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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
一

轮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 ， 如何让学生在不 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 、

渗透和整合中开阔视野 ， 增强兴趣 ， 提高学习效率 ， 以获得新课标 、 互联网 ＋时代

所要求中学生具备的语文核心素养 ， 又是个值得静心思考 、 潜心研究的课题 。 笔

者在语文教学实践 中意识到 ， 运用课本剧的方式辅助教学 ， 有益于引领语文教学

走向 内化 、 走向创新 、 走向生成 、 走向生活。

运用课本剧的方式辅助语文教学 ， 就是指在教师的宏观指导下 ， 学生发挥其

主体作用 ， 充分利用人教版高中语文五本必修教材中文本叙事性强 、 人物性格分

明 、 矛盾冲突激烈 、 人物对话生动且动作性强的篇 目 ， 师生共同动手将这些课文

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 ， 改编为对话为主 、 动作道具为辅的情景剧并进行表演 、

欣赏和评价的辅助教学方式 。 它 旨在培养学生的乐学兴趣 ， 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 ，

并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 学生通过深入解读 、 用心揣摩这些文本后 ， 依照忠于文

本而不囿于文本的原则 ， 进行 自编 、 自演 、 自评 ， 合作完成对文本的研读 、 生成

与创新 。 课本剧辅助教学通过学生声情并茂的演绎 、 合作探宄展示 ， 将文本中的

核心内容直观全面 、 灵活创新地展现出来 ， 从而对课堂教学的开展起到锦上添花

的辅助作用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需要遵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提出的课本剧编演原则 ： 忠

于原著 、 不代替教学 、 不干扰教学 、 对原作 只作
一

定程度的删截 ，

？
其最终 目标在

于提升高中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 笔者基于对课本剧理论来源、 实践策略 、 效果评

价的思考 ， 并在总结教学案例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 形成了初步的研宄心得 。 本

文研宄范围和所举课本剧示例 ， 均来源于人教版高中语文五本必修课本 。

本文包含六个主要章节 ， 前四章所涉及的 内容有 ： 课本剧 的理论来源和课本

剧的选材 ， 即教材中的哪些课文适合课本剧
； 课本剧 的剧本编写理念 、 编演团队

建设 、 编写指导 ； 课本剧表演时机的把握 、 表演过程的互动 、 表演结果的评价等 。

第五章从历史故事 、 小说节选、 人物传记 、 课文作者四个方面 ， 选录并简评了运

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实例 。 第六章 ， 从课本剧编 、 演 、 评过程中 ， 学生主体策略 、

教师主导策略 、 剧本编写策略 、 课堂 内外表演策略五个方面阐述了运用课本剧辅

助教学的实践策略 。

本文 旨在把通过细心观察和实践初探而成的课本剧相关内容呈现给大家 ， 并

通过摘录指导学生 自编的几种类型课本剧 ， 以及总结的五种实践策略 ， 略供
一

线

①杨利 ． 中 学语文课本剧教学研究 ［Ｄ］
． 苏州 ： 苏州大学

，
２ ００８ ．

Ｉ



教师在实践中参考 ， 希望能够为广大教师共同关注、 参与 、 指导课本剧尽绵薄之

力 ， 从而共同致力于高中语文教学朝着欣欣向荣 、 生机勃勃的方向发展 。

关键词 ： 高中语文 ， 课本剧 ， 辅助教学 ， 实践研究

Ｕ



Ａｂ ｓｔ 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Ｃｈ ｉｎｅｓｅ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ｒｅｆｏｒｍ
，

ｉｔｉｓａｃｏｎｃｅｒｎｏｆ

ｍｅｄ ｉｔ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ｈｏｗｔｏｂｒｏａｄｅｎ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９

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
，ｐ

ｅｎｅｔｒ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
，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ｍｐｒ

ｏｖ 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ｅ

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ｃｏｒｅ ｌ ｉｔｅｒａ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
ｅｒｉｏｄｏｆ ｔｈｅｎｅｗ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Ｉｎｔｅｍｅ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ｔｏ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ａｔ 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
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ｕｓ ｉｎｇ

ａｕｘｉ ｌ ｉ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ｄｒａｍａ
， ｗｈｉｃｈ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 ｉａ ｌ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ｌ ｉｆｅ．

Ａｕｘｉ ｌ ｉ
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ｂ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ｄｒａｍａ

，ｗｈｉ
ｃｈ ｉｓ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ｔｈｅ

ｇ
ｕ ｉｄａｎｃｅ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 ｒｓ
，ｓ

ｔｕｄｅｎｔｓ ｕｓｅＣｈｉｎｅ ｓ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ｂｙ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ａｓ ｔｉｎｇ

ｔｅｘ 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ａｓｔｒｏｎｇｓ ｔｏｒｙ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ｆａｓｃ ｉｎａ ｔｉｎｇｐ

ｌｏｔ
，

ｃ ｌａｓｓ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

ｔｙｐ ｉｃａｌａｎｄｕｎｉｑｕｅ

ｐｅｒ
ｓｏｎａｌ ｉｔｙ，ｔ

ｉ
ｍｅｉｓｒｅｌａｔ ｉｖｅｌ

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ｆｌ ｉｃｔ ｉｓｉｎｔｅｎ ｓｅ

，ａｌ ｉｖｅｌ

ｙａｎｄｖ ｉｖ ｉ
ｄ

ｄ 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ｔｈｅｉｒｓｐ ａｒｅ ｔｉｍｅ

，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
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ｙａ
ｌｔｏ ｔｈｅｔｅｘｔａｎｄ

ｎｏｔｃｏｎｓ ｔｒａ ｉｎｅｄｂｙ
ｔｅｘｔｂｙ

ｔｈｅｗａｙｏｆｓｅｌ ｆ
－

ｗｒｉ
ｔ ｉｎｇ，ｓｅ

ｌｆ
－

ｐ
ｌａｙ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ｏ

ｆｏｒｍ ｉｎｇａｋｉｎｄｏｆｓｍａｌ ｌｐ
ｌａｙｓ

ｉｓｇｉｖｅｎ
ｐｒｉｏｒ ｉｔｙｔｏｗ

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ｉｔｅｍｉｓ

ｃｏｍｐ ｌ
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

ｎｃｌａｓｓ
，

ｔｈｅｒｏ 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

Ｉ ｔａ
ｉ
ｍ 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ｔｅ ｒｐｒｅｔａｔｉ 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ｈｏｗ
，

ｔｈｅｃｏｒｅ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ｔｈｅｔｅｘｔｄｉｓｐｌａｙ
ｉｎｔｕ ｉｔｉｖ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 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５

ｓｈｏｗ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ｓｏｔｈａｔ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ｕｘ ｉ ｌ ｉ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 ｉｏｎ ．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ｅｓ ｉｔａ
ｐ

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ｉｎｑｕｉｒ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
ｉ
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ｔｉｙ ｉｎｇｏｆ

ａｕ ｔｈｏｒ

’

ｓ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ｄｒａｍａｃｏｎｃｅｐ ｔ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ｉｍ ｉｎｇ
ｔｏ

ｐ
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

ｌ ｅｓｓｏｎｏｆｃｏｒｅｌ ｉ
ｔｅｒａｃｙ，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

ｓｏｆｓｕｍｍａｒｉｚ 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

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 

ｔｈ ｉｓ
ｐａｐ

ｅｒｉｓｔｏｓ ｔｕｄｙｕｓ ｉｎｇｔｈｅ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ｄｒａｍａａｕｘｉ ｌ ｉａｒｙ

ｈｉ

ｇ
ｈ

ｓｃｈｏｏ 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ｃｏｐｅａｎ

ｄ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ｓｈｏｗｅｘａｍｐｌ ｅｓａｒｅａｌｌ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ｈ
ｉ
ｎｅｓ ｅｆｉｖｅｃｏｍｐｕ ｌｓ ｏｒ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ｆｏｒｈ ｉ

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ｓ ．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ｓｉｘｍａｉ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ｒ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ｏｆｃ ｏｎｔｅｎｔｈａｓ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 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 ｌ

ｐｒ
ｏｂｌｅｍｓ

：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ｙ；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ｐ ｌａ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ｉｎ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ｔｅｘｔ ｉｓｓｕｉ

ｔａｂ ｌｅｆｏｒｓｈｏｗ
；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ｄｒａｍａｓｃｒ ｉ

ｐ
ｔｗｒ ｉｔ ｉｎｇｉｄｅａｓ

，ｓｈｏｗｔｅａｍｂｕｉ ｌｄｉｎｇ ，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
；Ｔｉｍ ｉｎｇ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ｄｒａｍａ
ｐ

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 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ｏｏｎ．
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ｃｈａｐ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 ｔｓａｎｄ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ｈｅｉｎｓ ｔａｎｃｅｏｆｕｓ ｉｎｇ

ｉ ｌ ｌ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ｐｌａｙａｕｘ ｉｌｉａｒ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ａｓｐｅｃ
ｔｓ

，ｎａｍｅ ｌｙ，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ｉｃｔ ｉｏｎ

ｅｘｃｅｒｐｔｓ ，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ｓ
，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ｔｈｅｔｅｘｔ

．
Ｔｈｅｓｉｘｔｆｉｃｈａｐｔｅｒ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ｐｌａｙ
ａｕｘｉ ｌｉａｒｙ

ｔｅ 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ｆｏｕｒ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 
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ａｉｎｂｏｄｙ，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ｌ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ｃｒ
ｉ

ｐｔ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ｓ ｉｄｅａｎｄ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ｅｒｆ
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ｄｒａｍ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ｏｙｏｕ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ｒｅｆｕ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
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ｘｃｅｒｐ

