假定情境”极

易变为成人视角的“逼真”。其原因在于幼儿

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以及其成长中有意的选择

性表达。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教师走进幼儿，

还原其生活情境。另一方面，虚构情境也意味

着对社会生活经验筛选后的创造。便需教师

对虚构情境做适当设计。怎样设计？通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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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角色内心转折的特定情境编排。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具身取向相关研究来

看，戏剧情境的编排也涉及到角色情绪情感体

验的强化，因为这类设计有利于幼儿理解内

容。例如，Kousta 的具身情绪假说认为知觉运

动经验对具体概念的理解重要，而情绪情感的

体验对抽象概念的学习更重要［15］。M. Po-

nari、［16］T C. Lund［17］等人则通过实验研究进一

步证实了此假说在幼儿概念学习中的有效

性。总之，从内容设计的逻辑思路来说，其设

计思路是依据“概念-角色情绪情感体验-情境

创造”的过程由内向外逐步扩充。

3.课程目的：生成思考

无论是创作取向的创造性戏剧或应用取向

的教育戏剧，本质的目标依然是唤起儿童的思

考。具身思潮中生成认知的研究支持了这一

观点。首先，生成意味着身体、大脑、环境的动

态耦合（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与共变）［6］。

Di Paolo 则指出生成包括“自主性、意义化、涌

现、具身和体验”五大内涵［18］。自主与涌现表

明是个体在与外界环境互动中带出了思考，而

这类思考往往会形成内隐知识，并引导个体实

现自我知识体系的构建。因此，根植于传统认

知的学科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被瓦解，知识产

生的伊始便包含着个体的生成与建构。这种

从生成认知凸显出的知识观与社会建构主义

理论融合、扩展，从根本上影响了课程/教学。

戏剧工作坊的主旨是思考，因为戏剧赋予了个

体空间沉浸于虚构情境中与他人相遇，这种相

遇虽有教育预设的痕迹，但更强调过程中思想

与行动的碰撞，实质是幼儿关乎自身经验的思

考后建构出的知识体系，并最终通达至个人层

面的意义，这便是“意义化”的产生过程。

综上所述，研究者将具身取向的戏剧工作

坊界定为：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已有的绘

本，使用创造性戏剧和教育戏剧等相关戏剧教

学策略，引导幼儿体验绘本角色及情节，激发

幼儿思考自身生活经验并展开相关概念主题

的创造。其特征包括延展身体的教学活动、情

境创造的教学内容以及生成思考的教学目

标。那么具身取向的戏剧工作坊与“儿童哲学

教育”结合又有何优势？

（二）戏剧工作坊与“儿童哲学教育”结合的

优势

1.教学目标具有趋同性

考察西方儿童哲学教育的三种典型取向，全

面且值得借鉴的是创始人李普曼提出的P4C模

式，该模式含有四维目标（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

维、关爱思维、合作思维），批判性思维是其核

心［19］。其后期发展又吸纳了存在主义、新实用主

义哲学的理念，加强了对关爱思维的重视。例

如，李普曼的助手安·夏普等研究者在2012年对

现阶段儿童哲学教育目标进行再总结，指出儿童

哲学教育（Philosophy for children）不仅是教儿童

思考的工具，而是帮助儿童认识某些含义，其终

极价值在于引导儿童通过对话反思获得生命的

意义［20］。

回顾本模式中戏剧工作坊的“戏剧”界定，更

符合“应用戏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在

打破以往涵盖“戏剧+教育”的各理论与实践范式

所形成的壁垒。在应用戏剧中，戏剧要素被界定

为“既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个结

果”［8］431。站在过程视角来看，具身取向戏剧工作

坊首要主旨便是唤起过程中的思考，其次包含创

造性思维、合作思维等。那么，具身取向戏剧工

作坊便与儿童哲学教育目标趋同。但儿童哲学

教育P4C强调的创造性思维在对话教学中较难实

现，因为对话是思想交流的碰撞，而创造性思维

更多与问题解决相结合。因此，二者虽目标趋

同，但实践偏向不同，若有效统合，效果最佳。

