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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指导与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的关系，一直是众多研究者热议的话题。本研究围绕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与

教师指导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从而得出通过改善教师指导方法提高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的相应策略，以期为教师科

学指导幼儿戏剧表演游戏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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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Drama Performance Games
and Teacher Guidance in Senior Classes of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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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guidance and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drama performance games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among many research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quality of children’s drama performance
games and teachers’guidance in senior classes in kindergartens，and draw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l⁃
dren’s drama performance games by improving teacher guidance methods，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teachers to scientifically guide
children’s drama performance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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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戏剧表演游戏是指以故事为脚本，幼儿

借助动作、语言、表情等来扮演故事中角色形象的

一种游戏活动。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教师指导幼

儿戏剧表演游戏的研究日渐增多，一部分研究者

认为，教师设计指导的活动比幼儿自由组织的活

动更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会为幼儿提供更多的有

意义的学习机会，进而更好地促进幼儿的成长。

另一部分研究者指出，幼儿是游戏的主人，他们自

己发起、主导的游戏活动出于其需要，教师指导会

影响幼儿的游戏性。教师指导与幼儿戏剧表演游

戏质量有何关系，出现这种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教

师是否应该指导，以及如何指导幼儿的戏剧表演

游戏活动，是本研究主要探讨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及工具

（一）研究对象

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本研究随机选取了H

市42个大班，每班一次戏剧表演游戏活动，共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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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班戏剧游戏活动作为观察对象。为确保观

察与评价的科学性，本研究除在现场进行观察与

评分之外，还录制了幼儿戏剧游戏活动视频作为

参考及后续分析的依据。

（二）研究工具

1.《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评价量表》

本研究采用《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评价

量表》作为测量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的

研究工具。《量表》基于 Russ 的 Affect in Play

Scale（APS）设计。APS是专门测量幼儿戏剧表

演游戏质量的量表，共有结构性、细节、想象

性、愉悦性四个维度，国外相关研究已经证明

该量表的信度在0.74以上，具有较高的内部一

致性。但在本研究试测的过程中发现，APS也

存在一些缺陷，如：量表维度的表述与描述性

指标相关性较低；具体评分指标存在表述不清

晰的状况；个别维度并未采用李克特式五点评

分法，评分指标不统一。根据APS中存在问题，

本研究在保留了量表原有维度的基础上，做了

以下修订：

因量表第二个维度“细节”中的描述性指标

指向的是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性”，因而本研究

将“细节”修订为“表现性”，以便于研究者更加清

晰地界定评价方向。同时，该维度（表现性）中各

评分指标之间存在等级表述不清晰的状况，如“4

分指标”的操作定义是：“有多个维度的修辞”，本

研究在3分指标与5分指标的基础上将4分指标

中的“多个”改为“有3—4个维度的修辞”。“愉悦

性”中一共有四个评分等级，并不能全面反应幼

儿戏剧表演愉悦性现状，因此本研究增添了5分

指标“很愉悦，非常投入”。

运用初步修订好的《戏剧表演游戏质量评价

量表》对H市42个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视频进

行试测，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具有较高

的可信度；量表项目的 CR 值均达到显著差异

（p＜0.001），具有较好的鉴别度。为确保评分的

可靠信，本次评分由两位专业领域的研究者进行

了评分，两位研究者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r=

0.727，p＜0.05）。

2.《中国托幼教育质量评价量表（第三版）》

本研究采用李克建、胡碧颖的《中国托幼教

育质量评价量表（第三版）》子量表五“游戏活动”

中的“角色\戏剧游戏”评价中的“教师指导”项目

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观察与测量。经过多次试测，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系数为0.915，具有较高的