ｔ
ｇｕｉｄ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ｒｏｔｅｓｅｖｅｒａｌ

ｔｙｐｅｓｏｆ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

， 
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ｆｉｖｅ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ｇｉｖｅａｌ ｉｔｔ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Ｈｏｐｅ ｔｏｍａｋｅｍｙｌ ｉ ｔｔｌ ｅｅｆｉｆｏｒｔｓｔｏ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ｄｒａｍａ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ｇｕ ｉｄｅｄｂｙ

ａｌ 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Ｗｅａｒｅ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ｈ 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
Ｈ ｉ 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Ｃｈ ｉ ｎｅｓ ｅ

，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ｄ ｒ ａｍａ

，Ａ ｕｘ ｉ ｌ ｉ ａ ｒ ｙｔｅａｃｈ ｉ ｎｇ ，

Ｐｒａｃｔ ｉ ｃｅｒｅ ｓｅａ ｒ ｃｈ

ＩＶ



目 录

ｍｗ ｉ

Ａｂｓｔ ｒ ａｃｔＩ ｌ ｌ

胃一胃 绪论 １

１ ．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论意义 １

１
．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现实意义 ２

１ ．
３ 文献综述 

３

１ ．３ ．１ 选题缘由 ４

１ ． ３． ２ 前人研宄成果 ４

１
．３ ．３ 选题研宄价值 ５

第二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目标指向和理论来源 ７

２ ．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 标指 向 ７
＂

２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论来源 ９

２
．
２

． １ 多元智能理论 ９

２
．
２

．２ 建构主义学习观和支架式教学 １ ０

２
．２ ． ３ 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理论 １ １

第三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１ ３

３
．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落实语文核心素养 １ ３

３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现状 １ ４

３ ．３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与戏剧单元教学的关系 １ ５

第四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实践初探 １ ７

４
．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选材依据 １ ７

４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剧本创作团队建设 １９

４
．３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时机选择 ２０

４
． ３ ．１ 基于教学内容选准运用时机 ２０

４ ．３． ２ 依据学习 需求选准运用时机 ２ １

４
．４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效果评价 ２２

第五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选录与简评 ２７

Ｉ



５
．
１ 历史故事 （来源于必修 ） ２ ７

５ ．２ 小说节选 （来源于必修或名著 ） ３２

５ ．３ 人物传记 （来源于必修或课外阅读 ） ３７

５ ．４ 课文作者 （来源于必修中的作者 ）
３８

第六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实践策略 ４３

６ ．
１ 学生主体策略 ４３

６
．２ 教师主导策略 ４４

６ ．
３ 剧本编写策略 ４６

６ ．４ 课堂 内外表演策略 ４７

６ ．５表演评价策略 ４９

＾＾５３

参考文献 ５５

＾ｍ５７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５９

Ｉ Ｉ



第
一

章 绪论

第一章 绪论

运用课本剧的形式来辅助教学 ， 对于激发学生兴趣、 活跃语文课堂 、 寓教于

乐 ，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参与能力 ， 提高学生在读懂课文基础上的自主想

象和创造力 ， 有着其独特的 、 不可替代的作用 。 如今 ， 承载着推进语文新课程改

革 ， 推行素质教育 ， 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任务的语文课堂中 ， 课本剧辅助教学

以其恰到好处的编排 、 生动形象的表演正独领风骚 ， 成为语文课堂的
一

道亮丽风

景 。

？
因此 ， 教师需要科学地利用课本剧的形式辅助语文教学 ， 从而增加语文学习

的乐趣 、 调动学生的创新性 。

１
．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论意义

（

一

）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
》 曾在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第二点 、 第

三点中 分别提出 ： 注重语文应用 、 审美与探宄能力的培养 ， 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

性地发展 。 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
一

的原则 ， 构建开放 、 有序的语文课程 。

②

这就说明 ， 语文课程最终也要落实到实践运用中 ， 从而真正促进学生的终身

发展 。 学生在编演评课本剧的过程中 ， 正是对经典文本的
一

种应用 ， 并且这种应

用是涉及到跨学科的 、 多种核心素养全面锻炼的过程 。 因此笔者认为 ， 从高中语

文课程理念出发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 ， 是高中生运用语文的
一

个方式 。

在
“

互联网＋
”

背景下的新时代教师精选学习 内容 ， 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 ， 增

加语文课程的选择性和趣味性 。 也要求新时代的高中生转变学习方式 ， 积极参与

到教师所 引 导的广阔学 习环境 中 ， 促进 自身特长与个性的发展 ， 从而获取时代所

需要的语文核心素养 。

（二 ） 科学地运用课本剧辅助语文教学 ，
也是 中学校本课程发展的体现之一。

现在在国家新课改的教育大潮下 ， 校本课程的兴起不仅成为 了个性办学的标志之
一

， 也 日渐变成了新课改的亮点所在 。 比如笔者所实习 的学校 ， 现 已秉承基于学

生 、 为了学生的宗旨 ， 创设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 ， 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呈现 ，

其中就有与课本剧密切相关的表演社团等 。

语文校本课程的兴起 ， 语文教师团队就是语文课程的宝贵资源 ， 承担着研发

①黄晓莲 ． 编演课本剧 ：对话式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Ｄ 】
． 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０ ７ ．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 ）
［
Ｍ］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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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校本课程的责任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恰好能把课堂教学与实践展示相结合 ，

在把握核心能力 、 核心知识的前提下寓教于乐 ， 提升学生对于文本的认同感和思

辨性 。 因此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 ， 能协助语文学科打造出别具
一

格的校本课程 。

１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现实意义

（ １ ） 全面落实学生
“

读
”

、

“

思
”

、

“

编
”

、

“

演
”

、

“

评
”

的能力
“

语文教学的课堂就是组织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训练的场所 。

”？
这是语文这

个人文性学科对于语文课堂提出的要求 。 然而 ， 对于新时代动手能力 、 知识储备

更加丰富的高中生而言 ， 他们对于语文的学习追求 ， 除了包括传统的
“

听 、 说 、

读 、 写
”

常规训练之外 ， 还需要能够充分展示他们思想与个性的
“

想 、 演
”

训练 。

笔者认为 ， 既然学生有这样的追求和需求 ， 那么基于学生的发展和兴趣 ， 教师科

学指导学生去尝试
一些经典篇 目 的课本剧未尝不可 。

编排 、 演出 、 评比课本剧时 ， 学生在充分准备资料的过程中 ， 无疑是可以加

深对剧本的理解 ， 从而打开思维的天窗 ， 剧本角度的选择 、 剧本的编写 、 台词旁

白 的设计 、 人物动作心理的安排等过程 ， 无
一

不在考验学生基于文本的合理想象

创造能力 ， 都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联想 、 想象的
“

想
”

的高度 。

同时 ， 当学生真正投入 自 己所演绎的角色之中时 ， 他们 自 会与作品人物产生

共鸣 ， 受到真善美的熏陶 ， 从而在
“

演 、 评
”

的过程中 ， 感知语文的魅力 。 而恰

到好处地组织学生编写课本剧来辅助教学 ， 就很好地落实 了这
一

目 标 ， 让学生能

感受到在演的过程中 ， 挖掘经典文本的现代意义 。

（２ ） 提升学生对文本个性解读和合作探宄水平

要让学生真正能编演出髙水平 、 有价值的课本剧 ， 前提是教师巧妙引导学生 ，

让学生对于适合编演课本剧的篇 目 产生兴趣 、 有所思考 ， 进而产生想要表达 、 呈

现他们对文本解读成果的冲动 。 只有这样 ， 学生才能带着 自 己由文本牵引 出来的

对这个世界的初步观察 、 体悟与思考 ， 带着 自 己对文本中不同角色的
“

代入感
”

，

与作者进行无声的对话 ， 倾听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 ，
理解作者在特定的时代背

景下对这个世界的另
一

种解读 。 这样 ， 学生个体感受与文本意义交融 ， 与文本共

同生成各种带有学生个性色彩的文本解读和探宄 。

？

学生在一场完整的课本剧 中 ， 至少要参与到 ：

“

导演 、 编剧 、 演员 、 评委 、

观众
”

这五个分工中的一种 。 那么这五种参与要素怎样去合理分工 ？ 怎样去合作

①张 良田 ． 语篇交际原理与语文教学 ［
Ｄ

］
． 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０２ ，

②黄晓莲 ． 编演课本剧 ：对话式语文教学的理论研宂和实践 ［Ｄ ］ ． 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０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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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剧本 ？ 怎样去精心设计好每
一

个角色的台词 、 动作 、 心理旁 白 ？ 如果需要简

单的道具 ， 又该怎样满足 ？ 以及如何在繁忙的学习 中劳逸结合选取排练时机等问

题都需要合作解决 。

在合作探究中 ， 整个团队会增强凝聚力 ， 体会到课本剧实践操作的挑战性 ，

而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 ， 学生在集体中的交际 、 合作能力自 然会形成 。 另外 ， 编

演课本剧教学活动中 ， 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助体验变为重中之重 。

（３ ） 増强语文教师指导 、 组织、 专业能力

对于教师尤其是新任教师而言 ， 笔者在带班实习 的过程中 ， 感触颇深的
一

点

是
“

设想有余而能力不够 ， 激情有余而方法不够
”

。 因此 ， 巧妙的指导技能 、 高

效的组织技能对于一名教师的成长尤为重要 。 而通过落实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标 ， 教师的指导、 组织、 专业能力会得到
一

