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课后服务时间，孩子们
正在埋头认真写着当天各科老师
布置的作业，一开始教室里很安
静，可没过五分钟，只听见小林
同学尖利的嗓音回荡在教室的每
个角落：“为什么他们有免作业
券，我没有呢？我也捐了书了
呀！哼！”我抬起头，看向他，
这个全班个子最小，却也是个性
最强的小男孩，看着他噘起的小
嘴，高昂的脑袋，一副受了不公
平对待的模样，又带着“今天你
必须给我个说法！”的倔强，我
真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事情缘于上个周五大扫除

时，我发现班级图书角的部分书
籍过于陈旧，于是呼吁全班同学
捐出家里的闲置书籍来丰富班里
的书架。第二天早上，就有十几
个同学带来了自己喜爱的，或者
已经阅读完的书籍，整整齐齐地
摆放在书架上。为了奖励他们带
了个好头，我决定给这些孩子一
个奖励———一张免作业券（可以
免抄写作业一遍）。拿到这个意
外惊喜的同学无不欢喜雀跃，眉
开眼笑，其他同学也纷纷向他们
投来羡慕的目光。

于是，第二天的早晨，又有
部分同学带来了书籍丰富了图书
角的藏书，其中包括小林。但是
我没有再发奖励，这些同学，除
了小林，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也
许这些孩子也像小林一样，有同
样的困惑和不解：“为什么老师
不发给我们免作业券作为奖励
呢？”
显然没料到，这孩子敢如此

大胆地质疑老师！像小林这样开
口问老师要奖励的孩子，他真是
头一个！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
常见的教育问题，在有的孩子看
来，付出就一定要有回报！他给
班级捐了书，要奖励；为家里大
人做了家务劳动，要报酬；为班
级打扫了卫生，要表扬……一次
两次是对孩子良好习惯的肯定、
良好品行的鼓励，可是长此以
往，也会让孩子形成这样的惯性
思维：没有好处的事情，我凭什
么要干！要我干就要给报酬！这
是多么可怕的思维定势啊！在这

种价值观引导下的孩子长大后，
多半会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也许会整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
小事锱铢必较，活在斤斤计较的
阴影下，势必工作处处碰壁，生
活困难重重，何来快乐可言呢？
想到这儿，我决定以这件事为契
机，和孩子们好好聊聊“奉献
or索取”这个话题。

看着全班同学或期待、或不
解的目光，我微笑着，和他们有
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对话：
“孩子们，古语云：赠人玫

瑰，手有余香。我们为班级带来
书籍，是为了充实图书角，使大
家在课余时间有更多的有益书籍
可以用来阅读。看着有人在图书
角津津有味地读着你带来分享的
书，难道不是一种快乐吗？”
“那么老师为什么还要奖励

给第一天带来书籍的同学呢？”
果然有孩子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想是因为他们记住了老

师的要求，第一天就拿来了书，
说明他们是有责任心的好孩子。”
一个孩子抢着说道。
“那你们知道老师为什么不

奖励后来带书来的同学呢？”我
含笑问道。
“后来带书来分享的同学可

能是看到有奖励才带来的，他们
是想要老师的免作业券。”

哈哈哈……几个同学不约而
同地笑了起来，小林也有点不好
意思地低下了头。
“猜得很对！老师就是要告

诉大家，付出不能想着一定得有
回报，为了报酬才去付出的行为
是不值得被提倡的，这样只会让
我们走入自私自利的歧途，使自
己变得狭隘和渺小。”说到这里，
我停了一下，因为感觉用词比较
深奥，过于成人化了，孩子们可
能有点迷糊了，接着又说，“心
里只想着自己的人，就是自私自
利，这样的人是很难融入身边的
环境，与他人和睦相处的，这样
久而久之，大家就会远离你，你
也就不会快乐，烦恼就会接踵而
至。”

几个孩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
头，我又问小林：“现在你明白
了吗？”
“嗯，好像有点懂了！”
我摸摸他的头，示意他坐

下，面向大家继续说道：“一张
免作业券是小事，但是老师不希
望你们养成这种为了得到些什么
而有目的地付出，真正的奉献是
不求回报的，比如你们的父母辛
苦养育你们，是为了得到回报
吗？你的好朋友在你遇到困难的
时候，毫不犹豫地帮助你，是为
了向你索取什么吗？同学们，当
你们选择无条件地付出时，收获
的往往会更多，一声充满真诚的
感激，一个让你温暖的笑容，这
些来自他人的理解和尊重，难道
不比任何物质来得珍贵吗？我们
的生活会充满人情味，世界也会
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这些用钱
买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珍惜
和拥有的。”

孩子还小，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尚在形成过程中，可
能还不懂得许多深奥的道理，但
是今天一张小小的免作业券，却
引发了我很多思考———“索取 or
奉献”是每一个作为师长的我
们，值得深思的人生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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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题元素一个点，
导出“新”玩法
戏剧活动中关于某个主题