2.内容重构具有支撑性

西方儿童哲学教育的主题范围是逐步扩展

的。李普曼时期的哲理小说主要是对分析哲学

相关概念的重视。同时期的马修斯，将儿童哲学

话题与儿童生活经验做了更紧密地联系。例如，

其著作《与儿童对话》中包含了“快乐”“欲望”“勇

气”等话题［21］。在“成人与儿童一起做哲学”取向

（philosophy with children）中“小P哲学”将话题进

一步扩展，即“这些主题可以是个人或大家一起

思考的、学术性的或是实际生活中的问题”［22］。

反观我国开展儿童哲学教育所进行的本土改良，

有将儿童哲学教育（西方儿童哲学教材）相关概

念在学科知识中挖掘渗透的，也有将传统文化元

素与之整合的［23］。这些改良具有一定合理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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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我国幼儿园儿童哲学开展的教育内容，基本

采用西方儿童哲学教育绘本为主，绘本蕴含的文

化差异性便成为了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保

留绘本主旨的前提下，需要对绘本内容做一定程

度上的改编才能契合我国幼儿的生活经验。具

身取向的戏剧工作坊为儿童哲学教育内容重构

提供了改编思路。具体来说，教师重构的第一步

在于分析绘本主旨，拆解绘本结构—包含着“发

生”“发展”“高潮”“结局”；第二步则是进一步分

析绘本结构中事件中是否契合我国幼儿的生活

经验等；最后，结合幼儿生活经验、社会文化的经

验，搭建情境框架，进行内容改编。

3.活动设计具有扩展性

目前儿童哲学教育将对话教学视为其核心，

容易出现“假对话”的弊端。若与具身取向戏剧

工作坊结合便可以摒弃现有的对话教学的局限，

扩展其意义生成的情境。扩展有两种方式：一是

在对话反思后加入幼儿的创作，这样可以更全面

地展示幼儿多样思考的可能。也就是说，这种思

考不再局限于对话，所体现的乃是儿童哲学教育

的延续性，即幼儿以故事创作、绘画作品等多种

表征方式来展现儿童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二是

通过戏剧工作坊过程中设置的情境，营造的冲

突，将儿童哲学教育的思考导入其中，做到戏剧

工作坊与儿童哲学教育深度融合。总之，以上分

析可以看出，儿童哲学教育与具身取向戏剧工作

坊具有结合的可能性。

（三）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

学设计

1.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学目标

制定目标尚需结合幼儿阶段儿童哲学教育

的实践经验。例如，德国的卡塔琳娜·布拉洛·蔡

特勒对儿童哲学教育的解读是“一起澄清概念，

发展自己的观点并为其辩护”［24］20。瑞士的伊娃·

佐勒·莫尔夫认为儿童哲学教育是儿童“从经历

到的东西中引发出结论或假设，并借此通过不断

重复来佐证一种行为”［25］15。不难看出，这些观点

是对批判性思维这一目标作出适宜幼儿能力的

调整。因此，笔者认为具身取向的戏剧工作坊儿

童哲学教育模式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引导，唤起

儿童的反思，并且这种反思具备基础的逻辑性。

同时，包含了创造性思维、合作思维的培养。考

虑到关爱思维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故在本

模式中不考虑，详见表1。
表1 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学目标

一级目标

反思能力

创造性思维

合作思维

二级目标

目标1：幼儿能够对儿童哲学教育相关话
题展开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
目标2：幼儿能够反思儿童哲学教育相关
话题，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做出判断
目标3：在教师引导下，幼儿能够通过举例
子、理由论证、推理假设等方式支持自己的
观点

目标1：幼儿能根据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
教育对话进行简单的作品创作
目标2：幼儿能围绕戏剧冲突，合理思考，
创造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目标1：幼儿能根据戏剧情节，两人及以上
展开简单的即兴表演
目标2：幼儿能专注对话，合作推动儿童哲
学教育相关话题的发展