定的提升。

一场走心 、 有情的课本剧活动 ， 离不开教师的全程指导 ， 而教师在参与 、 指

导的前提 ， 是 自 己先对文本有
一

个高层次的解读 ， 对学生有
一

定的 了解 ， 对全局

有
一

定的驾驭组织能力 ， 这样才有益于教师有效指导学生 。卞

从必修一开始指导学生第一次编演课本剧 《烛之武退秦师 》 开始 ， 笔者就做

了 以下工作 ： 首先 ， 开始读了
一些戏剧相关的书籍 ， 积累了

一

些戏剧 、 编剧等方

面的知识 。 然后 ， 学以致用 ， 利用 自 己所学习 的知识 ， 在实际教学 中慎重筛选能

够放在课堂甚至更大舞台上编演的经典课文 。 其次 ， 笔者利用大课间 、 晚 自 习等

时间深入学生 ，
用 心去 了解每个学生的性格与特长 ， 通过精心组织 ， 努力让每一

个学生在后面的课本剧中有 自 己的闪光点 。 ．

在
一

年多 的实践中 ， 笔者初步感受到 了 自 己知识面 、 组织能力 、 指导方法的

提升 ， 感受到 了当多位家长在面谈 、 电话 、 短信里说
“

我的孩子 以前不喜欢语文 ，

现在他不仅爱学了而且性格开朗 了不少
”

之类话语时的满足 ， 也感受到了学生悄

悄在卡片中写下
“

语文使我快乐 ， 我喜欢你——我亲爱的语文老师
”

时的欣慰。

１
．
３ 文献综述

本篇论文的完成 ，

一

方面是基于笔者在实习 学校近三个学期的实践总结 、 观

察访谈 ， 另
一方面是采用文献法 ， 认真搜集整理 、 研读前人相关的研宄成果 ， 从

而完成对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性思考 。 文献综述主要从选题缘由 、 前人研宄成果 、

选题研宄价值三个方面进行简述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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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３ ． １ 选题缘由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１ ８ 日 ， 杭州 日报教育新闻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 ：

“

得语文者得

天下 ， 得阅读者得语文
”

，

一

时间 ， 语文的重要性 引发热议和思考 。 学好语文 ，

对于高中学生来说 ， 不仅意味着高考那赫然醒 目 的 １ ５ ０ 分 ， 也不仅意味着语文是

一个工具性学科 ， 学好语文使其他功课的学习更能如鱼得水 ， 笔者认为更重要的

是因为
“

得语文者得幸福
”

， 因为语文世界虽然润物细无声 ， 但它却开启 了诗意

盎然 、 感知生命的大门 。

然而在现实课堂中 ， 笔者却发现一小部分学生在语文课上煎熬的神情 ， 语文

课成了
一

小部分学生的催眠课、 作业课 ， 这对于任何一位植根教坛 、 激情满腹的

语文教师而言 ， 无疑是一种不可言喻的悲哀 。 为 了让更多的学生更好地参与语文

文本的解读 、 生成 、 创新之中 ， 笔者在为期
一

年多的带班实习过程中 ， 采取运用

课本剧的方式辅助教学 ， 因此将毕业论文的选题定为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

性思考和实践初探 。

本课题基于笔者对于 旨在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语文课本剧教学理念和策略的

思考所进行的尝试 ， 并在总结教学案例和本人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过程性研宄

及结论。

１ ． ３ ．２前人研究成果

为了能将笔者基于兴趣和实践思考的课题做好 ， 笔者在平时上课之余 ， 用
一

个多月 的时间 ， 查阅相关研宄成果 ， 发现各位学者对于语文课本剧 的看法及作用

众说纷纭 。 特节选几处如下 ：

黄晓莲在 《编演课本剧 ： 对话式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 中强调 ： 如今 ，

承载着推进语文新课程改革课改 ， 推行素质教育 ， 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任务的

语文课堂中 ， 课本剧恰到好处的编排、 表演正独领风骚 ， 成为语文课堂的
一

道亮

丽风景 。

？

罗燕在 《编演课本剧在语文教学中 的意义 》 中提出建议 ： 中小学可以在今后

的教学活动中 ， 基于教材和学生实际 ， 让
“

有声画谱描人物 ， 无字文章写古今
”

的课本剧能够更好地辅助语文教学 ， 展示教师指导 下 、 学生主体参与而成的语文

课本剧的独特魅力 ， 努力为语文教学打开新的源头 ， 引进源源不断的活水 ， 让日

渐崇尚西方文学化的学生 ， 感受到国学 、 文学的吸引 力 。

？

①黄晓莲 ． 编演课本剧 ：对话式语文教学的理论研宄和实践 ［Ｄ］
． 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 ２ ００ ７

．

②罗燕 ． 编演课本剧在语文教学中 的意义［Ｊ】 ． 湖南第
一

师范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７

，

７（３） ：
４０

－

４２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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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 绪论

朱志祥和刘瑞才通过 《语文课本剧演出活动的意义 》 提出观点 ： 课本剧辅助

教学的 目 的是最大可能地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 使学生在参与过程中产生情感价

值观的思考 。

？

罗 昌平在 《编排课本剧在选材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中提出 ： 改编或创作课

本剧 ， 是要在基于原文的基础上 ， 将课本上的精彩片段舞台化 ， 此时则要考虑到

教室这个舞 台所能提供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

？

朱文庆在 《课本剧表演的评价机制初探》 中表示 ：

一

次成功的课本剧编演 ，

一

定是能够使学生加深对文本的体悟 、 提高 自身 的创作能力 、 语言表达能力 、 培

养自 己正确的价值观 、 实现 自身情感的升华 、 增强小组合作探宄能力和文学鉴赏

能力 的 。

？

朱献华在 《新课程理念下课本剧活动的策略与方法 》 文中说 ： 在丰富多彩的

语文课程资源中 ，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便是编演课本剧 ， 它能把课堂教学与实践结

合起来 ， 让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 得 以锻炼。 可以说 ， 编演课本

剧既能打造出特色校本课程 ， 又能为语文教学开辟
一

个新天地 。

？

傅念飞在 《课本剧 ： 语文学科与研宄型学习整合的
一

种有效形式１ 中表示 ：

总之 ， 如果在语文教学实践中 ， 能够将课本剧创作与表演活动很好地开展起来 ，

那么 ， 它将成为学科教学与研宄型学习进行整合的
一种有效途径 ， 将使语文教学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

被誉为我国
“

优秀的语言艺术家
”

、 伟大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 曾经说
“

学习

的过程是个游戏的过程 。 有益的游戏能丰富想象 ， 丰富的想象有助天掃养创造性

思维 ，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是将来知识型人群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

”＠
在

恰当的时机 ， 选择恰当的篇 目 去组织学生编 、 演 、 评课本剧 ， 可以启发学生在读

中思 、 在思中动 、 在动中学 、 在学中用 ， 让 自 己形成对文本非标签化的解读和再

创造 ， 使 自 己的思维和创造力被充分激活 。 因为学习语文主要 目 的之
一

在于运用 ，

所以教师需要用智慧引 导学生养成运用语文 的好习惯 。

１ ． ３ ． ３ 选题研究价值

那么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研究 ， 宄竟有什么价值 ， 笔者对此有如下思考 ：

首先 ， 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研宄对语文教材的深入挖掘有着重要作用 。 语文教

①朱志祥
，

刘瑞才 ． 语文课本剧演出活动的意义 ［Ｊ ］． 语文教学与研究 ：教研天地
，
２０ １３（７ ） ： ７２

－

７２ ．

②罗 昌平 ． 编排课本剧在选材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Ｊ］
． 科学咨询

，
２ ０ １ ０（２２） ： ３５

－

３５ ．

③朱文庆 ． 课本剧表演的评价机制初探 ［Ｊ］
． 教育研究与评论 ：课堂观察

，
２０ １５ （６） ： １ １ －

１ ３ ．

④朱献华． 新课程理念下课本剧活动的策略与方法 ［
Ｊ
］

． 语文教学之友
，

２０ １ ６（
１ ０） ： １ ３

－

１
５ ．

⑤傅念飞 ． 课本剧 ：语文学科与研宄型学习整合的
一

种有效形式 ［Ｊ ］
．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４
，
２ ０

（６） ：
１ ３

－

１ ５ ．

⑥周庆元 ． 语文教育研宄概论 ［Ｍ］
． 长沙 ： 湖南人民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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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中所选的课文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典范之作 ， 尤其是
一

些中外小说节选 、 古代

散文 、 人物传记 、 话剧选段等 ， 无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 的文化内涵 。 这类

篇 目 如果只是教师个人照本宣科 ， 停留在字词 、 段落 、 主题 、 人物形象 、 情节等

层面的过度分析 ， 不但教师个人会讲得 口干舌燥 ， 而且学生接受的也极为有限 ，

甚至出现厌学 、 弃学语文的负面情绪 ， 因为这种灌输式、 包办式的文本解读 ， 有

悖于语文教学的初心 ， 而课本剧辅助教学 ， 则对于语文文本的挖掘有着与时俱进

的作用 。

其次 ， 课本剧辅助教学研宄对语文教师和学生都是
一

种提升 。 课本剧辅助教

学主要借助教师有计划 、 有策略的 引导 ， 让学生通过解读文本 、 编演剧本 、 表演

展示 、 互评 自评等方式 ， 在合作探宄中完成对文本的
一个更高层级的解读 。 指导

学生将适合编演课本剧的文本 自 己演绎 出来 ， 既能督促学生 自主去读懂文章 ， 又

便于老师全面检测评价 自 己学生阅读与鉴赏 、 表达与交流 、 生成与探究等综合能

力 ， 笔者认为这对于教师 、 学生而言 ， 均是
一

种锻炼与提升 。

？

再次 ， 课本剧辅助教学研宄对于语文课程中情感态度价值观 目 标的落实大有

裨益 。 穿插课本剧来辅助教学也是情境教学的
一

种尝试 ， 不 同的学生在扮演 自 己

所能胜任的文本角色时 ， 在文本角色的感染暗示下 ， 学生 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有别

于 日常生活体验的 、 全新的角色体验 ， 从而使 自 己 内心对于文本角色产生感 同身

受的理解甚至共鸣 。 情境的暗示和强化更容易直观地唤起学生内 心深处的某些重

要情感 ， 并在不知不觉中使文本所要渗透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强化 。 渗透情感

