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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学校编演的教育戏剧《寻找小猫
的妈妈》荣获第三届上海市中学生话剧节
特别奖——最佳综合实力奖。我们的“小
猫咪”剧组特别受邀在话剧节闭幕式上献
礼演出，专家评价说：这部戏能让人感受到
戏剧的本质。为何如此成功？学生在编演
过程中的“较真”态度是重要原因。

《寻找小猫的妈妈》原剧本写的是母女
关系。这个话题从来不缺“温情脉脉”的作
品：我爱妈妈、妈妈爱我是“主旋律”。但我
们不想让学生照搬别人的作品，而是希望他
们去复杂的真实世界不断追问，从而创作自
己的作品。教育戏剧要允许学生在个人记
忆的丰富资源里挖掘被遗忘的潜在力量。

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想再写“误会被爱
化解”的套路，更愿意说出自己真切的感

受。母女关系中自然会有愤怒、困惑、悲
伤，甚至会有无法解释、无能为力的部分。
戏剧是一个载体，引导学生将潜藏的真实
想法表演出来，并与他人进行交流，即使是
那种无法摆脱、无从逃避的现实，也可以通
过美的艺术形式，得到心灵上的暂时释放。

对于剧本，学生大胆地进行了再创
作。原作者塑造的是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
的母亲，不懂英语，被遗忘在家中，只能把
情感寄托在小猫身上。学生将故事搬到上
海，母亲的形象选择了几种类型：被忙碌的
女儿遗忘的独居老人、独立强势的母亲、脱
离社会的母亲……母亲找不回“乖”孩子，
失落中只好去爱小猫。于是，母亲与女儿
渐渐疏远，女儿则把怨气发泄在小猫身上，
想赶走小猫，夺回母亲。激烈的冲突，反而

将母亲推进更深的孤独。
学生编演话剧时不断在思考：爱的束

缚是否也会带来伤害？母亲与孩子之间
除了简单的温情，是否还有更深刻的情感
存在？

原剧本的结局是悲剧：小猫死了，母亲
孤独地离开。学生改写了结局：女儿发现
妈妈一直收藏着这些“宝贝”：稚嫩的儿童
画、自己入睡必抱的小毯子、幼时比赛的奖
状……女儿受到触动并逐渐释然。最后，
母亲与女儿久久地拥抱在一起，幕布浮现
出所有人的合影，每张笑脸背后都有一个
女儿与母亲的故事。

演出结束后，有观众说，这样的结局在
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学生还是愿意相信，
拥抱可以化解冷漠，哪怕这种拥抱只发生

在想像之中。
允许学生“较真”，用追问真实的态度

对待记忆和生活，敢于面对生活的复杂性、
真实性，而不是简单化和虚假化。学生在
编演剧本的过程中，真听、真看、真感受，表
现真实的人情味，这才是触动观众的根本
原因。

《寻找小猫的妈妈》的原作者郭宝崑曾
说：“允许人用‘较真’的态度去对待个人存
在所失落的层面，或追溯自己难得意识到
的过去，是为他们定位现在。”对于成长中
的学生，一定要尊重他们这种“较真”的态
度，这也是教育戏剧赋予学生的重要权
利。这种态度、这种权利，可以解放学生的
头脑，引导他们大胆创造。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尊重学生的“较真” □杨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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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音乐老师，硬着头皮去教表演，
后来又尴尬地成为音乐剧社负责人，直至
跨界成为教育戏剧工作坊主持人——历经
10 年，角色不断变化。我尝试了许多将戏
剧引入课堂、引入校园的路径和方法，但
仅限于表演层面的实践，难以突破，甚感
疲累。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参加了一次由台
湾、香港专家主持的戏剧工作坊活动，才发
现戏剧教学原来还可以这样。那天，无论
是孩子还是教师，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合
作中创意频频，又开心得不得了。也是从
那次活动起，我开始认识并关注教育戏剧，
关注绘本，关注纸芝居……

在校长的支持下，我组织了教师戏

剧 工 作 坊 。 教 师 们 将 生 活 中 的 体 验 和
大 胆 想 象 ，用 定 格 、集 体 图 像 、巡 回 表
演 等 方 式 ，合 作 创 作 了 童 话 故 事《小 红
帽》《植 物 妈 妈 有 办 法》《第 六 颗 钻 石》
等 戏 剧 。 演 出 当 天 ，报 告 厅 充 满 了 创
意和笑声。

现学现卖的工作坊很不成熟，却激
发了教师们的创作热情，他们让心中一
颗颗创意的种子，生长成一个个有趣的
戏剧活动：教师 A 在执教语文课《我在街
上识汉字》时运用“集体图像”手段，受到
教研员的肯定和鼓励；教师 B 申报了《教
育戏剧在小学英语故事教学中的应用探
究》课 题 ，准 备 进 行 为 期 两 年 的 专 题 研
究；教师 C 在一年级学生中推广绘本阅

