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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啟迪，比教育更重要— 

《兒童故事與兒童劇》筆記 

(文章來源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1ca9a1d0101kotd.html) 

 上周日一大早就去廣東省立中山圖書館少兒部聽講座，香港木偶師王

添強 主講的《兒童故事與兒童劇》。 

 

  

 

 

 

 

 

 

   

  王老師自稱祖籍番禺，不過父親那一輩就已經是生在香港、長在香港

了，所以他的“普通話講得很普通＂，很多詞都需要猜測或是現場翻譯和

糾正，比如我至今都沒弄明白，他的外號是“鬍鬚超人＂還是“無須超

人＂，汗。。。仔細想想，應該是“鬍鬚超人＂吧，因為他還是很有些鬍

子的，呵呵~~~ 

    儘管如此，還是感謝王老師用普通話講課。其實在廣州，用粵語講也

無可厚非，對於香港人來說，講粵語會輕鬆很多，但我們這些“新廣州



資料來源：  www.kidstheater.org                                                                                                    歡迎友善列印 

 

‐ 2 ‐ 

人＂，聽起來可能就會很費勁了。所以王老師寧可自己費勁的這種精神，

必須贊一下！ 

    講座中，王老師經常用表演的方式，語音語調多變，肢體語言豐富，

生動活潑，現場笑聲不斷，很多小朋友都能堅持聽到講座結束，足見其吸

引力。整場講座分為兩個部分，王老師先向我們介紹了與兒童有關的戲劇

活動的類別、兒童劇的發展歷史和兒童文學等知識，之後播放了一些兒童

劇的錄影，可惜時間有限，原本計畫播放的錄影沒有播完，稍有遺憾。 

    講座一開始，王老師就說，我國的兒童劇與世界其他地方差異巨大，

很不一樣。但他沒有明確說哪個好哪個不好，只是請我們等他講完，看國

外兒童劇的錄影時，自己尋找中西方兒童劇的差異。我喜歡這種不用評判

來先入為主的方式，每個人心中都有一杆自己的秤。 

    在我看來，講座的大部分時間，王老師都用來向我們解釋各種與兒童

劇有關的概念，比如兒童戲劇活動、創造性戲劇、教育劇場、教育戲劇等

等。這些詞常常和兒童劇混淆，有礙于對兒童劇的理解。 

    首先看兒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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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對兒童劇的認識，關鍵要抓住“演給孩子看＂這個特點。“兒

童劇＂中的“兒童＂二字，是指觀眾是兒童。王老師說，我們選擇是否去

觀看一部兒童劇，要看看宣傳語主要是討好家長還是討好孩子。買票的是

家長，討好了家長，自然很多家長帶孩子去看，但這樣的兒童劇，孩子不

一定會喜歡，更不用說能達到感染和啟迪的效果。 

    兒童劇的演員，可以是成人，也可以是兒童，但大部分是成人。就像

兒童文學作家，都是成人，成人寫故事給孩子看，對孩子的成長更有幫助

作用。而孩子寫文章給孩子看，可能只是分享成長心情而已。 

    最後一點說，“不要讓年輕人參與過程中，產生不良的後果＂，王老

師舉了一個例子，國外有個兒童劇團有孩子來演出，但這些孩子每個人配

一個專門的老師，大家對孩子們的態度極好，不會有任何的責駡，孩子們

在這個劇團演出，能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照顧。 

    王老師問大家，家長送孩子去演話劇，是為了什麼？拍幾張漂亮的照

片麼？孩子登臺演出了，自己很自豪麼？但事實上，如果孩子和成人一起

演出，用對成人演員的態度和方式來對待孩子，會給孩子的心理造成傷

害，孩子本身是不快樂的。 

    聽到這裡，我又想起了那句經常問自己的話——孩子需要，還是你自

己需要？在育兒的過程中，常常要把這句話拿出來自問，不然，一不小心，

孩子就成了我們的裝飾品，而不是獨立的她自己。 

    很多人理解的兒童劇，其實是“兒童戲劇活動＂，也就是“由孩子演

出的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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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兒童戲劇活動，演員都是孩子，觀眾是誰，甚至有沒有觀眾，都

不重要，孩子才是主體。在排練的過程中，孩子們能控制自己的身心，得

到自我滿足和自我肯定，並能在不同的角色中找到自己，對認識自我很有

説明。 

    需要注意的是，讓孩子演戲劇，不是為了藝術，只是為了孩子當下的

成長。所以，不要給孩子壓力，不要提任何有關藝術的要求，只是讓他們

按照自己的理解去演繹，在鬆弛中發掘自己的長處和喜好。 

    王老師說，所有的孩子都有自己的強項，父母要做的，就是找到孩子

的強項，補足弱項，而不是要求孩子所有的方面都成為強項。王老師還有

一個理論，成功的孩子，一般都在 8歲前找到自己喜歡的事，然後在這件

事上關注和努力。所以，8歲之前的時光，可以用來找尋孩子喜歡的事，

8-12 歲，再培養孩子的勤奮和堅韌精神。因為是自己喜歡做的，孩子會自

願勤奮和堅韌。 

    接下來是“創造性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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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了這部分的介紹後，我笑了，這不就是我們小時候愛玩的“過家