教育 ， 也就是落实三维 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
一

内容 ， 在语文这
一

学科教学

中历来备受重视 ， 尤其在笔者所实 习的学校 ， 在语文教学 中 ， 将情感 目 标置于三

维 目标之首位。

人教版高中语文五本必修教材中 ，

一

些经典的篇 目 为学生们塑造 了诸多不可

磨灭的人物形象 、 历史故事 、 文学大家等 。 而充分挖掘五本必修教材 ， 让课本剧

来源于教材 ， 带给学生美妙的视听感受 ， 无疑是具有无与伦 比的教育感化作用 ，

在整个参与过程中 ，
也有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世界观 、 人生观 ， 同

时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学审美鉴赏能力 。

①黄晓莲． 编演课本剧 ：对话式语文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Ｄ ］
． 长沙 ： 湖南师范大学

，
２０ ０７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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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目标指向和理论来源

２
．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标指向

所谓 目标指 向 ， 就是指运用课本剧这
一

形式来辅助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 目标 。

而教学 目 标 ，

一

般多指在教师主导 、 学生主体的原则下 ， 师生双方通过课堂教学

互动后 ， 预期所能达到 的某一种结果或标准 。 具体而言 ， 这就是指教师在备课的

过程中 ，
基于经验和学生实际 ， 对学生通过教学 以后 ， 将能够达到什么高度 、 具

备何种能力的
一

种 明确且具体的表述 ，
主要是简洁地描述清楚 ， 学生在学习后预

期产生的思想 、 行为变化 。

？

（ １ ） 教师所确定的教学 目标 ， 具有导 向的功能 。 教学活动结束后 ， 学生能够

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结果 ， 都会受到预设教学 目标的指导和支配 。 教师的整个教学

过程 ， 将围绕教学 目 标的最大化实现并开展 ， 语文教学 目标确立的正＃与否 ， 小

的方面关系到学生对于
一

节课 、

一

个知识点 、

一

项能力的掌握与否 ， 大的方面关

系到语文学科教学的成败 ， 乃至影响到学生和学校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的 问题 。

运用课本剧的形式辅助教学 ， 目 标很明确 ， 笔者将课本剧 的形式定义在
“

辅助
”

，

并非是拿出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课本剧创作 ， 更不是将所有课文都编写成课本剧 ，

只是在严格落实每
一

单元 、 每
一

课的三维 目 标的基础上 ， 选取恰当时机 、 合适篇

目来指导学生进行课本剧的编演评 。

（ ２ ） 教师所确定的教学 目 标 ， 具有控制的功能 。 教学 目标要求教师对于教学

的各个环节进行必要的掌控 。 教学 目 标对于教学过程具有约朿的力量 ， 通过发挥

教学 目 标的约束作用 ， 教师可以使整个教学过程有条不紊地推进 ， 使得课堂教学

沿着教学 目 标的轨道不会产生过大的偏离 ， 这样才可以保证有效 、 高效地实现教

学预设 目标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时 ， 教师并非是让学生处于一个放任发挥 、 信马 由缰的过

程 ， 而是需要教师全程在后台指导 ， 为学生团队把控好编演评的大方向 ， 让每
一

个环节都能够有序进行 。 比如 ， 在学生编演课本剧的过程中 ， 笔者发现部分学生

有对于文本
“

恶搞
”

的现象 ， 为 了标新立异 ， 台词 、 动作不符合文本初衷 ， 这样

的现象 ， 就需要教师及时予以引导和纠偏 。

（ ３ ） 教师所确定的教学 目标 ，
也具有激励作用 。 教师在确定教学 目标时 ， 既

①常飞 ． 高中 历史课堂教学与现实生活的融合 ［
Ｊ

］
． 网络导报 ？ 在线教育

，

２０ １ ２（３３ ）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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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遵循新课标的总体规划 ， 又要在每
一

节课的具体实施中 因材施教 ， 考虑学生的

接受水平和认知能力 。 确定合理的教学 目 标 ，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 同时能在学生达到教学 目标后 ， 及时给予激励 ， 从而激发学生更大的潜

力 。

教师掌握学生学习 的兴趣 、 动机 、 意志等设置合理的教学 目标 ， 才能够把握

住学生学习 的
“

最近发展区
”

。

？
课本剧辅助教学要基于

“

最近发展区
”

的教学 目

标 ， 具有
一

定的
“

挑战性
”

， 而这种挑战性 ， 可以激发学生们基于现有基础的尝

试与探索 ， 激发他们学以致用的兴趣 ， 当学生能够具有跳
一跳 ， 就能摘取

“

课本

剧
”

这棵大树上
“

累累硕果
”

的信心时 ， 语文课堂 自 然会因为这
一

源头活水 ， 而

清如许 。

对于如何实现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 标 ， 笔者建议教师可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的 目标指向 。

第
一

，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 ， 自编 、 自演 、 自评课本剧 ，

使经典语文文本走出课本 ， 更加具体形象 ， 使形象化 、 直观性教育在语文教学中

实践 ， 可 以帮助学生更加 自 主地走进文本 ， 更深刻地体会到文本的艺术感染力 。

因此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 的是最大可能地 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 ， 使学生在参与过

程中产生情感价值观的思考 。

？
学生从同龄 同学通过生动 、 真实的画面再现作品 ，

更容易体会文本 中的人物 、 事件 、 情感 、 哲理 、 意境的内在联系及典型意义 ， 在

文本审美的熏陶下 ， 潜移默化地实现自我教育 ， 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所要求的真 、

善 、 美的道德品行 。

第二 ， 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 的不是盲 目追求形式新颖 ， 不是对文本的浅化阅

读 ， 不是用表演代替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研读 ， 恰恰相反 ， 它是辅助学生带着兴

趣去深入理解 、 领会课文 。 因此 ， 学生需要对课文进行细致的阅读 ，
透过人物的

语言 、 动作 、 神态 、 心理等 ， 把握准文中人物性格 ， 从而去构思剧本的表演技巧 ，

思考怎样塑造剧本 中人物形象 。 去洞察人物的思想 内核 ， 同时也需要查阅资料去

了解文本所在的时代背景 ， 做到知人论世 。 如果精选出来的课文 ， 在教师的 引 导

下 ， 经过如此细致的研读 ， 达到能创作 出剧本的高度 ， 那么学生对课文 的熟知和

掌握的程度 ，

一

定会非常高 。

第三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 ， 不是为 了培养艺术生 ， 但是如果能因此挖掘 出

个别在编剧 、 表演 、 导演方面有天赋的学生 ， 也算是对学生成长成才做出 了贡献 。

为了能够把握好人物的语调 、 语气的抑扬顿挫 、 喜怒哀乐 ， 学生需要把平时教师

①林永红 ． 高中文言文参与式教学实践研宄 ［Ｄ］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 ，

２ ０ １２ ．

②朱志祥
，
刘瑞才 ． 语文课本剧演 出活动的意义［Ｊ］

． 语文教学与研究 ：教研天地
，
２０ １３ （７） ：７２

－

７２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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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讲的刻画人物性格的神态 、 心理 、 语言等方法学 以致用 ， 用来塑造剧中人物形

象 。 如果教师能够巧妙引导学生在声情并茂的艺术表演氛围里 ， 去实践体验文本

故事情节的开端 、 发展 、 高潮 、 结局 ， 那么学生在有效地消化课文内容之后 ， 自

然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知识 ， 为学生 自身的多元发展奠定基础 。

２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论来源

运用课本剧的形式辅助教学的指导思想 ， 是把学生的兴趣爱好同知识与能力 、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这
一

教学三维 目 标的有机的结合 。 教师需要重视对

学生创新精神 、 实践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的培养 。 通过引 导学生对文章主 旨 的认

知 ， 来增强学生的表达与交流 、 思考与探究 、 合作与分工的水平 。 遵循新课改理

念 ， 以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为依据 ， 在紧跟学校和本年级语文教学计划的前提下 ，

为学生提供语文的创作天地 ，
让学生对文本的解读成果有展示的舞台 。 但是要切

记的
一

点是 ： 编排演 出课本剧不是 目 的 ， 而是
一

种辅助语文教学的手 课本剧

本身并不是教学 ， 而是
一

种能使部分故事性强 、 适合改编表演的课文？ 通过师生

的群智群策 ， 以
一

种更加灵活新颖 、 富有时代气息的方式来辅助教学的手段 。

１ ９８９ 年 ５ 月 ， 天津师专三位教师精心编著 ，

“

中 国的莎士比亚
”

曹禺先生

题写书名 、 作序的 《 中学课本剧 》 ， 在 中 国戏剧 出版社正式出版 。 所以在戏剧界

里面 ，
１ ９８９ 年又被广为认可地称为

“

课本剧年
”

。 《 中学课本剧 》 的出版 ， 无疑

是为课本剧辅助中学教学 ， 尤其是中学语文教学起到了 巨大的影响 。

２
．２ ．１ 多元智能理论

在素质教育的大旗下 ， 作为教师 ， 如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
一

个终身使命 。

１ ９８ ３ 年被美国 《纽约时报 》 称为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一一

加德纳 ， 出版了其代表作 《智能的结构 ： 多元智能理论 》 。 在书中 ， 他从心

理学的角度 ， 提出 了著名 的多元智能理论 。 在书 中 ， 加德纳提出人的智能是多元

的 ， 并将其分为语言智能 、 逻辑／数学智能 、 空间智能 、 肢体运动智能 、 音乐智能 、

人际智能 、 内省智能 、 自然探索智能和存在智能九种智能 。

既然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这些智能 ， 那么如何开发并积极训练学生的

这些智能 ， 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 笔者所实习 的学校是
一

个典型 的

课改学校 ， 学校始终在最大限度地为学生挖掘潜力 、 智能培养、 展示 自我创造平

台和契机 ，
它的出发点之

一

， 就是尽最大可能调动学生的多种智能全面成长 。 而

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编 、 演 、 评等各个环节 ， 需要学生的全程主体参与 ， 这本身就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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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多种智能全面拓展提供了平台 。

