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士论坛回顾‖易娟老师工作坊精彩回放（绘本：《夜黑黑》）

第 二 届 骑 士 论 坛 导 师

易   娟

导 师 简 介

南京市第二幼儿园高级教师，擅长儿童音乐、戏剧教育与儿童戏剧创作；

从教26年，成立“易娟戏剧工作室”，是南京市教科所“十一五”、“十二五”课题主持人；

曾获“南京市鼓楼区青优”、“区学科带头人”、“万全教科研引领奖”、“南京市鼓楼区赛课一

等奖”等荣誉。

 

专家工作坊之 易娟老师 

戏剧运用于绘本教学

案例：绘本《夜黑黑》 ‖  学前

 

原创  2017-12-20  骑士论坛通讯员  骑士D订阅号



文中提及的部分范式（convention）

抱抱好人数   幼儿在场地中散步，当听到教师喊出一个数字时，幼儿需立即凑足与数字相同的人数，然后抱在一起。
观点与角度   教师组织幼儿针对某一问题或现象提出不同的观点（一般是五种或以上），并请幼儿根据自己的看法选
择代表不同观点的位置站立。幼儿站好后，教师选取一些幼儿访问，了解他们的想法及选择。
魔法照片   幼儿在“定格画面”的基础上再为自己的角色加入少量的动作和台词，让其他幼儿观察他们设计的游戏是
如何开展的。
旁述默剧  幼儿按照教师的指令分配角色，然后合作把故事用肢体动作表演出来。教师也可以请幼儿合作运用身体拼
合不同场景与物件。    
故事棒   师幼围站成一圈，教师根据幼儿的讨论，即兴创作一段故事。一边讲故事，一边邀请某个或几个幼儿站在圈
中，以默剧的方式演绎故事情节。教师适时发出提示幼儿开始和结束的指令。然后教师继续讲故事，邀请另外一些幼
儿出来演绎后续故事。         

参考文献：王添强，《儿童绘本戏剧教育活动案例 4-5岁》，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文末附骑士微店购书链接

写在前面

第二届骑士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近300名教育戏剧教师和对教育戏剧有兴趣的教育工作者共聚深圳，

交流和探讨在教育戏剧实践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疑惑。

专家工作坊更是提供了非常好的与教育戏剧专家们面对面学习交流的机会。

12月2号下午，我参加了易娟老师主持的工作坊——戏剧运用于绘本教学（学前阶段）。

专 家 分 享
 



在工作坊正式开始前，易娟老师首先阐述了她对“教育戏剧”的理解。

结合自己数年来从事幼儿教育及教育戏剧教学的经验，老师分享道：“教育戏剧”中的“戏剧”并不

是以舞台表演作为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以戏剧作为教学手段的教育活动，重点落在教育上——

是“通过戏剧”的教育。

教育戏剧是一种体验式的教学活动，教师通过创设戏剧情境，引导学生全身心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其

学习渠道和学习形式的多样化，可以实现因人而异地去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从而帮助很多在学习中

缺乏主动或在某些学习领域有障碍的孩子。

01 暖身——在游戏中巧妙递进

在与老师们简短地互相自我介绍后，令人期待的易娟老师工作坊正式开始啦！

易娟老师结合她的音乐教学特长带领大家做音乐律动的暖身活动，不仅注重变化游戏的节奏（如使用

慢、渐快、快等不同的节奏）和更换游戏的形式（问好、抱抱好人数、123木头人、定格画面等），同

时还从老师教学的角度诠释了“动作渐进的五要素”。

循序渐进原则

“所有教学活动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循序渐进，也就是要对教学任务进行分析，根据幼儿接

受程度，作难易的升降级处理。”待老师们知晓这一点后，易娟老师为我们示范如何循序渐进地进行

动作教学。  

例如，老师展示模型一（2个八拍的左右手交替动作）和模型二（2个八拍的左右手与头和身体的协调

动作），启发我们：“如何在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动作难度呢？”

动作渐进五要素

老师们各抒己见，经过易娟老师的引导，大家最终达成共识——通过5个不同的层次来实现递进： 

1、加快动作的转换频率；

2、动作模型变大（模型一+模型二）；

3、增加身体参与维度（包含方位的变化）；

4、参与游戏人数的增加；

5、增强动作合乐的精准水平。

暖身活动中最火热的部分要属“123木头人”了！老师们在变成“木头人”后，易娟老师开始与“木

头人”们互动，摇一摇“木头人”的胳膊、拍拍他们的肩膀……

接着，老师开始解冻木头人，赋予他们生机——扮演一个角色并说一句介绍自己角色的台词。大家开

心地玩成一片，逐渐消除了刚开始做自我介绍时的拘谨。

这时，易娟老师耐心地解释说：“在与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老师适当地加入与幼儿的肢体与情感的