注：①创造性思维二级目标—“目标1依据戏剧工作坊

进行作品创作”，也是反思能力的显现。②合作思维二级目

标—“目标2专注对话，合力推动话题的发展”也能体现反思

能力。③合作思维的二级目标—“目标1：展开简单即兴表

演”也侧面反映创造性思维。

2.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学内容

本研究选择涉及“自我”这一概念的儿童哲

学教育绘本《画花格子大象艾玛》。选择是出于

对幼儿认知能力以及戏剧教学（包含戏剧教育和

创造性戏剧）结合适宜性的考量。同时，为了更

贴合我国文化背景，对原有绘本内容进行了改

编。最终改编内容由“自我”这一大主题，扩展为

“自我”“友谊”“梦”三个子主题。绘本内容改编

及缘由如表2。

表2 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学内容调整图

阶段

第一轮行动
研究（主题：
自我）

原作

花格子大象艾玛想
要变成普通颜色的
大象

原作内容分析

主旨是改变，通过对幼
儿经验的判断，认为“花
格子”大象不一定会诱
发幼儿思考“改变自我”

改编内容

1.角色：不一样的特征由
“花格子”变为“大耳朵”
2.情境：加入竞赛情境，

“不一样”的多种情绪体验

改编原因解释

1.“花格子”的特征较难通
过戏剧表达
2.对我国幼儿生活经验的
筛选，凸显竞赛失败后的

“伤心”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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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行动

研究（主题：

友谊）

第三轮行动

研究（主题：

梦）

大象艾玛通过一系

列办法尝试变成普

通大象，并最终失

败

艾玛发现还是原来

的自己最好，遂变

回了以前的花格子

故事内容是出于自身想

要改变，尝试失败后便

放弃了改变

故事内容是强调艾玛的

自我发现—自我改变—

自我不变

1. 角色：加入角色“小狮

子”帮助艾玛改变

2.情境：改变“大耳朵”的

探秘过程

1.角色：象爸爸、象妈妈

2.情境：“信任危机”加强

幼儿对角色自我变化后的

思考；“洗耳朵”加强幼儿

对“友谊”的理解

1.引入了“儿童哲学教育”

概念“友谊”

2.强调了“惊奇”的情绪体

验

1.由于改变而造成的质疑，

凸显“伤心”的情绪体验；在

小狮子帮助下，变回原来的

自己，“高兴”的情绪体验

2.引入了“儿童哲学教育”

概念“梦”，突出“惊奇”的情

绪体验

3.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学流程

澳大利亚学者 Josephine Fantasia、Laura D’

Olimpio致力于儿童哲学教育在幼儿中的推广。早

期其教学经验是通过戏剧表演活动与儿童哲学对

话进行衔接。近期逐渐将儿童哲学教育的对话融

入到戏剧教学活动之中［26］177-184。本研究借鉴其研

究经验和学者张金梅提出的戏剧工作坊相关教学

模式，将教育戏剧（DIE）和创造性戏剧整合，形成

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同时，在研判

内容的过程中，强化了情绪的体验性（见图1）：

暖身活动 绘本戏剧教学 角色塑造 情节创作 分享交流 作品创作

1.什么是梦？
2.梦是怎么来的？

“洗耳朵”“难过的艾玛”“节奏大师”

高兴
惊奇

伤心

暖身活动 绘本戏剧教学 角色塑造 情节创作 分享交流 作品创作

“奔跑的动物” “草原马拉松”
1.什么是不一样的自己？
2.喜欢不一样的自己吗？

友谊毛线球

高兴 伤心

第一轮

行动研究

实施

流程

设计

情绪

体验

设计

暖身活动 绘本戏剧教学 角色塑造 情节创作 分享交流 作品创作

1.什么是朋友？
2.人如何成为朋友？

“蘑菇林奇遇”“小狮子凯瑞”“藏宝箱”

惊奇高兴

第二轮

行动研究

实施

流程

设计

情绪

体验

设计

第三轮

行动研究

实施

流程

设计

情绪

体验

设计

图1 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教学设计流程图

二、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

整体性分析

（一）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实

践路径分析

1.本模式的融合路径分析

已有教育戏剧与而儿童哲学教育融合的先

例，但研究者认为该结合是教学法的整合，不是

以课程思维进行的融合。因此，研究者在理论部

分界定了戏剧工作坊的特征，尝试将教育戏剧

（DIE）与创造性戏剧做整合，在此基础上与儿童

哲学进行融合。路径分析的原则是通过该环节

设置会利于幼儿对儿童哲学教育相关概念思考

为依据。具体路径分析如图2。

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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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行动研究