笔者通过观察发现 ， 在教师选定
一篇适合编演课本剧的篇 目之后 ， 学生首先

要 自选文本的
一

个角度或者
一

个情节片段 ， 这个选材的过程 ， 是对学生逻辑思维

智能的训练 ；
而在课本剧剧本的编写阶段 ， 学生需要对文本进行深入研读 ， 然后

落实到语言组织和写作上 ， 这对学生的语言智能是
一

个 巨大提升 ； 在课本剧合作

排演的阶段 ， 学生需要组建演出 团队 、 协调演出时间 、 培养合作默契 ， 这对于学

生的人际关系智能 、 存在智能是一个有效的提升 ；
此外 ， 在课本剧最终演出的情

节配乐 、 场景安排 、 动作设计等工作中 ， 学生的空间智能 、 肢体运动智能 、 音乐

智能都得到 了锻炼 ； 最后 ， 课本剧演出结束后 ， 小组评分环节 ， 可以让学生的人

际关系智能 、 内省智能 、 存在智能被充分激活 。

所 以 ， 笔者指导学生编演评课本剧的各个环节 ， 都看到了多元智能理论的践

行 ， 也为学生的各种智能在不同程度 、 不同方面有了落地的载体 。

２
． ２ ．２ 建构主义学习观和支架式教学

以皮亚杰 、 布鲁纳 、 维果斯基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流派 ， 提出 了很多对教学 、

学习 、 教学原则很有帮助的纲领性思想 。 建构主义学习观 ， 认为学生不是知识的

被动接受者 ， 而是知识与能力的主动建构者 ， 并且这种建构是独
一

无二的 ， 是他

人无法替代的 。

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一

方面是对新信息 、 新知识 、 新

技能 的有意义的主动建构 ，
二是对原有的 ，

己经习得经验的 自主重组 。 同时 ， 建

构主义学习观还提出 了能够灵活地建构起用于指导学生学习活动的图式 。

？
学生在

课本剧的编 、 演 、 评的过程中 ， 主要是在己有的学习基础上 ， 基于文本 ， 对于信

息的主动重建 ，
而创新部分则体现了对于新信息的主动建构 。

与建构主义学 习观相匹配的教学模式 ， 提倡在教学活动中切实以学生为主体 ，

教师只是作为教学的指导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出现 。 教材成为学生学习时主动建构

的对象 ， 多媒体成为创设情景 、 促进协作创新的工具 ， 教师通过有效的情境创设 、

引 导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从而使学生对所学知识达到有价值的建构 。

教师 、 学生 、 教材和多媒体等 ， 均需要各司其职 ， 共同丰富语文教学 。

在这种模式下 ，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支架式教学和抛锚式教学 。 而在运用课本

剧辅助教学的过程 ， 主要运用 了支架式教学的模式 ， 具体操作时理论指导实践体

现五个环节 ：

（ １ ） 教师围绕选定的篇 目 ， 掌握学生的学习基础后 ， 依据
“

最邻近发展 区
”

①唐元毅． 从现代教育理论视角审视师生关系 ［Ｊ］
． 宜宾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３
，
６
（
６） ： ５８

－

６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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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搭建脚手架 ；

（ ２ ） 教师指导学生从选定的篇 目 中 ， 裁剪出适合编演的片段 ， 引导学生进入

情境 ；

（ ３ ） 给出
一

定的时间 ，
让学生 自主去解读文本 ， 发散思维去编写剧本 ， 让学

生对文本有
一个独立探索 ；

（ ４ ） 进入排练 、 展演的阶段后 ， 指导学生
一

定要学会互相配合 、 求同存异 ，

协作学习 ；

（ ５ ） 在学生演出结束后 ， 组织学生各个小组对表演进行一个打分评价 ， 及时

落实效果评价 。

２ ．２ ．３ 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理论

笔者在指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剧本的编写时 ， 借鉴 了陕师大文学院王元华老师讲

解过的 Ｇｒｉｃｅ（格莱斯 ） 的关联理论相关内容 。 Ｇｒｉｃｅ 的关联理论提出了最大关联

和最佳关联理论 ， 对于指导学生如何基于文本创作出与文本 自 身具有最大关联或

者最佳关联的剧本有
一

定的指导作用 。

法国丹 ？ 斯珀波和英国迪埃珏 ？ 威尔逊在 《关联 ： 交际与认知 》
一

书中指 出 ，

认知是与交际联系在
一

起的 ， 人们 的认知趋向于 以最小的努力取得最大的语境效

果 ， 这就是
一

种比较理想化的最大关联 。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 这种理想的效果比

较难以实现 ， 于是后来修改为以足够的努力去取得相当的语境效果 ， 即实现最佳

关联 。

①

ａ．

在学生忠实于文本的剧本创作过程中 ， 其实也是
一

个和文本 、 和作者 、 和读者

建立最佳关联 ， 甚或是更加理想的最大关联的过程 。

①丹 ？ 斯珀波 ，
迪埃珏 ？ 威尔逊． 关联 ：交际与认知 ［

Ｍ］ ．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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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落实语文核心素养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 语文课程教学更重视体现语文的基础性 、 综合性 ， 全面优

化考核方式和考核内容 ， 重新调整选考模块 ， 加强考查文学文化常识 、 欣赏评价

能力 、 语文核心素养 、 人文素养等 。 在即将颁发的新课标中 ， 高 中语文核心素养

主要承载着学生在语文学习 中 比较稳定的 、 最基本的 、 能够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能力 、 知识 、 技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 ， 它 由
“

语言建构与运用
” “

思维发展与提

升
” “

审美鉴赏与创造
” “

文化传承与理解
”

四大素养组成 。

？
而课本剧辅助教学

的过程中 ， 很好地渗透 了这 四大核心素养 。

如何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呢 ？ 创设 良好的语境 、 引 导学生 自主探宄 、 注重

体悟传统文化无疑是需要关注的 。 同时 ， 核心素养要体现科学性 、 时代性和 民族

性 ， 要 以能够培养
“

全面发展的人
”

为核心 ， 分为文化基础 、 自 主发展 、 社会参

与三个方面 ， 如下图 １ 所示 ：

命气
％学会学习责任担当 ￥

＾健康生活实践创新爆

皿全面发
^

展的人

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

文 化 基 础

图 １ 语文核心素养 图

①郭根福 ．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对比分析 ：高中语文［
Ｍ

］
． 长春 ：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 ２０ ０６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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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语文教学中 ， 笔者尝试在恰当的篇 目 中 ， 选择恰当的时机 ， 运用课本剧

辅助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 此外课本剧的创作也可以在阅读中提高语文核心素养 ，

从生活实践 中引导学生提高语文核心素养 ， 通过灵活新颖的呈现方式来贯彻文学

修养 。

语文核心素养的形成 ， 是 日积月 累 、 持之以恒的形成阶段 ， 需要在老师有效引

导下 ， 因材施教 ， 有的放矢地培养 。 而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则让这些素养更好地

落实于课堂 ， 让学生在合作中探宄 、 发现语文的深层吸引力 ，
通过 自 己的实践 ，

去体验和解读优秀文学作品 。

３
．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现状

《语文课程标准 》 （ ２０ １ １ 年版 ） 指出
“

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 ， 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 ， 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 、 用语文的意识 ，

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

。

？
笔者所实 习的学校 ， 在教学的各个环节

都尽可能落实新课改的理念 ， 开发了丰富多彩的学科活动 、 青春修炼活动 、 选修

课 。

在语文学科活动中 ， 课本剧在全年级乃至全校展演 ， 是历年来的亮点所在 。 比

如在 ２０ １ ６ 年的学科活动中 ， 笔者所实习的高
一

年级 以 《荆轲刺秦王 》 这
一

经典课

本剧表演 ， 赢得 了年级师生 、 领导的肯定 ， 被学校领导表扬 ， 充分肯定了学生学

以致用 、 用思创新的表演 。

然而在笔者的观察中 ， 初中部和高中部 ， 不同年级之间 ， 不同老师对于课本剧

的认知和实践 ， 差异较大 。 笔者所在的高一年级 ， 在备课组长和组内老师的策划

下 ， 完成了 《荆轲刺秦王 》 、 《鸿门宴 》 、 《林黛玉进贾府 》 等诸多经典篇 目 的

课本剧创作 、 展演 、 评比 ， 学生间掀起了学语文的热潮 。

在新课改的理念下 ， 学习方式变革的需求变得尤其强烈 。 根据笔者走访 、 观察

了解 ， 目前关于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研究实践 ， 存在以下
一

些问题 ：

１ 、 部分老师只是将课本剧布置下去 ， 缺乏必不可少的全程参与指导 ， 学生的

编演流于形式上的热闹 ， 内容上的空洞 ；

２ 、 部分教师认为课本剧表演耽误课时 ， 影响学习 ， 拒绝这
一

辅助教学的尝试 ，

甚至全盘否定这
一

新的辅助教学形式 ；

３ 、 教师对于如何指导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本 ， 如何编演 、 如何组织评选等环

节 ， 缺少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经验 。 这
一

点笔者深有感触 ， 在指导学生编演课本剧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 （ 实验 ）
［Ｍ］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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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 ， 时常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 因此是边学习边应用 ， 遇到瓶颈的时候 ，