互动，孩子们会很开心，有利于激发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02 研习——音乐变换中的奇幻体验

在研习部分，易娟老师通过绘本PPT和背景音乐引出《夜黑黑》的故事。不得不佩服，易娟老师选择

音乐和讲故事的能力都非常强。在诡异神秘又有些俏皮的音乐背景中，易娟老师缓缓地讲述故事，很

快就把参与者带入了戏剧情境，然后抛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方丹会在深夜里在森林里走来走

去”？

现场老师们开始头脑风暴。在易娟老师的鼓励中，越来越多的答案涌现出来：梦游、丢了东西出来

找、去一个神秘的地方、离家出走、试胆量、找家长、探险、追月亮……

这时，老师提示我们：孩子回答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类似线索的答案，比如一个小朋友说小

狗丢了，就会出现“小猫丢了”、“玩具汽车丢了”等相似的表达。

作为老师，要尝试帮助孩子归纳问题并拓展新的思考线索，比如“除了丢了东西，去找东西，还有其

他的事情吗？”这样可以为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提供思路引导。





老师们自己体验“故事棒”的魔力

故事棒，魔法棒！

接下来，易娟老师会带领大家做什么呢？只见老师从讲台上，拿出一支“魔法棒”，她一边根据刚才

大家提供的线索即兴编故事，一边用“魔法棒”轻轻点击老师的头顶，点到谁，谁就走到中间即兴表

演故事。整个过程类似于旁述默剧。

老师介绍，“魔法棒”其实是“故事棒”。老师在对幼儿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与被点到的孩子，有眼

神的交流，还有，要注意观察哪些孩子是胆怯的，退缩的。尤其要注意的是，点选孩子参与的顺序

——建议在实践教学时，先请准备比较充分，个性比较大胆的“高级榜样”，然后在同伴“榜样”的

作用下，会带动其他个性内向的孩子来参与。

这时，若能辅以老师鼓励的眼神，会激发孩子参与的动力，对即将被邀请加入扮演，充满期待哦！

通过易娟老师的示范，老师们初步了解了“故事棒”的用法。接着，全班被分成4个小组进行练习。

大家在有了这支神奇的“故事棒”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了——不论是演的老师，还是手握“故事

棒”讲故事的老师，都认真地投入到这场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活动中，现场洋溢着此起彼伏的欢笑声。

魔法照片+观点与角度
体验充分发挥想象和思辨的快乐

随着背景音乐的变换，老师继续讲故事并提出问题：“方丹在森林里走着，他可能会看见了什么呢？

听见了什么？摸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



真想不到，绘本还能这样玩！

这四个问题，充分调动了我们的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又是一番激烈的头脑风暴。这一

次，老师选取了魔法照片的范式，来表现出刚才老师们的奇思妙想。

音乐再次变换，易娟老师旁述：“方丹正在走着，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依次遇到狼、老虎、大鳄

鱼）方丹吓得躲在树洞里一动也不动……方丹摸到树洞里有一扇门，门把手就在眼前，如果你是方

丹，你会推门进去吗？”

老师们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易娟老师根据大家的表述，写出5种不同的选择，并再次提问：“如果

你是方丹，你会选择什么观点与角度呢？”这一次，老师们开始有些不坚定地站队。有的老师选择

后，会看看周围同伴的选择。

易娟老师鼓励我们说：“不用观望别人，也不用顾虑自己选择的对与错，每一种观点和角度都值得尊

重，只要你有充分的理由就好哦！”易娟老师的鼓励起作用了，大家开始各自找到自己的立场，并积

极陈述自己的理由。 

即兴角色扮演

强大自我 方能吓跑内心的恐惧

经历了观点与角度的思辨体验后，故事继续往下进行，老师引领我们为方丹想办法：“如何赶走心里
的害怕呢？”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决定，两两结伴扮演一个比大野兽更厉害更恐怖的大怪物来吓跑
大野兽。为了让大怪物更有威慑力，大家决定做一个大怪物面具。

一拿到材料，老师们就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设计、改稿、制作、加入台词……这么多人帮助方丹，