戏剧，都会有其特有的人物、
情节，合理利用这些元素，使
之成为游戏的一部分，不仅可
以让幼儿在玩中了解戏剧元
素，更能让区域游戏内容
呈现“新”起点。如在
《母鸡萝丝去散步》 绘
本中，母鸡萝丝散步会
经过很多地方。于
是，我们就把故事
中母鸡萝丝经过的
地方打印出来制成
小图片，呈现在墙
面的“你 追 我
赶”的棋类游戏
中。孩子们在游
戏中，相互学习
了解、叙述戏剧
中的内容。由于
游戏加入了母鸡
和狐狸两个角色
之间的挑战，一
个墙面上的棋类

游戏往往能玩好久，如此，幼
儿进行了深度有效的学习，坚
持性得到了锻炼。

（二） 戏剧剧情一条线，
开辟“新”场景

当幼儿对戏剧剧情有较浓
的兴趣时，其剧情可作为线
索，开设区域游戏内容并赋予
新的定义，让区域游戏内容承
载新的故事情节。如在大班
《母鸡萝丝去散步》 区域游戏
中，我们依据母鸡萝丝在农场
散步，狐狸悄悄尾随的情节，
设计了柜面益智类游戏。幼儿
在探索游戏时会代入母鸡萝丝
或狐狸的身份开展游戏。通过
选择直线、直角的正确路线，
比一比谁最快到达鸡舍。最
后，将自己行走的路线做记
录，算出行走路线的长度。如
果狐狸使用的路线短，那狐狸
就胜出。借助这一绘本故事情
境设计，幼儿置身其中，自主
学习，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

（三） 项目领航一个面，
链接“新”创意

戏剧主题项目式区域游戏
中既有区域间的横向联系，又

有区域内的纵向深入，不但可
以调动幼儿参与区域学习的积
极性，而且能带给幼儿比较完
整系统的知识经验“面”。如
在“鸡美美的生日时装秀”区
域游戏中，随着活动推进，幼
儿深入探究的问题越来越多。
在表演前幼儿发现化妆打扮需
要有化妆间，那制造化妆间该
用哪些材料、怎么做呢？于
是，幼儿开始向教师、家长寻
求帮助，收集纸板箱，将其裁
制成屏风状，最后刷上喜欢的
颜色，化妆间就制作完成了。
可是当孩子们开始化妆打扮，
又引发了新问题：什么样的材
料可以用来化妆打扮呢？就这
样孩子们一步步在问题情境中
不断推进游戏进程，进行深度
而有创意的学习，成为自我指
导式的学习者，习得的知识经
验越来越丰富。

幼儿创玩戏剧主题区域，
幼儿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游戏内容、设计游戏情节、收

集游戏材料、规划游戏场地
等，主动探索与创造，真正成
为了游戏的主人。

（一） 设基础性区域，夯
实玩剧“新”基础

基于幼儿兴趣、生活经验
及主题需要，将区域活动内容
与戏剧主题有效融合，设置基
础性活动区域，丰富相契合的
活动内容，夯实幼儿玩剧的基
础新经验。创编区，为戏剧表
演打造剧本。依托主题本身，
在理解故事的基础上实现幼儿
的自由表达。以《母鸡萝丝去
散步》为例，幼儿通过阅读绘
本充分了解故事情节、母鸡萝
丝和狐狸的角色特征后，自主
描述解读绘本，创编母鸡萝丝
和狐狸的心理变化、动作对话
等。在教师的引导下，童言童
语就变成了个性化的台词。最
终，幼儿通过绘画记录巧制剧
本。道具区，为戏剧表演推波
助澜。借由戏剧主题源源不断
提供道具支撑，培养幼儿对材
料的感知与探索以及发现美、
欣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学
习品质等。表演区，为幼儿的
创意展示提供舞台。幼儿小组

共同讨论某个戏剧主题表演，
就表演的人员分工、场地站位
等做准备，同时还加入音乐的
元素，来增加表演的趣味性。

（二） 创生成性区域，拓
展玩剧“新”体验

创玩戏剧，还会生成一些
新的区域游戏内容，不断拓展
幼儿玩剧“新”体验，让幼儿
在原有水平上获得全面、均衡
的发展。如大班幼儿对绘本中
农场场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开始了“我喜欢的开心农
场”项目式区域游戏内容。幼
儿通过自主搜集各种不同积
木、纸盒等材料，来搭建母鸡
萝丝去散步的农场场景。随着
项目活动实施的深入，孩子们
可以在自己搭建的农场场景中
进行戏剧表演。在表演的过程
中，孩子们又会产生材料如何
摆放才有足够的空间适合表演
等一系列疑问。如此，幼儿不
断拓展玩剧“新”体验。

综上所述，戏剧主题背景
下区域游戏活动能有效提升幼
儿的自主思维能力，丰富其实
践经验，使其获得自主全面的
发展。

□ 武进区实验小学 吴小燕

聚焦戏剧主题区域，初探实施“新”策略
□ 鸣凰实验幼儿园 杨彩萍

戏剧是一门融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建筑

等，实践性很强的综合艺术。在幼儿园 《全参与理念下幼

儿创玩戏剧的实践研究》课题精神引领下，以幼儿为主体，逐渐

将创玩戏剧的课程活动延伸到幼儿更能发挥自主性的戏剧主题区域游

戏中，让幼儿在生动、动态的自主学习中获得成长。

找准融入路径，打造戏
剧主题区域“新”起点

聚焦儿童视角，创玩戏
剧主题区域“新”篇章

一【情景再现】

二【唇枪舌剑】

三【若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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