及时请教组 内经验丰富的教师 。

４ 、 学生在编演课本剧的过程中 ， 有脱离文本 ， 过度改编的现象 。 笔者在不同

年级多个班级听课的过程中 ， 发现
一些学生在编演课本剧时 ， 过于追求与众不同 ，

导致编演有悖于原文的思想内涵 ， 人物形象被扭曲误读等现象 。

当然 ， 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远远不止笔者上述的内容 ， 由于笔者还在

初步探索过程中 ， 只能提出这些不够成熟的观察结论 。 探索课本剧辅助教学之路

漫漫其修远兮 ， 笔者将虚心上下而求索 。

３
．
３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与戏剧单元教学的关系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不同于教材所选取的戏剧单元教学 。 在人教版高中语文

必修教材中 ， 必修四中有三部著名戏剧的节选 ， 分别是代表着中 国现代话剧的曹

禺先生的 《雷雨 》 、 代表中 国古代戏剧的关汉卿的 《窦娥冤 》 和代表＿方戏剧

的莎士 比亚的 《哈姆雷特 》 。

戏剧单元的教学 ， 在高 中必修教材中所 占份额 ， 远不能和诗歌 、 散文 、 小说 、

科普文等相比 ， 但是学生更能在读剧本 、 演剧本的过程中 ， 体会剧本的独特魅力 ，

因此戏剧是非常能体现语文学科人文性 、 综合性的文学体裁之
一

。 戏剧单元的教
̄

学 ， 能提高学生审美品味 。

然而在实际的教学操作 中 ， 戏剧单元教学却常常被应试化 、 知识化甚至有些

边缘化 ， 教师过多的讲解代替 了学生的鉴赏 ， 导致学生对于篇幅相对过长的戏剧

节选产生厌倦和畏难情绪 ， 根本体会不到戏剧单元教学本该有的丰富性和乐趣程

度 。 笔者在查阅相关的戏剧资料后 ， 了解到戏剧文学需找到其艺术规律 ， 学习 了

相关的戏剧常识后 ， 深刻领悟到以
“

台词
”

作为叙述语言的戏剧与小说大相径庭 ，

紧凑集中的戏剧结构 、 多重矛盾的人物性格 、 丰富斑斓的内心世界 、 纷繁芜杂的

历史社会背景全部依靠人物的对话 、 独 白 、 旁 白支撑并完成 。

？
既然

“

演出性
”

是

戏剧文章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性 ， 那么 ， 在实际的教学 中 ， 教师应选择与其相
一

致的教学方式 。

在实践操作中 ， 笔者在必修三第三单元的古代散文学习完之后 ， 就开始让学

生尝试 ， 先认真阅读必修四戏剧单元选段 ， 班内组织团队 ， 自 选角色 ， 等待两周

之后演绎必修四 中的 《雷雨 》 《窦娥冤 》 《哈姆莱特 》 选段。 学生接到这个作业

后 ， 兴致非常高 ， 他们开始 自 己成立了合作团队 ， 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和平时的课

①夏登云． 高 中语文课本剧教学模式新探
［
Ｊ］

． 语文学刊
，
２０ 丨５ （ １ ０）

： 丨 ５０
－

１５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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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时间 ， 排练揣摩剧本 ， 等待着在必修四第一单元的课堂上
一展风采 。 最后因为

学生提前准备的较为充分 ， 配合默契 ， 演出十分成功 ， 为必修四的学习开了
一

个

非常好的头 。

对于戏剧教学的引入将使得学生热爱表演 ， 这也给运用课本剧来辅助教学带

来了很好的契机 ， 进而提升语文学习兴趣 。 那么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和戏剧单

元教学 ， 究竟有何区别 ？ 这是一个较易引 起歧义 、 易混为一谈的问题 ， 笔者还在

思考探索当 中 ， 以下是笔者总结的几点不成熟区别 ：

１ ．课本剧是教师指导 ， 学生 自己编演评的课堂辅助教学方式 ；
而戏剧单元是引

导同学们学习戏剧这一艺术形式 ， 了解相关的文学知识 ；

２ ．课本剧的素材可以来自于语文教材的文章 ，
也可以是戏剧单元的文章 ；

而戏

剧单元是作者写好的戏剧文本 。

二者的共同点 ： 都涵盖在戏剧这
一大的形式之内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是在

忠实文本的基础上 ， 教师指导学生以戏剧语言 、 戏剧形式来表达 、 创新文本内容

和主题的特殊戏剧形式 。

１６



第四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实践初探

第四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实践初探

４ ．１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选材依据

编写语文课本剧的整个过程中 ， 教师要有
一

定的宏观指导 ， 首先体现在课本

剧的选题上 ， 教师要把好选题关 。 把握好选题即教师要选择适当 的教学 内容指导

学生进行课本剧的编演 ， 因为在人教版高中语文五本必修教材中 ， 适合编演课本

剧的只 是部分篇 目 （见表 １ ） 。 那么应该选择哪些课文内容 ， 笔者认为有故事 、 有

情节 、 有矛盾冲突 、 有人物对话是决定
一

个文本是否能够适合演绎的最基本条件 ，

应积极指导学生选择合适的叙事性文章 ， 来开启编写课本剧的第
一步 ， 这也是教

师指导学生编演课本剧的关键所在 。 接下来笔者就谈谈课本剧选材应注意 的几个

要点 。

第
一

， 要 明 白运用课本剧的 目 的是为了辅助教学 ， 辅助学生深入认识文本 。 所

以首要注意 的就是课本剧在编写过程中 ， 要最大可能性地忠于原文 ， 与作者所要

抒发的思想感情 、 主题 内涵保持基本
一

致 。

第二 ， 课本剧 的切入主题鲜明 ， 剧本的选择必须是易于表演出来的 ， 叙述性强 、

情节鲜明 、 故事波澜起伏 、 人物对话丰富 、 动作神态生动的文本 。 有对话 、 有情

境 、 有矛盾冲突 、 各个角色人物形象生动 ， 是课本剧编演不可或缺的要素 。 情节

是展现在舞 台上的那一部分故事 。 当
一

个编剧打算把
一

个故事改编成课本剧 的时

候 ， 他应该想到
一

个一个的场面 ，
画面中 的人物栩栩如生 、 情感投入 ， 故事情节

引 人入胜 ， 才能真正点燃学生对于进
一

步演绎文本的热情之火 ， 从而激发学生对

于经典文本的学习兴趣 。 因为故事情节平铺直叙 ， 叙事抽象乏味 的文本不仅会让

学生失去编演评剧本的激情 ， 还会增加他们解读文本的负担 。 法国戏剧理论家布

伦退尔 曾说 ： 没有冲突就没有戏 。 所以应该重视故事冲突的矛盾解决过程 。

一

个

回合解决问题会让剧情过于平淡 。 在中 国传统戏剧创作中 ，

一

直非常讲宄
“ 一

波

三折 、

一

浪三波
”

，
也是这个道理 。 往往对抗能挑起观众最大的兴趣 ， 而让对抗

的双方
“

表面上反差 巨大 ， 但是背后势均力敌
”

， 则更能让剧情充满悬念 ， 让人

期待 。

第三 ， 想要让学生能在教室或者学科活动的舞台上 ， 将课本剧有声有色地呈现

出来 ， 道具是必不可少的 。 然而对于年级组和学校来说 ， 不可能为了每个班的表

演需求去配备各种道具 ，
此时就需要教师去鼓励学生 ， 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 去制

作
一

些简 易的道具 。 比如在期末学科活动中 ， 学生在表演 《荆轲刺秦王 》 时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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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 匕首 、 地图 、 樊无期将军的头颅等道具 ， 皆为学生 自 己所创制 ， 最终的演

出效果非常好 。

第四 ， 教师指导学生科学分配时间 ， 选择剧情容量较小 、 学生在演技和角色方

面容易呈现的片段等 ， 因为如果剧情容量太大 ， 学习基础相对薄弱 的学生在 自编

自演 自 评的各个环节就会遇到诸多不可预估的困难 ， 容易挫伤他们 的积极性 。 改

编或创作课本剧 ， 是要在基于原文的基础上 ， 将课本上的精彩片段舞台化 ， 此时

则要考虑到教室这个舞台所能提供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 。

？
剧本的核心是人际

关系 ， 小说可以只写
一个人的故事 ， 但是课本剧不行 ， 课本剧离不开人物关系 。

构成剧本的最小零件是两个人的关系 ， 这也是最常见最基本的关系 。

第五 ， 物色演员是很重要的 。 教师指导学生选定文本中的某
一

个情节进行表演

时 ，
这个团队

一

定是有相应的角色的 。 在实际操作 中 ， 因为性格等各方面条件的

制约 ，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有表演的天赋 ， 此时就需要教师给予学生足够的鼓励 ，

让他们建立信心 ， 建立团队 ， 选出团 队中的编剧 、 导演 、 演员 、 旁 白等 。

一个剧

本首先需要导演的解读 ， 而最后舞台 的呈现还需要幕后所有参与者的齐心协力 、

默契配合 ， 这样台前演员 的表演才能异彩纷呈 ， 所以上海戏剧学院孙惠柱教授曾

说 ，

“

戏剧是最不个人的艺术
”

。

基于实践初探 ， 笔者认为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本教材中 ， 以下篇 目适合教师

指导学生编演课本剧来辅助教学 。

表 １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适合编
￥
课本剧的篇 目简表


人教版教材篇 目名著导读 （节选 ） 课文作者

《烛之武退秦师 》
… …

《左传 》

必修
一

《荆轲刺秦王》
……

《战国策》无司马迁



《鸿门宴 》
……

司马迁


雜一《孔雀东南飞 》 （并序 ）《巴黎圣母院 》苏Ｓ

《林黛玉进贾府》
……曹雪芽



《寡人之于国也 》
……

《孟子 》


“紐＿

《窦娥冤》
……

关汉卿

《雷雨 》
……曹 禹

《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车鱼

、
：？

《廉颇蔺相如列传 》
…… 司马迁￥Ｂ ；Ｕ

《苏武传》
……班固



《张衡传》
… …范晔


７ＺＺ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
…
…施耐庵《三国演义 》

｜

《装在套子里的人 》
……契诃夫《堂吉诃德 》软计卡

①罗 昌平． 编排课本剧在选材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Ｊ］
． 科学咨询

，
２０ １ ０ （２ ２）： ３５

－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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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剧本创作团队建设