相信一定可以赋予他勇气和力量，勇敢面对漆黑的夜晚。老师们充分发挥创意，教室里装满了各式各

样色彩缤纷造型奇特的大怪物。

易娟老师带领大家一起上阵，森林里（教室里）回响着各种可怕的怪物声音，和老师们的欢笑声融合

在一起，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  滑动查看下一张图片  >>
 

肺腑之言

本以为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却见易娟老师请出今天的主角方丹（绘本封面的图片），让我们每个

人，都对方丹说一句话。鼓励的，祝福的，充满母爱的，正能量的…… 

方丹，《夜黑黑》，并不可怕，只要想办法，就能积攒勇气，勇敢面对黑夜的恐惧哦！

导 师 启 示 录



同样的故事，有没有不一样的处理方法呢？

在工作坊即将收尾的时候，易娟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还是以《夜黑黑》作为案例，有没有除了

刚才为大家呈现的教学模式之外的戏剧教学模式呢？”

基于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易娟老师为我们解读另一种教学模式——“过程戏剧”模式（Process

Drama approaches）：

过程戏剧中戏剧矛盾冲突更集中，幼儿在活动中角色感更明显，体验更强烈，作为现场展示课，更加

流畅充满戏剧张力。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样的高能活动对幼儿心灵震撼也比较强烈，并不适合常态教学，因为儿童还

是需要理性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日常生活的。

过程戏剧模式一月一次或者偶尔进行就好了。

 

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老师只能简短讲述她心中对“过程戏剧”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为在

场的老师们开启了另一段好奇心探寻之旅。 

背 景 知 识 链 接



教育戏剧的主要教学模式 
by 王添强老师

 

1 戏剧教育模式

Learn ing about  Drama Approach 

2 戏剧渗透学科模式 

Learn ing through Drama Approach

3 第三者解决问题模式

Mant le  of  the  Expert  Approach

4 自我成长模式

Learn ing about  Se l f  Through Drama Approach

5 角色情境模式

Role  Drama Approach

6 过程戏剧模式

Process  Drama Approach

7 故事教学模式

Story  Drama Approach

更多教学模式及实践教学方法，参看2018年1月即将出版，由王添强老师领衔编写，深圳

骑士教育&明日艺术教育联合编著的新书：

《戏剧教学法：小学教案与实务》  

文末附骑士教育微店链接，新书火热预定中……

03 疏松活动——随乐起舞多快乐

最后，对音乐教学有着独到见解的易娟老师，在工作坊快要结束的时候，用轻松愉快的《以色列三人

舞》，为我们舒缓了刚才参与《夜黑黑》故事带来的紧张气氛。

易娟老师的工作坊，就在这样快乐的笑声中，进入了尾声。



 小记者感言

易娟老师的教学，处处体现出作为一线教育戏剧工作者，对教育的思考和对孩子们个体差异的理解和

尊重，更折射出老师对待孩子的关爱。

她不仅从示范的角度给我们呈现了如何用戏剧的手法解析绘本，更无私分享了自己的从教体会，引领

我们这群老师，更清晰地尝试去接近“教育戏剧”，更关爱我们所教育的儿童。

很感谢易娟老师带来这么专业、这么接地气的工作坊。同专家面对面学习，受益匪浅。

（通讯员：段甜甜   任艳         编辑：段甜甜）



骑士论坛专家工作坊回顾系列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王添强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朱曙明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吴青烨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易娟老师课堂实录（本篇）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招凯颖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黄浩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何浩源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陈岑老师课堂实录

骑士论坛丨展示课老师课堂实录系列

人 美 也 要 多 读 书

长按下方二维码，进“骑士教育”微店下单
《儿童绘本戏剧教育活动案例 4-5岁》

更多新书，微店火热预售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5NDA1OTkxNQ==&mid=2247484028&idx=1&sn=2cb501f4134fa62c690c96b5476de46e&chksm=fe07b598c9703c8ea90417b15a96a45fa746a4763a55ea3fb2477c68e67fea225bd31ba94ad6&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5NDA1OTkxNQ==&mid=2247484028&idx=2&sn=8b81019434b9fe6a7a52bd2bf3314273&chksm=fe07b598c9703c8e54f485de65f6c20c2bb9f24b6aa5c53740a3e6ce0c01e136fa908aa5c41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5NDA1OTkxNQ==&mid=2247484078&idx=1&sn=59407c16d879ef910f042be1e614235a&chksm=fe07b54ac9703c5c6351395ee1d4b9634be02da87fcce394eb469cbcd45790da6b4cd5f5948d&scene=21#wechat_redir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