读活动；教师 D 将戏剧游戏与体育课热
身活动融合到一起；教师 E 将歌舞剧元
素融入音乐课堂……

教育戏剧是一种教学工具，更是一
种 教 育 理 念 。 我 们 尝 试 在 一 二 年 级 开
设《儿 童 戏 剧》课 程 ，力 求 打 造 一 个 快
乐 、不 受 限 制 的 课 堂 ，让 课 堂 成 为 学 生
创 造 性 思 维 满 天 飞 的 教 育 乐 园 。 学 生
在教室可以手拉手围成圈，也可以席地
而 坐 ；可 以 走 走 停 停 装 扮 成 木 头 人 ，也
可以闭上眼睛躺在地上尽情想象；可以
几个人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创编故事，也
可 以 安 安 静 静 坐 下 来 制 作 自 己 喜 欢 的
面具头饰；可以对某个戏剧人物发表自
己 的 看 法 ，也 可 以 即 兴 来 一 次“戏 剧 大

挑战”……教育戏剧在学生们的心田播
下 了 一 颗 创 意 的 种 子 ，一 颗 最 天 然 、最
好奇的种子。

有人问，教育戏剧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创造”。至于学生的思维是否
缜密，表演是否成熟，表达是否符合生活逻
辑，其实并不重要。创造可以是求知、想
象，可以是合作、猜测，可以是灵感一闪而
过，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创造
无处不在，活跃在教育的每个角落，就像一
颗颗充满生命力的种子。

让我们都来播撒一颗创意的种子吧！
看看这些种子，到底会绽放什么味道的花
朵，到底会结下什么模样的果实？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文化路小学）

播撒创意的种子 □金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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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到一个《全能机器人》短
剧。学生演得不错，一板一眼，显然经过了
认真排练。我对学生的表演没有什么意
见，但是对这个剧有些挑剔——并不是说，
由儿童出演、以儿童生活为主题的剧就是
儿童剧，在我看来，儿童剧的核心应该是

“儿童本位”。
说说剧情大概。
一个孩子一做作业就坐在小区里，见

人就问答案。他的小伙伴批评他这样做不
对，因为不动脑筋就学不到知识。但这个
孩子却振振有词，说将来肯定会有“全能机
器人”，到那时人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做了。
于是，小伙伴们商量了一番，扮作“全能机
器人”来到他的家里，帮助他做作业。在帮
助的过程中，“全能机器人”时不时出现故
障，甚至还会手舞足蹈，让他大惊失色。最
后，小伙伴告诉他真相，他便下了决心：“我

要好好学习，将来发明全能机器人！”
这是不是具有浓重的成人说教色彩？

情节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对话也是一本正
经，主题更不用说了。十几分钟的表演，全
场观众只有一次笑出了声，为一句“才不像
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而就连这句台词，
显然也是大人的话，今天的孩子会说“山
寨”，不会说“假冒伪劣”。

我想，儿童剧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是：
有趣、有孩子气，即使不正经又何妨？

上学期，学校三四年级学生自编自
导自演的舞台剧《从厕所到月球的奇幻
之旅》就很有趣、很有孩子气，也很不正
经，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大意义。成人常
常容易陷入“意义”的误区中，而正是这
种“意义”，导致学生在学习中产生了大
量困惑。

《奇幻之旅》的剧情梗概——

有两个孩子，一个叫麻花，一个叫包
子，是让教师又好气又好笑的学生。一天，
因为没有交作业，又听说麻花的爸爸“杀”
来了学校，两个孩子吓得落荒而逃。逃到
哪里呢？厕所是永远的避难所。一觉醒
来，两个孩子进入乐高世界，在小人们的帮
助下，将马桶改造成飞船。他们飞到月球，
竟然见到了爱因斯坦、牛顿和玛雅人。更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到来，误打误撞地帮
助月球躲过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危机。当
然，故事的结尾，他们还是回家了。不是因
为想要做好孩子，也不是因为要做科学家
发明“全能机器人”，而仅仅是想家了，他们
决定勇敢地面对生活。

这个戏演了近 40 分钟，布景道具很
简单，最主要的道具是用纸箱拼装又加
了彩灯的马桶飞船。小演员们在台上经
常忘词，还好屡屡机智地即兴发挥。尤

其是最后，导演拎着一个喇叭上了台，那
可是剧本里没有的。他举起喇叭，大家
以为他要说些什么“点明中心或升华主
题”的话。可是，鸦雀无声中，他有模有
样地来了一句：“江米甜酒热粽子！”全场
爆笑。这样乐不可支的笑声，几乎贯穿
了整个演出过程。

近年来，教育戏剧逐渐热了起来。一
些专家认为，在教育戏剧中最不重要的是

“像不像”“美不美”。那么，最重要的是什
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定是学生是否能
够在创作、表演的过程中，得到深切的生命
体验，而非所谓的知识学习。

因此，如果让孩子演大人面目、大人腔
调、大人意志的戏，教育戏剧就失去了教育
的意义。

请不要太一本正经。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加斯顿小学）

请不要太一本正经 □王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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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院

伴随着“教育戏剧”持续升温，一系列
问题也接踵而来。师资怎么办？儿童如何
演？什么样的表演才是基于儿童立场的呈
现？本期，我们关注“教育戏剧”这个话
题，看看三位专家对此话题的切身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