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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工作坊之 陈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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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师 简 介

陈  岑（小恩老师）
香港明日艺术教育内地项目主任/王添强内地教育戏剧工作坊助教

拥有出色的双语教学能力、即兴创编和表演功底

曾在北京悠贝亲子图书馆担任阅读指导师、培训师、金牌故事姐姐

“戏剧游戏的功能

戏剧游戏一般分两部分，一个是戏剧游戏/剧场游戏(Theater games)，另一部分是自发
性扮演游戏(Dramatic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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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戏剧游戏主要是训练孩子的六个感官（包括听觉、视觉、触觉、平衡、嗅觉及味
觉）的敏锐度，尤其以听觉、视觉、触觉、平衡这四类感官为主。味觉和嗅觉比较难，但
也有这方面的训练。

 
节选自 《王添强专文一 | 戏剧游戏是敏锐感觉的培训行动》，骑士订阅号，2017-5-17

“大家好，我是陈岑，孩子们一般叫我‘小恩姐姐’。”陈岑老师面带微笑作了开场白，我们开始了工

作坊的学习——婴儿语言发展。

陈岑老师爆料说，自己是亲子阅读和亲子语言发展的受益者。很小的时候，母亲会经常带着她与人交

流，陪伴她阅读。

这份来自母亲的爱和陪伴，“帮助我建立了与社会的桥梁，所以我对于社会的信任感是很足的。”

Part1 游戏与婴儿语言发展的关系

从“暖身活动”体会螺旋式学习方法

“独自游戏－平行游戏－互补游戏－合作游戏”示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5NDA1OTkxNQ==&mid=2247483670&idx=1&sn=b5e83c3aad4cd6f6a43c3b1461a89fe2&chksm=fe07b6f2c9703fe48e9bf0632fba82ccaf9e9490b1e7f72760c7e8fc408ec1e6581ce482f053&scene=21#wechat_redirect


陈岑老师在工作坊一开始，提议我们先玩游戏，老师们的名字介绍，就在快节奏的“倒数8到1”热身游

戏中完成了。这个小游戏下来，身体已经开始略微有点发热。

游戏转为“节奏步行+律动唱游”，没想到《摇篮曲》在加入了表示节奏速度的数字1-5后，宛如加入了

魔法一般，让我们每个人脸上开始有了放松的笑容。

在逐渐熟络的氛围中，大家用不同的方式Say Hello：手指、脚、眼神，再到使用更多语言和动作的“抱

抱好人数+互相介绍”。

互相沟通时，我们渐渐全面地了解今天到场的老师们——既有从事幼教工作的老师，也有希望通过学

习“婴儿语言”来改善日常与孩子们交流的宝爸宝妈们。

 

暖身游戏中让我体会最深的是『无声的交流』。



陈岑老师鼓励我们尝试悄无声息地挑战任务——A按年龄排序；B按姓氏排序。在尝试挑战任务A时，老

师们没办法使用“说话”这个工具，一时乱了阵脚。

这时，陈岑老师提出队伍的定位：从左到右，依次年龄由大到小。这个指令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手势

语和眼神交流的帮助下，大家完成了第一个任务的挑战。

到了任务B的时候，陈岑老师作为字母C的代表先定位，老师们在任务A积累经验后，开始借助手势语、

眼神及唇语交流，比上一轮更加流畅地完成了任务！

左右滑动查看更多现场图片

 

『无声的交流』反思

Question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先做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老师们：在被要求不能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像婴儿一样，比划手势、唇语、眼神

交流、观察旁边的人，并根据观察和接收别人的信号，做出调整。

陈岑老师：

首先，我们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在任务A的时候，当我没有给到大家队伍方

向时，大家是有点不知所措的，但是有了定位后，很快就能完成任务。

其次，我们在尝试寻找信息，读取并发出信息，当手势不能满足交流需要的时

候，我们会创造出新的工具（唇语+不知不觉发出声音，用语言交流）。

『无声的交流』游戏过程，就像是婴儿对这个世界的探索过程。亲子交流时，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启

示孩子“探索和解决问题是有乐趣的”，从而帮助培养孩子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应对未来世界

