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士论坛丨何浩源老师工作坊精彩回顾（文本：《草虫的村
落》）

骑士论坛回顾系列

编者按：骑士论坛导师工作坊回顾系列文章，自刊登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鉴于刚开始接触教育戏剧的同行们，对部分名词、术语不了解，我们在文中增加了相关背景知识的解释。您还可以

点击文末的历史微信文章链接，辅助理解。

感恩大家对骑士教育的关注！

骑士论坛 导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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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竞技喜剧运用于语文教学

文本：《草虫的村落》 丨  小学（人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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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师 简 介

 

何浩源 Mil l  Ho

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及剧场教育硕士（MFA）

现任香港戏剧协会香港舞台剧奖评审、Comedy Battle 创办人及艺术总监

RedOne Entertainment Academy 及 TVB 艺员训练班演技导师

 

 

背景知识
链接

Comedy Battle即兴竞技喜剧

是 什 么 ？ 有 什 么 特 点 ？

What
由资深戏剧工作者何浩源(Mill Ho) 经多年研究，融合及进化了世界著名的 Theatre sports 、Comedy

sports 、Le Match等而升华精炼的全新即兴竞技喜剧。

How

*  有效提升参加者的集中力、观察力、想象力、创意、身体及声音的敏感性及表达能力、意志力、生命

力、合作性等学习演技的要素。

*  表演过程充满互动、创意及娱乐性。观众的投入，尤如观赏球赛般欢呼喝彩、气氛热烈, 爆笑惊喜处

处，演员与观众就尤如玩了场大笑瑜珈运动，精神爽利。

*  Mill Ho 独特的“超越失败教学法”，使参加者学到超越输赢的艺术境界，不怕失败，勇于尝试，于

即兴创作中惊喜处处，实时爆发无限潜能！

1
暖身游戏——“快乐”就要“节奏快”

Mill一出场，即兴创作的能量就立刻像涟漪扩散开来。

自我介绍部分已经浑身是戏啦——



“大家好，我叫何浩源，大家可以叫我Millson，就是windmill里的Mill……”老师一边说，一边配合抡

起手臂的动作，在空中比划出一个大圈，代表Mill这个名字。

名字也可以用来演？Yes！

参与的老师们围成一个圈，开始尝试“演”出自己的名字。橙子、Rich、爱动的静静、S、兰

兰、风、凤、Vicky……大家紧张地即兴构思，逐一介绍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全班的老师都跟着一起模仿介绍者，团队动作的加入为刚才紧张思考的氛围带

来阵阵欢笑，大家开始进入游戏的角色。

 

接下来，老师加大难度，鼓励大家加入眼神交流，同时加快游戏的节奏，说出自己看见的同伴

的名字。 

待大家基本熟悉后，难度升级！

老师把大家分成两个圈，每个小圈里的人尝试叫出眼神对视时同伴的名字，如果叫不出名字，

表示在游戏中“输”了，就会要被派到另一个圈中。

游戏的难度看起来好像因为人数减少（小圈）而有所降低，实际玩的时候，我们的小圈变大又

变小——来回的人员交换，使我们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放松。

最重要的是，在轻松的游戏场景下，犯错开始变得不那么令人窘迫！



赢了开心，输了也开心？Yes！

经过了第一小段的暖身活动，老师示意大家围圈就坐。

“我们在今天的Comedy Battle中加入了Competit ion/竞技的元素，是希望在比赛中，激发

大家的潜能，但是‘比赛’要适当使用，用不好就会有危险——毕竟比赛是分胜负的。赢了，

当然会很开心。那么，输了呢？”

Mill的提问，引发在场的老师回溯自己的日常教学——是啊，孩子们都喜欢赢的感觉，输了难

免会尴尬，甚至可能影响到孩子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Mill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就来试试看，如何让孩子无论输赢都会开心，尝试把重点放在玩

游戏的过程，并且学习很好地应对‘输’。”



限时报数游戏——神奇词汇“Again”

围圈就坐后，我们开始了新一轮的竞赛。

比赛规则：在规定的时间内（例如1分钟），圈中随机一名人员开始报数，但每个数字只能被报

一次。若有两个及以上的人同时报同一个数字，则全员报数归零，游戏失败。这时，大家一起

举起双臂念“Again”，接着继续开始新一轮报数。

如果说刚才表演名字是考验演技和想象力，那么这一轮的限时报数游戏，则需要团队成员的默

契和极好的应变能力！果然，报数在艰难地进行着，前几轮基本上都是在数字1、2、3之间徘

徊。

终于，在反复的练习中，推进到了数字6。虽然有很多次“输”，但大家脸上的表情都是微笑和

愉悦的，在“Again”这个词的神奇作用下，“输”的烦恼和窘迫完全没机会登场！

要限时报完圈内所有的人，真的是极有挑战性呢！

Mill提出可以通过增加少许的肢体动作来降低难度。我们在磨合中适应，在挑战中前进，终

于，齐心协力，完整地报完了一轮数。

2
研习部分——平面文字立体化演绎



平面的文字，Mill会结合Comedy Battle带给我们怎样的体验呢？如何从原文作者呈现的“跃

然纸上”，变成“走到学生的内心”？

文本：《草虫的村落》选自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课文

<< 滑动图片查看文本 >> 
 



说演就演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大圈里的老师，人手一份课文的文本，开始了我们最熟悉的“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没想到文