绘本戏剧教学

“儿童哲学教育”融入环节 “儿童哲学教育”生长点 萌发来源分析

关于“失败”的看法

关于“自我”的看法反思与交流

绘画作品

绘本教学中幼儿的自发反应

教师启发式对话引导

幼儿主动思考

教师引导

幼儿自发反应“朋友”初遇即兴偶戏即兴偶戏

反思与交流

绘本戏剧教学

绘画作品

即兴偶戏

反思与交流

绘画作品

教师启发式对话引导

幼儿自发反应

关于“朋友”的理解

对“自我”的看法

关于“梦”的理解

梦与死亡的关系探讨

对“信任”的即兴表演

幼儿基于戏剧工作坊活动
主动思考

教师启发式对话引导

绘本教学中幼儿的自发反应

幼儿基于戏剧工作坊活动
主动思考

1.两个人怎么成为朋友？
2.朋友多好还是少好？
3.朋友是否会消失？

1.幼儿主动提问“爱好是
不是不一样的自己？”
2.关于“自我”的理解

第二轮

行动研究

第三轮

行动研究

图2 融入路径分析图

第一轮行动研究中，虽在绘本戏剧教学中

有生长点，但由于时间限制而无法有效支持 幼

儿，儿童哲学教育主要在“反思与交流”环节展

开；第二轮行动研究中，环节做了精简，但依然

在“反思与交流”中展开；而在第三轮行动研究

中，加强戏剧体验与儿童哲学教育的深度融合，

具有初步效果。核心的生长点扩展为“戏剧体

验”（包含即兴偶戏和绘本戏剧教学）和“反思与

交流”。

2.本模式的实施流程分析

将儿童哲学教育思考融入到幼儿的即兴表

演中，形成了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教学四

环节：“幼儿表演游戏-幼儿即兴偶戏-教师戏剧

绘本教学-反思对话”，详见图3。

暖身活动 绘本戏剧教学 角色塑造 情节创作

反思与对话
作品创作

绘本戏剧教学

绘本戏剧教学 即兴偶戏 表演游戏 绘本戏剧教学

反思与对话
绘画创作

绘本戏剧教学 即兴偶戏1 即兴偶戏2 绘本戏剧教学

绘画创作

表演游戏

反思与对话

第一轮

行动研究

第二轮

行动研究

第三轮

行动研究

图3 实施流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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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本模式环节与最初设计环节

有一定出入。具体原因如下：“暖身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使幼儿身心放松，肢体舒展，而幼儿在园