的变化。

Part2 绘本阅读乐趣多

结合绘本元素，快乐的亲子阅读触手可及



亲子接触——肢体接触，情感传递

工作坊的第二部分，是从游戏『动作传真机』开始的。老师用手指扮演一只毛毛虫，一边念“爬呀爬呀

毛毛虫，爬呀爬呀毛毛虫”，一边将“毛毛虫”放在右边老师的耳朵上并提问，“毛毛虫爬到了哪

里？”接到毛毛虫的老师回答：“爬到了我的耳朵上。”

在期待与略带紧张的情绪中，毛毛虫完成了一圈的旅行。接着，我们传了“鸡蛋”、“面粉”，还吃到

了自己和面、自己蒸出来的面饼。

陈岑老师还带领我们玩了『手指谣』。以英文The Little Piggy作为引子，老师们童心萌发——普通话

版《金锁银锁》，四川方言版《炒菜包饺子》，京味版《拉大锯扯大锯》……这些童谣，唤起了我们的童

年记忆，亲切又温暖。

请欣赏现场老师的川话版手指谣，欢迎在文末留言分享台词：）

陈岑老师结合刚才的游戏体验，分享“亲子接触”与“节奏韵律”在亲子互动中的重要作用。以『动作

传真机』为例，游戏过程中，孩子对即将到来的传递充满了期待，并且能够在动作的传递和接收中，感

知父母的情感和情绪。

无论是与孩子进行哪一种亲子游戏，节奏和韵律的加入，都会让孩子更有参与感。

这在之后老师示范的绘本《豆腐哥哥我爱你》，我们有更加直接的体验：伴随着有韵律和有节奏的念

白，我们就像做手指谣一样，完成了这本绘本的阅读，而且参与的每一位老师，脸上都带着幸福的参与

者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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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版手指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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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岑老师
展示三种风格读绘本

《猜猜看！这个颜色的是谁呀？》
《豆腐哥哥我爱你》
《苹果与蝴蝶》

在读绘本《猜猜看！这个颜色的是谁呀？》的时候，陈岑老师则示范了“一问一答”的交流模式。尽管

作为观众的我们（假设我们是婴儿），有时候并不回答老师的问题，陈岑老师依然给出了等待回答的时

间，来“听”我们（婴儿）的回答。

通过“一问一答”，尝试在婴儿时期，建立沟通交流的秩序——通过理理解交替进行的规则，建立语言

与行为的关系，拉近亲子关系，为学习如何“描述情绪”与“表述行为”作铺垫。



读完绘本的小思考：绘本中有哪些元素？
陈岑老师分享：韵律、重复、具体词、叠词、声音大小&粗细

绘本阅读Q&A

Q：选什么绘本？读什么？

A：在挑选绘本时，开始尽量挑选家长和孩子都喜欢的绘本，有韵律并且简单一些的。以刚才为大家示范

的无字绘本《苹果与蝴蝶》为例，我们就是通过迁移孩子们容易接纳的“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这样

一个开头，并且使用了孩子喜爱的“重复”，来实现“有话可说”。

Q：亲子阅读初期，读绘本的目的是什么？

A：

1、亲子关系：感受父母的情感——喜怒哀乐，脆弱勇敢、劳累……等，这样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如果

自己遇到了相似的情绪，就会更容易接纳自己。

2、语言交流能力：逐渐学会交流的社会规则，用语言交流，描述表达。

3、爱上书、尊重书、渴望书：通过父母的桥梁，建立孩子与书、与文字的联系。

Q：常用的绘本阅读的方法有哪些？

A：1、集体；2、面对面；3、镜子；4、传统故事；5、人物偶。

由于时间关系，在工作坊的结尾，陈岑老师带领我们简短体验了根据提示词“很久很久以前……每一

天……”即兴创作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亲子交流的另一种方式——故事。



图为老师们根据提示即兴表演片段

通
讯
员
后
记

陈岑老师工作坊结束后，我回家和孩子互动，尝试了老师在工作坊分享的『动作传真

机』和手指谣，孩子非常喜欢，有一种玩了还要玩的快乐和期许。

而且，在以后与孩子的沟通中，我会挑选更多孩子和我都喜欢的绘本，去传递爱与欢

喜。

正如陈岑老师所说：父母是孩子的光塔，辐射的情感和能量，都会源源不断地传输并滋

养孩子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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