课本剧作为语文教学学习活动的形式之
一

， 需要学生自主表演 ， 当然教师就处

于与学生接触交流的第一线 ， 可以 自然地对学生们进行有效引 导 ， 并吸引他们中

的表演爱好者组成学生课本剧创作团队 ， 定期进行集中辅导和训练 。

在指导学生组建编演团队时 ， 要相应地将学生个人平时学习时间与编排课本剧

的时间相协调 ， 灵活地采用各种指导方式 ， 将他们的特长个性和基于文本的感触

通过课本剧表现出来 。 当他们的编排表演具有一定的基础时 ， 还可以培养各 自班

级的同学们 ， 并适当地进行课本剧表演竞赛 ， 进
一

步提高学生们的积极性 ， 为提

高语文课程的学习做好服务 。 通过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促进语文教学的发展 ， 能

让更多的同学们参与到语文课本剧学习过程中 。

台湾创作性戏剧教学将学生按照年龄、 体能状况、 人数或活动性质等情况分

成若干小组 。

＠
课本剧在团队组织方面 ， 可以将大的团体分为若干小组展开演练 。

以教师所任教的班级为一个大团体 ， 在大团体下面可以设立几个小团 这可以

根据学生学号 、 个人特点 、 自 由组合 、 随机报数等方式进行小 团体的ｉ立 ， 从而

使每个小团体成员大约为 ６ 至 ７ 人次 ， 具体也要结合所选定的文本来安排 。

当然 ， 这些小团体在之后的在排演过程中 ， 若发现小组合作存在困难 ， 团队

组长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 、 表演风格和表达能力等进行适当地调整 ， 从而有助
̄

于合理优化分配学员角色 ， 使不同学生形成互补 ， 为小团体后续的合作打下 良好

的基础。 当然 ， 整个语文教研组教师的班级是
一个集体 ， 这样大家可以实现资源

互相利用 ， 共同学习提高 ， 平时各个班级也可以互相切磋 ， 进行竞赛提升 。 如此 ，

教师队伍之间 也能集思广益 ， 共同分享对于课文的不同见解 ， 学生之间也能广交

益友 ， 开阔学生的眼界 。

在笔者所实 习的学校 ， 因为班级都是五人小组合作探宄的模式 ， 因此在组建

团队时 ， 考虑到各个组组员之间 的情感依恋 ， 可以最大可能性的满足同组之间的

团队组建 ， 这样
一

方面是
一

个组的 同学配合较为默契 ， 另
一

方面是排练 、 小组长

管理也更加方便
一

些 。 如果学生有愿意跨组组队合作的 ， 也要及时给以支持和鼓

励 ， 加强组际之间的交流 。

想要进一步推动课本剧的剧本创作团队的可持续性发展 ， 需要教师在每
一次课

本剧的团队组建中 ， 让学生都有 自 己的分工和参与 ， 这样不至于使得课本剧沦为

被广为诟病的
“ 一

部分学生的主场
”

。

当学生品尝到课本剧对于辅助教学的成果时 ， 他们 的积极性会更高 ， 而处于知

①郭群
，
刘晓莉 ． 论台湾创作性戏剧对大陆课本剧教学实践的 启示 ［Ｊ］

． 教育评论，
２０ １ ６（８） ：７１

－

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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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积累丰富的青春期高中生 ， 其创造力是不可估量的 。 因此 ， 教师要做有心人 ，

积极发现并培养
一批在各个环节敢于挑战 自我的学生 ，

让他们感受到语文学 习带

给他们性格 、 情感 、 思维方面的突破 。

同时 ， 团队建设 ， 是一个极富智慧的工作 ， 也需要所有语文教研组教师共同研

讨 ， 共同 出谋划策 、 精心组织 ， 实现教师辅导队伍综合素质的强化 ， 以此提升课

本剧剧本辅导的实力 ， 当教师有经验 、 有能力能指导好学生时 ， 学生团队加入到

语文的创新天地中的兴致自然会更高 。

４
．３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时机选择

笔者 曾在
一

部心理学教材上看到 ： 如果学生对某种事物产生浓厚 、 稳定的兴

趣 ， 他就会表现 出敏锐的观察力 、 丰富的想象力 、 克服困难的意志力和倾向高涨

的记忆力 。 兴趣是学习的 内在动力 ， 是学生学习 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核心因素 。

＠
这

就要求语文教师要注意在课堂各部分 、 各环节都应该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要围绕学生兴趣的激发 、 能力的提升展开教学 ， 着手强化兴趣意识 ， 加大兴趣的

调动力度 。 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 ，

一

是基于教学 内容选准运用时机 ，

二是依据学习 需求选准运用时机 。

４ ．３ ． １ 基于教学内容选准运用时机

基于教学 内容选准运用时机 ， 指的是根据教学内容的特性不同来选择运用时

机 。 不同的教学内容 ， 适宜运用课本剧的时机各有不同 。

＠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时机选择 ， 对于它究竟能否如教师预期的那样达到很好地辅助教学的效果 ， 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 就像
一

节课能不能在
一

个非常好的状态下开启 ， 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教师如何导入这节课 。 在笔者所实习 的学校 ， 每节课能否在课程开始把学生

的注意力和状态调试到最佳 ， 和课前三分钟时事新闻 点评演讲的精彩与否息息相

关 。

一是经典小说片段需要让学生感知人物形象时 。 类似于 《林黛玉进贾府 》 《祝

福 》 等这样的经典小说选段 ， 在学生研读文本之后 ， 教师可 以在引导学生总结出

人物形象后 ， 以课本剧的形式将文本 中的高潮片段进行随堂的演绎 ， 加深学生对

人物形象的印记 。

二是有历史背景的文言文需要学生掌握翻译并且能熟读成诵时 。 对于 《烛之

①杨昭宁 ，
井维华 ，

韩仁生 ． 现代心理学 ［Ｍ］

． 济南 ： 山 东人民出 版社
，
２０ ０９ ．

②强中 国 ． 中学历史课本剧教学探宄 ［Ｄ ］ ．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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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退秦师 》 、 《荆轲刺秦王 》 、 《鸿门宴 》 等篇 目 中需要背诵的片段 ， 可以让学

生将这些篇 目 以字字落实直译形式翻译 ， 然后演绎出来 ， 学生在背台词的时候 ，

掌握 了每
一

句话的翻译 ， 背诵 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

三是对于著名作者需要集中梳理其生平经历时 。 高中教材中对于李 白 、 苏轼 、

杜甫 、 沈从文等作家的生平经历 ， 都是需要学生熟悉掌握的 。 这个时候 ， 教师可

以在需要集中讲解之前 ， 鼓励学生按照作者的生平或者不同阶段的作品为坐标 ，

来收集素材 ， 然后编演出
一

个人物课本剧 。 笔者在实践 中发现 ， 这样较之于教师

课件上密密麻麻的讲解 ， 效果要好不少 。

四是抽象的教学内容需要具体化时 。 运用课本辅助教学 ， 很大的
一

个优势就

是它对于学生的参与度要求很高 ， 让学生 自 己去尝试化难为 易 ， 化抽象为具体 。

课本剧的直观性可 以让课本中的语言文字活起来 ， 将其转变成有声有色、 具体可

感的形象画面 。 而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化抽象为具体 、 化繁为简 ， 就需要教师和学

生
一

起来精心设计了 。

４ ．３ ．２ 依据学 习需求选准运用时机

不管哪种形式的教学 ， 最终的教学落脚点 ， 都是在本学科课标的这个大的指

挥棒下 ， 落实到学生真正的学 习需求层面 。 近几年学生主体论被广泛接受 ， 这就

更明确提 出教师要以学生的学为需求 出发 ， 选择适合 自 己学生实际水平的教学方

式 ， 来 引导学生转变传统学习方式中等着教师来
“

喂知识
”

的角色 。 那么课本剧

辅助教学也不例外 ， 它不是教师编好剧本学生来演 ， 然后教师
一

个＾来点评 ，

而是要立足学生学习需要选准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恰当时机。

一

是为学生的学 习营造相应的课堂氛围时 。 在学习文言文 、 小说 、 历史故事

的时候 ， 如果教师一味干巴巴地讲 ， 学生就很难 自 始至终保持活力 ， 要想让学生

感觉到 自 己的存在感 ， 感受到文本的吸引力 ， 就需要为学生营造与文本相适应的

感情基调 、 课堂氛围 ， 而课本剧的台词 、 音乐 、 动作 、 神态等真实的再现 ， 动态

表演的适当 引入 ， 就可以让学生在大环境的感染下 ， 进入到文本中 ，
尽快进入 良

好的学 习状态 。

二是在训练学生表达交流能力时 。 高中五本必修教材中 ， 每
一

本后面都有
一

个板块
一一表达与交流 。 学生学习文本之后 ， 最终都是为了能够学以致用 ， 而表

达交流就是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进行整合 、 展示的过程。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言之有

物 、 言之有理 、 言之有序 ， 是每个语文教师都值得深思的问题 。 笔者在实践过程

中 ， 发现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 ， 就可以较好地通过课本剧适时展示素材 ， 运用编

排表演展示成果 ， 可以给学生
一

个舞台来把 自 己的探宄思考 、 学习成果表露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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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每学期结束后学生进行学科活动展示时 。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曾说过 ，