一日生活已具备了这种准备状态，故在第二轮行

动研究中便删除；“角色塑造”是通过限定性的教

学策略（如：坐针毡）以使幼儿理解该角色，但研

究者认为角色与情境无法分离，同时为了实现戏

剧与儿童哲学的深度融合，研究者提炼出“角色

塑造”的核心——角色体验与创造，根据现场实

践效果改良为“幼儿即兴偶戏”；“情节创作”是教

师通过限定教学策略（如：镜像画面）引导幼儿根

据某一情境，进行集体情境再创作。而通过现场

效果来看，研究者认为该环节的本质便是一定情

境下幼儿的“表演游戏”。因此，原有环节在三轮

行动研究过程中逐步清晰，最终形成了戏剧工作

坊“儿童哲学教育”教学四环节：“幼儿表演游戏-

幼儿即兴偶戏-教师戏剧绘本教学-反思对话”。

（二）教师具身支架策略分析

1.具身教学操作策略分析

细化的“具身”策略意味着身体及感知觉运

动经验，包含感官经验、肢体大运动经验以及手

势经验（见图4）。

第一轮

行动研究

具身性戏剧教学策略 表现形式 效果评价

1.视觉经验

2.肢体大运动经验

1.绘本戏剧教学

2.肢体式即兴表演

1.绘本戏剧教学中幼儿会主动思

考，提出问题，效果较好

2.肢体式即兴表演难度较大

1.视觉经验

2.手势经验

3.肢体大运动经验

1.绘本戏剧教学

2.即兴偶戏

3.表演游戏

1.视觉经验

2.手势经验

3.肢体大运动经验

1.绘本戏剧教学

2.即兴偶戏

3.表演游戏

1.绘本戏剧教学中幼儿会主动思

考，提出问题，效果较好

2.即兴偶戏中部分幼儿会生成新

的观点，效果较好

3.表演游戏有助于情绪体验

1.绘本戏剧教学中幼儿会主动思

考，提出问题，效果较好

2.即兴偶戏中部分幼儿会生成新

的观点，效果较好

3.表演游戏有助于情绪体验

第二轮

行动研究

第三轮

行动研究

图4 具身教学策略分析图

视觉经验的丰富化：在对原有绘本进行内容

改编后，在绘本创作上丰富了绘本角色表情、肢体

动作，幼儿从视觉上接受到更多来自角色的信息

以促进反思与创造。例如在“蘑菇蹦床”表演游戏

中，幼儿因为观察到绘本中坐着的小狮子，便提问

教师“图片里面坐着蹦，那可以躺着蹦吗？”

大运动经验的强化：在表演游戏中教师引

导幼儿对表演情境进行了设计，同时通过肢体

大运动感受绘本情境。例如，在第三主题“梦”

中设计了“洗耳朵”的情节以便幼儿在表演游

戏中体验与朋友交往互动乐趣，营造了发现是

梦的惊奇感。

手势经验的突出：创造性戏剧中即兴表演的

类型较多，包括哑剧，说故事，偶戏等，但从第一

轮行动研究来看，由于幼儿缺乏相关前期经验积

累，哑剧、即兴表演（肢体性）均难以展开，而即兴

偶戏降低了即兴表演的难度，幼儿只需使用手

偶、指偶进行对话。调整后，在两轮行动研究教

学实践也显示出较好效果。

2.具身情绪体验设计分析（见表3）

1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第2期

表3 情绪体验分析表

第一轮
行动研究

第二轮
行动研究

第三轮
行动研究

情绪体
验设计

情境描述

情境分析

情绪体
验设计

情境描述

情境分析

情绪体
验设计

情境描述

情境分析

高兴 伤心

“回到大象谷”（表演游戏）

教师提问引导幼儿唤起马拉松的
相关经验，幼儿在全员参与的表演
游戏中，体会到比赛的紧张刺激，
以及兴奋，高兴的基本情绪

“蘑菇蹦床”（表演游戏）

幼儿提问教师是否可以“躺着蹦”，教
师支持后，幼儿表现出兴奋、愉悦的情
绪体验

“艾玛回家”即兴偶戏

由于绘本故事涉及“信任危机”，幼儿

入戏，在后续的即兴偶戏中，产生了道

德情绪体验（移情）。例：“我昨天看到

你跟小狮子在一起的。”

“回到大象谷”即兴表演引导幼儿感受小象艾玛被同
伴排挤的情绪体验

教师A在不断加强被同伴排挤的感受性体验，而幼儿
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伤心”情绪下，萌发出了“移
情”的道德情绪体验

“蘑菇林探险”戏剧绘本教学

“蘑菇林探险”涉及发现艾玛耳朵消失的秘诀，幼儿
在这一环节中显示出极大的惊讶。例如：“我怎么没
在生活中找到这种神奇的颜料呢？”“老师，你能拿出
这种颜料吗？”

“洗耳朵”的表演游戏

表演游戏激发了幼儿

与同伴的高兴的情绪

体验，访谈中，幼儿提

到“真好玩，我们开始

在洗耳朵，后来就变成

了水上乐园。”

