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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说明文

说明文，是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必要媒介，在科技飞速进步、创新层出不穷的今天，说明文越来超越

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和实用价值，与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相当密切，成为应用范围最广的问

题；无法快速准确地阅读理解说明文，就相当于看不懂世界、甚至无法立足于现代社会了。

所谓说明文，就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来解说事物、阐明事理而给人以知识的文章，它通过对实体事

物的解说，或对抽象整理的阐释，使人们对事物的形态、构造、性质、种类，成因、功能，关系或对事理

的概念、特点、来源、演变、异同等有所认识，从而获得相关知识。

常常听到老师和学生抱怨说，说明文大多枯燥无味、不好教也不好学——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克服对说明

文学习的抵触心理、从内心深处认可说明文的重要性，并在更加活泼轻松的课堂上、积极主动地获得“阅

读和写作说明文”这个重要技能呢？

于此，教育戏剧低调登场了。让我们一起来围观黄浩老师如何启发老师们基于说明文文本带领学生开展戏

剧活动、在戏剧活动中贯穿说明文教学、最终将教育戏剧与说明文教学完美融合在一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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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运用于说明文教学
专家：黄浩

文本：《一幅名扬中外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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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多所教育戏剧实践校一线教学

拥有丰富的课堂实操经验

学习趣味和热情？小case！



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学生尽快打开思想和心灵、迅速进入学习状态，向来是教育戏

剧最擅长的。无论是多么枯燥的文本，只要以戏剧游戏一启动，学生的“小宇宙”马上会被激活。那么，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课堂上，我们可以开展哪些戏剧游戏呢？

在最基础的【节奏步行】和打招呼的沟通游戏中，黄浩老师结合文本《清明上河图》的时代特征和画面内

容，让大家在打招呼的时候，分别使用中国古代人、现代人、欧美人、非洲人等不同的打招呼方式，代入了

民族和时代文化元素，为课程的进行埋下伏笔。

【身体猜字】游戏环节，黄浩老师让大家将课文中的生字提取出来——择、汴、摊、贩、驴、悠、溜、乘、

拽、扰等，用鼻子、肩膀、手脚甚至舌头来写（要注意笔顺哦）会不会更容易被记住呢？

在戏剧游戏【案发现场】中，以6人为一组，分为ABCD四组。由A组做定格画面，给B组观察一分钟，在B组

同学离场或合上眼睛后，A组在一分钟内转换10个动作及位置，由老师记录。记录完成后，B组睁开眼睛，用

一分钟逐一猜出，猜对一个得一分。其他小组轮流定格及观察，最后评出哪个组别得分最高。【案发现场】

游戏的进行，让老师们熟悉了游戏规则，对后续戏剧活动的开展做好了铺垫。

戏剧游戏并不仅仅用于课程开始的暖身哦。在课程中间或结尾时，都可以用来起到承上启下、调动及舒缓情

绪之用。在课程尾声，黄浩老师就带领大家进行了“清明上河图版”的【动感口号】游戏。在这个游戏中，

大家分别用正常、快、慢的速度集体用《找朋友》的曲调，唱出歌颂《清明上河图》的诗句“历经风雨八百

年，繁华古都在眼前。千姿百态众生相，尽在绵绵画中间”，加上动作后，成为一个仿佛“啦啦队”的“动

感口号”，在这个环节中，老师还进一步要求每组必须有上下高低、交叉换手、转圈旋转的动作……在歌声

中，老师们对3个小时的工作坊加深了理解和记忆，仿佛“过电影”一样。 

说明说明，“说”而后“明”！



如果说戏剧游戏是“前菜”和“饭后甜点”，那围绕《一幅名扬中外的画》的主题活动，就是这场大餐

的“主菜”了。首先，我们来朗读一遍课文吧。

《一幅名扬中外的画》课文

        北宋时候，有位画家叫张择端。他画了一幅名扬中外的画——《清明上河图》。这幅画长528厘米，高24.8厘米，画的

是北宋都城汴梁热闹的场面。这幅画已经有八百年多年的历史了，现在还完整地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 