信度。

二、研究结果

（一）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整体状况

为了解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整体发

展状况，本研究应用spss对已有数据做了描述性

统计分析。从表1可知，大班幼儿的戏剧表演项

目总均分是3.22，处于中等水平。大班幼儿在结

构性上均值为3.71，处于“有一定的结构性，但没

有贯穿始终”的状态，这表明大班幼儿在表演中

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故事组织能力，但仍欠缺逻辑

性，与《3-6岁幼儿学习与发展指南》中的“能自编

自演故事”还有一定的差距，提升幼儿的故事组

织能力也是教师面临的一个问题。大班幼儿在

表现性方面均值为2.74，处于“有一到两个维度的

修辞表达，有一定感染力”的水平，说明幼儿有一

定的表演意识，但是缺乏相应的表演技巧及感染

力，从语言、语气、动作、表情、情感等方面去引导

幼儿是教师需要去关注的问题。幼儿想象性均

值为2.95，“有一两次简单的情节变化，缺乏想象

性”。愉悦性均值为3.5，幼儿的游戏总体处于“还

可以，但不算愉快、投入”的状态。
表1 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现状分析

结构性

表现性

想象性

愉悦性

项目总均分

N

42

42

42

42

42

极小值

1.00

1.00

1.00

1.00

1.25

极大值

5.00

4.00

5.00

5.00

4.75

均值

3.71

2.74

2.95

3.50

3.22

（二）教师指导现状分析

为了解教师在戏剧表演游戏中指导现状，

本研究使用《中国托幼教育质量评价量表（第

三版）》子量表五“游戏活动”中的“角色\戏剧游

戏”评价中的“教师指导”项目对研究对象进行

了观察与测量，并采用SPSS中的描述性统计方

法，对 42 个案例中的教师指导行为进行了分

析。从表2可知，教师在游戏活动中的指导的

均值为4.26，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教师对幼儿的

指导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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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师指导现状分析

教师指导

N

42

极小值

1.00

极大值

9.00

均值

4.26

（三）教师指导与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的

相关分析

为了解教师指导与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

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教师指导与幼儿戏剧表演

游戏质量做了皮尔逊相关分析。

从表3可知，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质量与

教师指导在总体状况上呈正相关，r=0.442，p<

0.05，幼儿的戏剧表演游戏受教师指导的影响。

从各个具体项目上看，游戏的结构性、表现性与

教师指导存在显著正相关（r=0.607、r=0.573，p<

0.05），即教师指导越多，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中

的结构性与表现性水平越高；但是幼儿在游戏中

的想象性和愉悦性与教师指导不存在显著相关

性（r=0.118、r=0.129，p>0.05），幼儿戏剧表演游戏

时的想象性与愉悦性受教师指导影响较小。
表3 教师指导和大班幼儿戏剧表演质量的相关分析

教师指导 Pearson

Sig.