“艾玛的梦”绘本戏剧教学

幼儿在教师绘本戏剧教学

的引导下，提出了“不可

能，这怎么就是一个梦

呢？”，显示出幼儿的惊奇

伤心 高兴
惊奇

高兴
惊奇

（三）实践效果整体性分析

模式的建构最终基于原有教学模式的扩

展。因此，效果分析集中于该模式下儿童哲学教

育的有效性分析。由于本研究是一个大主题下

三个子主题的行动研究，因此，又以不同主题下

幼儿的表现为依据划分。

1.幼儿对“梦”概念有一定反思

在三轮行动研究中，部分幼儿对“梦”及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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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的“死亡”话题感兴趣。访谈如下：

Y：你最喜欢哪个话题呀？ C：梦…因为梦

神奇一点。

Y：现实世界没有梦中好玩？ C：嗯，有些梦

里我还变成了怪物，打败了哥斯拉。

同时，在教学活动中由梦扩展为“死亡”的话

题时显示出“轮回”观念。

Y：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说法“死亡是从梦里面

醒过来”，你们赞成这个说法吗？C1：梦里面我们

就回到天堂了。C8：天堂很美。

Y：为什么天堂就是美的？C1：因为天堂里面

有很多花花草草。C5：天堂里面有很多死掉的小

动物。C1：因为死掉不是真正的没救了，死掉就

是一直眯着眼睛，但是无法突破梦的。

Y：你的意思是你觉得死亡实际就是一直睡

觉在梦里了是吧？C1：是

Y：还有小朋友有不同的观点吗？C5：死就是

埋到土里。C3：死就是人没了…

绘画作品中显示大多数幼儿都认为“梦”是

美好的愿望，见图5。

奇
妙
幻
想

与
﹃
重
要
他
人
﹄
游
戏

（地球遭受外星人攻击）（自己与绘本故事里的角色一起冒险）

图5“梦”概念的幼儿绘画作品分析

2.幼儿对“朋友”概念有多样性反思

幼儿对“朋友”概念的反思具有多样性特

点。例如，在教学活动中，对“朋友是否会消失”

这个话题，幼儿都积极展开思考，在教师引导下

进行了“辩论”。

Y：你们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所以你们上幼儿

园的朋友还会联系吗？C8：会。

Y：那你们觉得朋友会消失吗？觉得会消失

的举手，不会消失的举手。

Y：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C8：我觉得朋友不

会消失，因为我们以后还可以上同一个小学。

Y：那再往后说，你们如果不上同一个初中高

中呢？C7：可以去他家里玩儿。

Y：我们来听听觉得朋友会消失的小朋友又

怎么说呢？C4：我觉得会消失。因为远了的话就

没有那么方便了。

Y：觉得不会消失的小朋友，他说远了不方便

了，你们怎么理解呢？C7：我的记忆很好的。C8：

我会记住他们的…

绘画作品分析则亦呈现出幼儿对“朋友”概

念的多样化解读（见图6）。
类型 作品 类型 作品

如何成为朋友

朋友多好还是少好 朋友是否会消失

想要与朋友一起
做的事（愿望）

混合类型：朋友
也会争吵

混合类型：害怕朋
友会消失后引发的
愿望

图6“朋友”概念的幼儿绘画作品分析

3.幼儿对“自我”概念反思相对单一

大部分幼儿都对“自我”这一话题理解较为

模糊。如下：

Y：相对来说，没那么喜欢的呢？C：“自己”

T：为什么没那么喜欢？C8：因为···嗯，该怎么说

呢？ T：你觉得有必要聊它还是没有必要聊？

C8：没有必要。

Y:你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啦？ C8：嗯

从教学过程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点。

Y：那你们有过像艾玛这样的经历吗？或者

你们有发现自己的不一样吗？

Y：比如XX，你就带着眼镜，你有觉得自己跟

别人不一样吗？

C6：没觉得呀。

受绘本故事及文化的影响，幼儿在绘画作品

中呈现出与他人互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不一

样。此外，有幼儿表达“不会画自己”（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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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交往发现不一样

的自己

同伴交往发现不一样

的自己

家人交往发现不一

样的自己

家人交往发现不一样

的自己

图7“自我”概念的幼儿绘画作品分析

值得指出的是，模式建构是基于自然情境教

学下，互动生成幼儿“儿童哲学式”的思考。因

此，包括“幼儿对梦的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幼儿对朋友概念的理解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幼