        张择端画这幅画的时候，下了很大的功夫。光是画上的人物，就有五百多个：有从乡下来的农民，有撑船的船工，有做

各种买卖的生意人，有留着长胡子的道士，有走江湖的医生，有摆小摊的摊贩，有官吏和读书人……三百六十行，哪一行的人

都画在上面了。 

        画上的街市可热闹了。街上有挂着各种招牌的店铺、作坊、酒楼、茶馆……走在街上的，是来来往往、形态各异的人：

有的骑着马，有的挑着担，有的赶着毛驴，有的推着独轮车，有的悠闲地在街上溜达。画面上的这些人，有的不到一寸，有

的甚至只有黄豆那么大。别看画上的人小，每个人在干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最有意思的是桥北头的情景：一个人骑着马，正往桥下走。因为人太多，眼看就要碰上对面来的一乘轿子。就在这个紧

急时刻，那个牧马人一下字拽住了马笼头，这才没碰上那乘轿子。不过，这么一来，倒把马右边的两头小毛驴吓得又踢又

跳。站在桥栏杆边欣赏风景的人，被小毛驴惊扰了，连忙回过头来赶小毛驴……你看，张择端画的画，是多么传神啊！ 

　  《清明上河图》使我们看到了八百年以前的古都风貌，看到了当时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课文中，最有意思的“北桥头”情景是课文中最有趣的一段。黄浩老师采用【定格画面】的戏剧范式，要求

大家分组还原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案发现场”，分组看图做好定格画面，重现文章当中“一个人骑

马，正往桥下走，因为人太多，眼看就要碰上一乘轿子”的一刻。

随着黄浩老师喊的“3、2、1，定格！”老师们轮流到教室中间摆好了pose，瞬间把画面中的北桥头搬到了

课堂上。有的老师扮演了骑马人、有的扮演轿子里的大家闺秀、有的扮演受惊的驴子、还有的扮演“吃瓜群

众”……当然，还有的老师扮演的角色让人莫名其妙啦（哈哈）。这时，黄浩老师请坐在下面的老师，上台完

成【思路追踪】的范式——

“如果大家看不到这个画面，请你仅仅用语言向大家精准描述以下内容——1、你在这个画面中看到什么？

2、这个人的形象、神态、姿势如何？3、据那你的推测，这个画面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4、大家的情绪如

何？”



这个任务好像不是很难，但老师们发现，真的接受挑战之时，还是颇有难度的。是啊，如果大家都看不到某

样东西，而只有你能看到、最了解，而大家必需你的转述才能了解这样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做到客观、

精准、最大限度地表情达意？ 

大家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说明文的本质吗？在这个过程中，不正需要运用“方位说明”、“数据说

明”、“打比方”、“摹状貌”等说明文手法吗？

而后，黄浩老师还带领大家进行了【电视直播】。具体流程是，分若干组后，其中一人扮演电视台记者，其

他人抽签扮演《清明上河图》画中的农民、船的船工、生意人、长胡子道士、走江湖的医生、小摊的摊贩、



官吏、读书人，以各人不同的身份，扮演并讲述事件发生的情况。记者“采访”完这些人后自行作出总结。

排练三分钟后，由记者和这些画中人一起进行【电视直播】，每组直播时间两分钟。

直播不是抒情，直播是叙事、更是说明。在这个范式中，大家会发现，对历史背景、不同职业的人物特征、

画面中的服饰特征及百姓日常生活的了解，都是完成任务的基础。而阅读和提取课文中的关键信息，有理有

据、有逻辑地组织语言，牢牢抓住“说明对象、说明特征和描述（说明）顺序”三要素，严密准确地阐明观

点并考虑电视机前观众的接受程度……也都是直播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戏剧在语文课堂的综合效用