结构性

.607**

.000

表现性

.573**

.000

想象性

.118

.459

愉悦性

.129

.416

总体均值

.442*

.003

注：*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三、分析与讨论

研究表明，教师指导与大班幼儿的戏剧表演

游戏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具体分析如

下。

（一）教师指导与结构性呈正相关

从研究结果可知，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中表

演的结构性与教师的指导呈正相关，教师对幼儿

的指导越多，表演游戏的结构性也越强，幼儿的

表演也越具有逻辑性。

幼儿园戏剧表演游戏是一种以故事为脚本

的游戏活动，表演内容涉及到起因、发展、高潮、

结局，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性。教师有意识地对幼

儿在故事结构方面进行引导，不仅会让幼儿有整

体结构意识，同时也能提升个体逻辑水平。因教

师对幼儿的指导较少，大班幼儿的戏剧表演游戏

在结构性方面也处于中等水平。本研究结果也

表明需要教师加强对幼儿戏剧表演游戏逻辑结

构性方面的引导。例如：在《小蝌蚪找妈妈》的游

戏中，幼儿表演停滞不前，教师提问：“小蝌蚪找

了鸭子妈妈之后又遇到了谁？”引导幼儿思考故

事的逻辑发展，在教师的提示之后，幼儿说：“是

鱼妈妈。”幼儿回想起了故事情节，在教师的引导

下，游戏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教师指导与表现性呈正相关

研究发现，教师指导与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

中的表现性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在大班幼儿戏

剧表演中教师在幼儿表现性方面指导越多，幼儿

的表现性水平越高。

戏剧表演游戏中的表现性是指幼儿通过语

言、声调、动作、表情等表现与塑造故事中的角

色，渲染表演情境，感染观众的一种表演能力。

这种能力的习得基于幼儿对故事情感、角色的理

解，而幼儿理解并表现出角色特点与情感建立在

幼儿对故事深度学习的基础之上，只有在教师的

帮助和引导下才能实现从一般性表演到生动表

演的跨越［1］。

（三）教师指导与想象性不显著相关

研究显示，大班幼儿戏剧表演游戏的想象性

均值为2.95，处于“有一两次简单的情节变化，缺

乏想象性”水平，与教师指导之间不显著相关。

幼儿戏剧表演想象性是指幼儿在表演的过

程中能够发挥联想与迁移，想象出新颖、曲折的

情节，让表演变得跌宕起伏，更有吸引力的一种

重要思维能力。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中缺乏自

主想象的意识，思维流畅性及迁移能力低都会影

响幼儿表演时的想象性水平［2］。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可能是缺乏教师指

导，只有个别教师在游戏中对幼儿想象性方面进

行了引导，大部分教师普遍缺乏对幼儿表演游戏

中想象性的引导。除此之外，还可能受幼儿表演

意识及联想能力弱的影响。首先，在以经典故事

为脚本的表演游戏中，幼儿认为按照绘本内容完

整表演出故事情节是戏剧表演游戏的任务，因而

并未对情节作更多的改编及想象，并在表演中相

互提醒：“你演的不对，故事里不是这样的。”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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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儿自主幻想性游戏中，可能受联想与想象力