儿对自我概念的理解较为单一”的推论具有限定

性。

三、戏剧工作坊“儿童哲学教育”模式的

建议与启示

（一）实施本模式的建议

1.教师需具备开展本模式的教学能力

教师需研判儿童哲学教育与戏剧体验融合

的适宜性。例如，本研究中原有绘本角色表征

上的特性较难通过戏剧教学展开，研究者便做

了适当调整。同时，教师需要熟悉实施流程及

戏剧教学策略，即相应的流程包括“幼儿表演游

戏－幼儿即兴偶戏－教师戏剧绘本教学－反思

对话”。教师A也提到了“这个流程是比较清晰

的，只是说当老师拿到一个儿童哲学教育绘本

的时候，要选择在哪个环节具体使用什么教学

策略，是即兴偶戏，还是表演游戏呢？”此外，教

师需要掌握启发式教学的核心。仅仅熟悉融合

模式的流程还不够，究其根源“儿童哲学教育”

的对话是启发式教学。

2.教师可成为本模式的研究者

首先，教师可挖掘“儿童哲学教育”的生长

点。生成性意味着在自然情境教学下，对具有儿

童哲学教育思考性内容总结凝练出的提问与追

问。所以，该模式下的教学不能简单复制，而需

教师在展开本模式教学的过程中随时挖掘“儿童

哲学教育”的生长点。其次，灵活调整环节以实

现融合路径再探究。本研究的融合模式设计与

开发最终只是框架式结构，并非固定的环节流

程。开展“角色游戏”或“即兴偶戏”与儿童哲学

教育结合亦可探索。

（二）本行动研究的启示：本土化再建构

行动研究中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幼儿“儿童哲

学”式思考与西方儿童哲学教育实践经验有别。

实际上，西方儿童哲学教育受存在主义、后现代

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主题内容中包含了大量“人

与自我”相关主题的探讨，尤其凸显出对“自我意

义”的重视。例如，卡塔琳娜·布拉洛·蔡特勒就

指出“围绕着同一性主题的许多问题往往很受欢

迎”［25］。但从现场教学来看，幼儿对这一主题并

没有产生预期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

国幼儿自我意识教育的缺乏。实际上，最适宜

“儿童哲学教育”开发的模式是在自然情境教学

中寻求儿童哲学教育生长点，并以此为依托开展

绘本创作与戏剧体验，形成本土化模式。据此，

研究者针对未来可能主题，对幼儿进行了半结构

访谈。构想如下。

1.幼儿对在园生活蕴含的“儿童哲学教育”话

题感兴趣

首先，大部分幼儿认可学习是为未来生活做

准备的价值取向。例如，他们提到“我知道，小孩

子本来就要上学，不上学，学不到东西，长大后啥

也不认识”“如果不上学，就没有知识，你长大就

什么都不知道了。”其次，大部分幼儿秉持乐观态

度来看待在幼儿园中的“自由”与“规则”。例如，

“自由就是到处玩儿…幼儿园自由呀…不想学就

跟老师讲”“规则就是游戏的规则，有很多能做

的，有很多不能做的事…因为如果没有规则我们

就会受伤。”

2.幼儿对社会生活蕴含的“儿童哲学教育话

题”感兴趣

幼儿认为“工作”是为了赚钱。例如，“不然

不工作的话，哪里来的钱”“要赚钱，买好吃的，还

有买衣服”“为了给我们交学费，买房，买车，还要

为了给我们买食物，所以就要去赚钱。”需要注

意，以上内容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幼儿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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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规则”“学习”“工作”的看法。因为幼儿对这些

概念的看法势必受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

儿童哲学教育的反思既是“儿童的一百种语

言”，也是幼儿群体性的反思。这些反思可以小

到幼儿对生活世界经验的细微捕捉，可以大到幼

儿对时代症结的直观感受。在高呼“全面发展”

与“儿童权利”的当下，或许该模式的提出为儿童

哲学教育的实践落地提供了新的路径探索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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