在课程的后半段，黄浩老师拿出一幅真的《清明上河图》，让老师们分组上前观察，挑选画卷内不同场面，加

入动作、台词及行动始末，进行【片段扮演】，排练五分钟后，每组演出两分钟，精彩纷呈。



在课程的最后，黄浩老师为大家总结了，为何戏剧手法可以运用于说明文教学、这种渗透学科的课程是在哪些

发面发挥效用的、戏剧元素的加入对学生知识学习之外还有哪些帮助？ 

通过游戏，学生可以学会……

戏剧游戏是戏剧课程的基础部分，通过游戏活动的开展，学生可以有意识地学会主动地聆听、与人分享、与

人合作、学习如何利用空间和遵守规则等。这是传统讲授型（而非互动型）课堂的短板。

戏剧是如何协助进行语文教学的？

黄浩老师指出，重复性的训练对于语文学习很重要，但是很容易让学生觉得枯燥。与之相反，学生却会享受

在游戏中的反复训练。学生会享受在某一指令下，作出相应的动作或语言反映的刺激；对于新的词语，如动

词——可以通过肢体扮演动词内容去理解与学习，趣味盎然；有的时候，学生只需要聆听或回馈就可以学习

语言，但有的时候，他们则需要通过反复练习或通过自发主动地体验，才能理解语言的内在含义。

戏剧中的律动唱游：艺术的融入

戏剧课堂中，经常会“载歌载舞”。唱歌的时候，通常需要动作配合——学生可以边唱边做动作；歌曲（特

别是儿歌）有十分明显的旋律和节奏，老师们可以根据歌词内容改编动作，甚至根据故事文本创编新的歌词

与动作；有节奏的语言（歌词），有节奏的动作，可以让学生大幅减少枯燥的不断地重复语言训练，转而享

受其中。

戏剧运用于说明文教学的关键要素

当我们把戏剧运用于说明文教学中时，以今天的《一幅名扬中外的画》之教学为例——学生在课程推进的过

程中，首先，会自然而然地对文本进行理解、运用和创作。理解什么？理解画作的历史背景、人物特征、服

饰特征和市井风貌；运用什么？运用课文的信息、运用画卷中其他画面的信息；创作什么？创作赞美画卷的

诗歌和律动口号等。

第二，他们会描述和扮演文中的“特写内容”，会学习到说明文的三要素、学到描述的三个层次。

第三、在整堂课结束时，老师会发现，学生的“听”（聆听-主动回应、演出-观众），“说”（讲述、扮演、

台词），“读”（读文、读图）和“写”（书写、描写、写作，可以安排学生相关课后作业）都得到了训

练。



Q&A

问

黄浩老师，具体到我们一线语文课堂中，更多的是将教育戏剧作为手段，去教学生说明文的知识点，
没办法像这样把戏剧活动贯穿始终。另外，我需要教会孩子说明文的方法——列数字、打比方、举例
子……这些如何在戏剧过程中教学？

答

师训工作坊与一线课堂不同。工作坊面向老师，时长3个小时，所以我为大家介绍了十几个范式技巧；
而一线课堂面向孩子，时长40分钟。一堂课下来，一般运用2-3个范式已经非常不错了。而需要注意的
是，所有戏剧手段的运用，必须围绕这堂课的教学目标和实际情况进行。另外，我们完全可以在戏剧
活动过程中设计加入说明文方法学习的环节——如，当一位学生定格画面为一座石拱桥，请另一位同
学用列数字或打比方的方式向大家介绍这座桥的结构和特点。知识学习的部分，老师完全可以照搬原
来的教学方法不变，而以戏剧作为渗透、辅助和检验、运用的手段。

问

黄浩老师，说明文强调严谨、客观，而戏剧活动中对文本作想象和生发，有点向艺术方向引导了，与
说明文的特征会有冲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另外，如果是没有人物的、不这么生动的说明文，是
否也能这么教呢？

答

做情感上的生发和延展，是为了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动力和兴趣，这是戏剧最擅长的，也是传统课堂需
要解决的短板。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从来不认为戏剧是万能的。戏剧的加入，并不是为了取代
（replace）原有的教学手段，而是增益和拓展。另外，刚才大家注意到了，有位老师扮演的树，就是
可以说话的。如果大家开动脑筋，我们可以看到戏剧可以和数学（这种更为理性、冷静的学科）及更
多科目和内容教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当然，戏剧运用于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或作向排练展演方向发展的
话会更“如鱼得水”、更有趣……总之，老师不需要有压力，我们今天的工作坊，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
大家打开思路。

通讯员感言



  通讯员感言 

戏剧游戏，使课堂充满乐趣，让学生在热情、开怀的状态下积极地启动思考引擎。戏剧技巧，让学生将自身代入角色，投入情

境中去认可或批判既定的观念。戏剧进入语文课堂后，冷冰冰的知识学习忽然热乎起来，单方面的“输入”发生了逆转，需要

以“输出”为始，进行逆转式学习。戏剧打开了老师和学生的创意思维，善于让学生们在实践操作中探索技能，加深对事物的

理解和记忆。正如王添强老师在《教案结集及实务手册》中所说，戏剧从来不是灌输阶段性知识的良策，戏剧教育有其重大作

用，也有其局限性。但只要老师们在内心里真的有一个长远计划，希望孩子们可以减轻压力、愉快而内心平和地学习，希望学

生们能够在每一天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创造、表达、沟通的未来竞争力，才是教育戏剧存在的大前提。

【通讯员】 张俐 曹晓燕
【本文编辑】张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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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王添强老师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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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论坛丨专家工作坊之黄浩老师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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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论坛丨展示课老师课堂实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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