不足的影响，幼儿在表演中情节转换能力较弱，缺

乏新颖性。如在幼儿自主幻想游戏《小花猫》中，

幼儿之间全程相互追赶，想象性水平较低。

（四）教师指导与幼儿愉悦性不显著相关

研究结果显示，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中愉悦

性水平处于“相对可以，但不算愉快、投入的状

态”，与教师指导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愉悦性是幼儿自发的

一种情绪状态，直接反应出幼儿对游戏的投入

状态及喜欢程度。教师的指导是否会破坏幼

儿在游戏中的玩兴一直是许多研究者争论的

话题。有研究指出，幼儿在混龄团体中游戏时

游戏性水平显著高于教师主导下的发展水

平［3］。也有研究者得出结论：成人指导的游戏

性水平高于成人帮助和幼儿自主探索的游戏

性水平［1］。本研究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原因可

能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游戏内容、同伴交

往、师幼关系、游戏氛围等。游戏内容本身是

否有趣，在开展过程中是否出现创造性的情

节，会影响到幼儿的情绪状态及投入状态［4］；同

伴之间能否默契配合，同伴中有幽默感的幼儿

都会影响到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中的情绪状

态；此外，整个游戏的氛围是否安全、稳定、有

趣也会影响到幼儿在游戏中的愉悦性水平。

四、教育建议

（一）采用多种策略，加强对结构性的引导

本研究结果表明，教师加强对戏剧表演游戏

结构性的引导，有助于提升幼儿戏剧表演游戏水

平。教师可以通过以下策略对幼儿进行引导。

1.将游戏主题延伸到语言集体教学中

戏剧表演游戏基于一定的故事展开，幼儿对

故事结构的整体把握是戏剧表演游戏得以开展

的前提。集体教学是根据幼儿的发展特点及水

平，以幼儿核心经验的发展为根本目的，根据一

定的教学目标、采用一定的教学策略与手段，有

一定时间作为保证的活动形式。将幼儿喜欢的

表演游戏内容延伸到语言集体教学活动中，可以

保障幼儿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了解故事情节及

整体结构，理清角色之间的关系，并达成基本共

识，减少游戏中的消极等待与无效沟通，提高游

戏的整体质量。教师可以在游戏活动中观察与

甄别幼儿的游戏主题，选择幼儿普遍感兴趣的、

适宜的主题作为语言集体教学活动内容，加强对

故事结构的引导，为幼儿戏剧表演游戏的有效开

展奠定基础。

2.借助多样结构图，理清故事逻辑结构

大班幼儿的戏剧表演游戏已经有一定的逻

辑性，但是还不能贯穿始终，这就需要教师搭建

多种支架，促进幼儿逻辑思维的发展。结构图是

一种借助线条、图示等将故事发展核心要点提炼

出来，将故事框架可视化的学习工具，有线性结

构的流程图、鱼骨图、竹节图，有放射状的章鱼

图、气泡图、大树图等。在游戏活动前期，教师引

导幼儿根据故事的内容，绘制适宜的故事结构

图，将故事结构可视化、简单化，强化幼儿对故事

逻辑的认识，帮助幼儿理清故事逻 辑结构，促进

幼儿逻辑思维的发展。

3.创设游戏情境，增进外在结构暗示性

戏剧表演游戏情境也是一种结构支架，对

幼儿的学习具有暗示、正向启动效应。创设与

故事关键情节相关的一系列环境，有助于激发

幼儿联想、回忆起故事情节，进而在游戏中轻松

掌握故事的整个结构，情节推进的脉络，角色之

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利用道具材料，根

据故事中涉及到的场景创设游戏情境，作为幼

儿活动的情境支撑。如在《三只小猪》的表演游

戏中，教师用了三个纸箱做的房子，分别创设了

老大、老二、老三家，三只小猪分别进了不同的

房子，大灰狼也分别去三只小猪家，逻辑清晰，

游戏质量明显较高。

（二）深入理解内容，增进对表现性的引导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在游戏中的表现性受

教师引导的影响，教师加强对幼儿表现性的引导

有助于提升幼儿的游戏水平。“情动于中而行于

外”，当幼儿深入理解了故事内容，与故事中角色

产生共情之后，更容易生发相应的行为表现。在

戏剧表演游戏活动前后环节，教师可以与幼儿一

起讨论故事内容，充分地理解与感受故事的整体

情感基调、角色的性格特点及心理活动，唤醒幼

儿已有的情感经验，激发幼儿内在的情感，与角

色产生共情，让幼儿从语言、动作、表情等多个方

面去思考在故事的不同情境下角色该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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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让幼儿尽情释放与表达，让表演更有情感

张力、感染力。如在《第二块蛋糕》中，教师在幼

儿游戏结束之后，与幼儿共同讨论牙疼时的表现

与感受，引导幼儿回忆已有经验，在教师的引导

下，幼儿纷纷捂着嘴巴，嗷嗷大叫，有的还满地打

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牙疼时的语言、表情、动

作，幼儿的表现性水平明显增强。

（三）提供多种支持，重视对想象力的关注

幼儿戏剧表演游戏主要目的是让幼儿用戏

剧的方式去思考、去体会、去创新［5］，因而幼儿在

表演时的想象力是影响戏剧表演游戏质量的关

键因素之一。本研究显示，大班幼儿在游戏中的

想象力水平较低，“有一两次简单的情节变化，缺

乏想象性”，提升幼儿在游戏中的想象力水平，是

教师需要去关注的问题。

教师可以在游戏前后或是游戏无法开展下

去的情况下引导幼儿发挥想象力，创编、改编、续

编表演内容：首先，给幼儿提供情感支持，赞赏和

支持幼儿在游戏活动中的创造性行为，让幼儿知

道即便是表演经典故事也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

培养幼儿在戏剧表演游戏中发挥想象力的意识；

其次，给幼儿提供思维支持，与幼儿进行头脑风

暴，发挥想象力，从不同角度去续编、改编、创编

故事，降低幼儿思维出现空洞停滞的状况，让游

戏变得复杂、有趣、有挑战性。

（四）营造宽松氛围，提升幼儿的愉悦性

有研究指出，幼儿会敏感地感受到成人的情

感状态，并相应地调节自己的行为［6］。教师在幼

儿游戏时以评价者的姿态高控幼儿的游戏行为，

有可能会给幼儿内心带来紧张感，抑制自己真实

的想法，改变真实的游戏状态，让幼儿在游戏中

变得被动，缺乏幽默感。这就需要教师在幼儿进

行游戏时，根据幼儿的游戏状态适时适宜介入或

退出，减少对幼儿游戏氛围的干扰，给幼儿更大

的空间去表现与表达；同时，在日常生活对话和

游戏中与幼儿建立尊重、民主、平等、关爱、轻松

的师幼关系，为幼儿营造宽松的游戏氛围，让幼

儿在面对来自教师的场域时没有过多的紧张感，

依旧能够自主、自由忘怀地去释放、体会游戏带

来的快乐；在每次活动之后及时与幼儿交谈，引

导幼儿对游戏时的愉悦性及幽默行为进行反思

评价，让幼儿学会关注自己的感受，也有自主营

造快乐氛围的意识，进而在游戏中成为富有快乐

创造性能力的游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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