家＂麼？幾個小夥伴自己分配角色，自己編劇本，自己找道具，演得不亦

樂乎，原來這就叫“創造性戲劇＂啊，呵呵。 

    組織孩子們參加這種演繹，主要目的是感染孩子，推動孩子，啟迪孩

子，而不是教育孩子。想起小時候“過家家＂，根本沒有想過對成長有什

麼意義和作用，只是覺得感興趣，覺得開心。但實際上，在“過家家＂的

過程中，我們嘗試了很多種角色，體驗了很多種心情，也練習了很多種生

活技能，這些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讓孩子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總是會有意想不到的收穫。 

    接下來是“教育劇場＂和“教育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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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劇場＂是專業演員在台上演著演著，即興邀請觀眾上臺演，不

一定與兒童有關。而“教育戲劇＂，常常用於課堂，有利於孩子的理解。

華德福教育中，就常常會用到教育戲劇，用戲劇的方式來啟發孩子，讓孩

子更好地理解故事，感悟道理。 

    這些名詞和概念，我們這些非專業人士似乎不需要弄得很明白，但瞭

解一下，對於陪伴孩子成長，還是挺有作用的。比如，孩子參加幼稚園的

話劇演出時，我們就算說不出這是“兒童戲劇活動＂，也會想起，哦，王

老師說過的，這種戲劇，不是為了藝術，不是為了扮可愛，而是為了當下

的成長，讓他們在演出的過程中認識自己，肯定自己。於是，我們就不會

給孩子提出各種要求，有合適的機會，還可以請老師也尊重孩子自己的理

解和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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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各種育兒理論學習下來，我們會發現，大道至簡，最根本的道

理只有四個字，以人為本。在育兒道路上，就是以孩子為根本，重視孩子

的感受，而不是自己的。 

    因為時間有限，題目中的“兒童故事＂，王老師沒能講得很詳細，寥

寥數語帶過而已。 

 

    這頁 PPT 下方的網址，是王老師很推薦的香港兒童劇方面的網站，我

還沒來得及進去看，據說很值得一看。 

    兒童文學，從最初的口口相傳的故事，到後來格林兄弟整理出了《格

林童話》，再到安徒生專門為孩子寫的童話，經歷了很長時間的發展。現

在的孩子是幸福的，從小就有眾多繪本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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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逃家小兔》，應該是每個有孩子的家裡都有的繪本吧。王老師

現場演繹了一番，自然是生動無比。但最觸動我們的，是他的提問，漁夫

要憑藉什麼品質才能抓到魚啊？觀眾回答，漁網，魚竿，老師說，這些都

是工具。要抓到魚，必須有耐心。 

    齊爸恍然大悟。回家路上告訴我，這次講座最觸動他的就是這一點，

讓他對繪本刮目相看，原來繪本不止是給孩子看的。這本看似簡單的《逃

家小兔》，我們給齊齊講了無數遍，玩過一問一答，玩過角色扮演，玩過

I SPY，自以為已經讀得很熟練了，自以為已經很理解故事想表達的無條

件的愛，卻沒有發現，每一種變身背後，還隱藏著一種優秀的品質。 

    我笑笑。同一本書，每個人都有自己的理解。我們自然不能在親子共

讀時告訴齊齊，你看，漁夫能抓到魚，是因為她有耐心。這多恐怖。但在

將來的日子裡，在遇到需要教導齊齊耐心時，我們可以提到這本她十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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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書，用她熟悉的故事，熟悉的角色，幫助她理解這種品質的可貴，繪

本的影響力，綿長深遠。 

    中間的《世界童話史》，王老師很推薦，作者來自浙江師範大學兒童

文學研究院。 

    最後，王老師播放了幾段國外的兒童劇。 

    看完幾段國外兒童劇的錄影後，我們發現，那些兒童劇都很抽象，比

如《醜小鴨》只是幾個大人的手上捏了一個鴨嘴，並沒有具體的小鴨子的

形象，但小朋友們一看鴨嘴，自然就會明白那是小鴨子。《青蛙王子歷險

記》只有一個人，兩個玩偶，所有的場景只是一本立體書，非常簡單。 

    這，就是中西方兒童劇的不同之處。我也帶齊齊看過兒童劇，十分具

體，每一個人物，每一個場景，真實得幾乎和現實世界無異。可是，這就

好麼？抽象的舞臺劇，更能激發孩子的想像空間吧？王老師呼籲，把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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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還給孩子。我們總是站在成人的角度，覺得太抽象孩子會看不懂，但事

實證明，孩子們能理解，他們看得懂，錄影中的那些劇碼，就演出過數千

場。 

    聽完講座後，我的腦海裡一直盤旋著一句話——感染、啟迪，比教育

更重要。有達人媽媽大力推廣在親子共讀中演繹繪本，之前我認為，演繹，

不過是在孩子太小，理解能力有限時，説明她理解書中的內容；在孩子還

沒有愛上閱讀時，增加閱讀的樂趣，讓她因為覺得快樂而喜歡閱讀。如今，

我家齊齊早已過了這個階段，所以我沒有把演繹加入親子閱讀。現在看

來，在演繹的過程中，孩子能得到的感染和啟迪，是僅僅傾聽所達不到的。

以後，還是要勤快一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