章的第一段，就开演！“忘了世界，也忘了自己”这种状态，老师们的表演各有特色。（定格

画面+思路追踪）  

在一片轻松愉悦的笑声中，文本的处理还在继续。第三、四自然段结束后，Mill示意我们停下

来，教室秒变即兴剧场。

我们被分成4人/组，进入昆虫世界——充分发挥想象力，小组合作表演出第二段的场景，要求

使用昆虫的动作和语言，由观众用人来的语言翻译舞台上的表演。老师们开始讨论后，Mill走

到每一组的中间，查看大家的讨论情况。 

表演时，小组成员不约而同地展示了“亲情”的场景。这篇文章对于老师们而言，是不难理解

的，但是，要让孩子们理解，怎样处理呢？

“唱”课文，设戏剧冲突，平面文字变立体

第五自然段，Mill引导我们通过加入“唱”的元素，分组即兴创作一个故事。为避免剧情重

复，导师指定了命题——友情、爱情和亲情。

因为原文中并没有特别交代，这部分的留白，提供给了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

有了暖身的演，加刚才的即兴创作基础，现场的老师们迅速行动，导师Mill与不同的小组交

流，顺便“打探剧情”，脸上流露出期待和赞许的表情。



表演时，果然是脑洞大开——Rap、流行、民谣……曲风各异，而且，大家即兴创作的歌词，

投入的表演，向我们展示了创意和想象的魅力！观众们看得也好欢乐，纷纷为同伴们的创造力

点赞！

我注意到，每组的展演结束后，Mill都会从细节上鼓励和加以肯定。相信在我们的教学中，这

种具体的鼓励和肯定对孩子们而言，也是非常珍贵的。

提问式点评，让思考与理解来得有深度！

读过草虫村落里“村民”的劳动生活，Mill启发大家讨论：“是什么力量使它们这么勤勉地奔

忙呢？”



即兴表演片段

老师们的表演渐入佳境，且这次的表现形式更加出彩——不仅有温馨的全家总动员，还上演

了“总指挥与执行团队”合作劳动的场景，连“电视台”也来到了现场。

表演的结尾，Mill通过提问的方式，与大家交流各自组的表演。思考的乐趣，同时也有智慧的

碰撞，让理解升华，让课文想要表达的画面和情感，走进孩子的内心！

3
舒松活动——即兴创作享轻松

由于时间关系，Mill希望留多点时间给我们交流讨论，老师概括地说：“疏松部分，可以是两

人一组，表演牵手在村落里散步的情景。” 

很可惜，在短短一个课案里想要展示Comedy Battle的全部能量，是不太可能的。希望以后有

机会，还可以参加Mill老师的工作坊，让“竞技”变得乐趣多，过程欢乐多！

Mill老师对今天的课程做了一个小结：“在戏剧中，大家常说‘to be or not to be’，竞技

在戏剧教学中的使用，要慎重，而且要注意结合学科的特点。以今天的课案《草虫的村落》为

例，语文学科的特点是什么？本班学生的特点又有哪些？都是值得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去关注

和探究的。”



交流会谈 

Mill工作坊的问答模式来得有点特别。

来听课的老师中，有自己已经实践过一年多教育戏剧的老师，也有初次接触教育戏剧的老

师，因此，与其说是只有“师生答疑”，不如说是同行间的教学实践交流。

而Mill老师的倾听和适时的小结，让这次的交流，变得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Q：在实践教学中，孩子们在初步理解文章前，适合一拿到文章开始就表演吗？

Mill： 
今天到场的听众，因为是老师，所以文本的处理，就已经跳过了初步理解的那一步。在日常教学
中，建议让学生对课文有预先的理解，这样会让表演来得更加流畅，理解得更深入。

Q：孩子不愿意参与课堂，比如六年级的孩子，会觉得回答问题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该如
何引导呢？

Mill&现场老师：  

首先，每节课都有暖身活动，暖身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给孩子时间去相互适应，融入，这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

其次，在课堂活动中，一定可以找到让孩子参与进来的环节，可以尝试多次反复邀约，当然，要

注意观察孩子的反应，如果确实不愿意参与，在旁边暂时观望也是一种参与。

最后，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是老师要接纳这种情况，“假装”忽略这个孩子，留给孩子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去自我调和。



Q：老师在教学带领的过程中，因为要关注到“表演”，会不会造成只“演”而忽略了教学

目标呢？

Mill&现场老师：

教育戏剧的实践教学中，“戏剧”只是一个工具和方法，老师不是被“戏剧”带着走，而是使用

了不同的范式，激发孩子参与的兴趣，让课堂变得好玩，有趣，在教学过程中，还是要注意紧扣

教学目标来设计不同的课程环节。

小记者说  

这次的工作坊，导师Mil l是从教学角度切入的示范，而且现场有好几位从事教育戏剧的老师，他们结

合自己对学科的理解，分享了自己从教的体会和迷思，对于初次接触教育戏剧的我，有太多值得学习

和借鉴的地方。

通讯员：段甜甜  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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