“

记

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如同某人留在沙上的脚印 ， 我们也许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 ， 但

若想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了什么东西 ， 就必须用我们的眼睛 。

”？
所以笔者所在的实

习学校 ， 每学期结束后 ， 都会让各个学科 ， 将本阶段最重要的知识技能 ， 通过学

科活动的形式表演出来 ， 此时课本剧所承载的都是必修教材中 的经典篇 目 ，
通过

表演 ，
让学生看到 、 听到 、 悟到他们所应该达到 的高度 。

四是学生在进行探究学 习 、 课外延伸时 。 对于学习基础较好的学生 ， 如果只

给他课内 的知识 ， 学生往往会出现
“

吃不饱
”

的现象 ， 这显然不符合分层教学 、

因材施教的理念 。 笔者所在的学校 ， 学生基础属于 中上等 ， 课内的知识远远不能

满足他们 的学习期待 ， 此时必要的课外拓展延伸就需要及时跟进。 而课本剧源于

课本而不局限于课本的特性 ， 就给了学生很大的发挥空间 ， 他们可以将教师的点

拨和 自 己积累 的课外知识 ， 进行二次整合后以表演的形式呈现 ， 形成 自 己的能力 。

在 以往的语文教学 中 ， 接受式学习 几乎成为了学生学习 的唯
一

方式 ， 即使教

师在课堂上采取多种教学方法 ， 但教师评判这堂课是否有效 的方式还是在于考察

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语文知识 。 语文课本剧辅助教学的教学 目 标要突 出研宄性学

习 ， 它与接收式或填鸭式学习相 比具有更强的问题性 、 实践性 、 参与性和开放性 ，

它要求经历探宄过程以获得理智进而情感体验 ， 具有提出 问题的能力 、 学会自 主

建构知识 、 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 ， 但是
一

定要选取好时机 。

４ ．４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评价是指 ， 依据新课标的要求和教学三维 目标 ， 对于教学的结果进

行客观 、 中肯价值判断的教学活动 ， 它主要是为了检测教学的效度和信度 。 效果

评价教学活动本身的效果 ， 最终的 目 的是为 了更好地调节教学过程 ， 从而保证教

学 目标能够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顺利实现 。 评价的 目 的在于 了解被评价者在活动

中形成或获得了哪些品 质 、 知识和技能 ， 还存在什么 问题 ， 总结经验教训 ， 及时

改进工作过程 。

？

一些文学性知识很强的古代文言文文本进入高 中语文课堂 ， 这时语文课本剧

就可 以成为教师和学生热切关注的焦点来辅助教学 。 但是 ， 如何引导学生按照
一

定的模式安排表演 ， 然后稳步提高教材的表现质量 ， 这就非常需要一个全面并且

完善的评价机制来进行全文评价 。 笔者在实际操作 中发现 ， 可以尝试从以下几个

①王 占稳． 如何利用教学中的过程评价促进学生发展ｍ．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中学教研版
，
２〇 １

〇
，

２６ （４ ） ：
１４４

－

１４ ４

②强中 国 ． 中学历史课本剧教学探宄［
Ｄ

］
．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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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建立评价体系 ， 并且着力使评价更加科学完善 。

评价核心 明确化 ： 课本剧编演的核心应该是基于文本 、 挖掘文本 、 内化文本 、

创新文本 ， 从而升华并且传播文本主旨 ， 达到对学生从知识层面 、 能力方面 、 情

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提升 。

这就要求教师在第
一

次组织课本剧之前 ， 就要严明规矩 ， 讲清楚具体的操作原

则 ， 反复强调编演评的各个环节 ， 学生要最大限度地在注重原文主 旨 的基础上适

当创新 ， 避免钻进
“

恶搞
”

的怪圈 。 现如今 ， 网络词语层出 不穷 ， 这其中不乏一

些
“

恶搞
”

、

“

无厘头
”

的形式 ， 这些对于新世纪的学生影响很大 ， 有些学生不

知不觉就会受到此类影响 ， 在课本剧中加入这些就会很离谱 。 如果不摒弃这种行

为 ，
即使再精彩、 再有创意 的课本剧都将沦为对教学推进 、 对学生思维发展毫无

意义 、 哗众取宠的
“

泡沫剧
”

，
因为这种行为是历史虚无主义 、 文化虚无主义思

潮
一

种新的表现形式 。

下 面 ， 笔者就以上所提的 问题 ，
选 自 学生演绎 《廉颇蔺相如列传 》 中

“

完璧

归赵
”

这一选段 ：
－

人物 ： 蔺相如 、 秦王 、 四位大臣 、 ２ 位嫔妃 、 １ 位赵国侍从

（ 旁白 ： 蔺相如拿着和氏璧慢慢走近大殿 ， 秦王满怀期待地坐在龙椅之上 ，

脸上按捺不住对即将到手 的和氏壁的向往之情 。 ）

蔺相如 ： （ 彬彬有礼地走上前 ） 微臣 蔺相如拜见秦王 。

秦王 ： 蔺使臣免礼。 你们赵国被天下广 为 渴慕的和氏璧 ， 现在何处 ？ 请速将

宝物呈上来让寡人一开眼界。

（ 旁 白 ： 见秦王并非各国 所传的暴虐无礼 ， 蔺相如紧缩的双眉舒展 ， 将临行

前的策划抛之脑后 ，
双手呈上价值连城的和氏璧 。 ）

秦王 ： （ 眼中 闪过
一道光

，
从龙椅上站 了起来 ， 大笑道 ） 哈哈哈 ， 此乃天下

罕见之物也 ， 果然名 副其实 ， 国 宝 ， 国 宝也 ！

蔺相如 ： （ 见秦王爱不释手 ， 蔺相如想起来赵王的 重托 ， 面有愧色 ） 大王您

有所不知 ，
此和氏壁乃是赵国 的镇国之宝 ，

大王您既然如此钟情此物 ， 是否还记

得 当初您答应的 … …

秦王 ： （秦王一甩衣袖 ，

一脸疑惑 ） 寡人答应的 ？ 答应的什 么 ？

蔺相如 ： （

一

脸无奈状 ） 大王您不是答应以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吗 ？

秦王 ： （ 面有不悦 ） 蔺使臣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 寡人怎 么会把我大秦

十五座城池来给区 区赵国呢 ？ 蔺使 臣你还是太年轻太天真 了 ！ （说着将和氏璧传

给身边的妃嫔和近身 的 大臣观赏 ）

把嫔 曱 ： （ 笑盈盈 ） 恭喜大王 ， 贺喜大王得此佳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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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妃 乙
： （仔细打量着和氏璧说 ） 这和氏璧真是太好 了 ， 你瞧这亮 闪 闪 的通

润得很 ，
光洁清透 ，

臣妾还尚未见过如此珍宝 。

几位大臣 ： （也凑上前 ） 哎呀呀
， 真是 臣等的眼福啊 ， 大王圣明 ， 必将因此

国 宝洪福齐天 ，

一统中原 ！

蔺相如 ： （ 上前一步 ） 微臣看得 出来 ， 大王您对此玉璧情有独钟 ， 那何不大

丈夫一言九鼎 ， 将十五座城池划 归赵国呢 ？

秦王 ： （ 不耐烦地 ） 蔺卿 ，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

蔺相如 ： （ 轻叹
一

口 气 ） 微臣 明 白
，
大王您是只想得到和氏璧 ，

兑现承诺只

是说说而 已 。 可是您这样毫无诚意地拿走赵国 国 宝 ， 微 臣作为使 臣 ，
日后有何颜

面立足于世呢 ？

秦王 ： （ 轻蔑一笑 ） 呵呵 ， 不如这样吧
， 寡人见你有忠勇之心 ， 封你 为我大

秦国 中尉 ，
位列丞相之下 ，

万人之上如何 ？

蔺相如 ： （做出 纠结思考状 ） 臣在赵国 ， 空有一身志向 ， 长期却委身 宦官首

领繆贤家里 ， 只是普通 门客 ， 今大王厚爱如此 ， 臣本不应此 ，
只是… …

秦王 ： （ 面露奸笑 ） 哪儿有那 么 多 只是 ， 寡人对蔺卿的 才德早有耳闻 ，
此事

不用再推辞 了 。

蔺相如 ： （ 长舒一口 气 ） 那微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 叩谢大王恩典 。

秦王 ： （ 喜不胜收 ） 好 ！ 好 ！ 好 ！ 厉 害 了 我的蔺相如 ！ 良 臣珍宝奈何天 ，
此

天助我大秦帝 国也 ！ 爱卿舟车劳顿 ，
且去寡人为你早 已安顿好的府上歇息 ，

具体

事宜 ， 明 曰 再议。

蔺相如 ： （恭维地 ） 良禽择佳木而栖 ， 良才择贤主而事 ， 微臣三生有幸 ， 得

大王赏识 ， 日 后 自 当鞠躬尽瘁 ， 倾尽犬马之劳 。 微臣告退 ！

（ 蔺相如速速退 出 ， 离 开大殿后 ， 借机秘密招来一名赵国所带随行人员 ）

蔺相如 ： （惶急地 ） 你 刚才也在大殿看到秦王的真面 目 了吧 ？ 快快带着这一

块真正的和氏壁返回赵王 ， 让赵王召集诸位大臣从长计议… …

随从 ： 在下这就快马加鞭返回赵国 ， 向赵王如实禀报 ， 蔺先生您 自 身 万万保

重 。

看完学生所编 的初步剧本后 ， 笔者评价如下 ： 老师很欣赏你们组能够大胆创

新 ， 让故事有了欧亨利式的结尾一一情理之中 ， 预料之外 ， 情节本身也是
一

波三

折 ， 冲突悬念也较明显 。 但是你们觉得你们笔下的蔺相如 ， 和 咱们文本中 的蔺相

如 ， 还是
一个人吗 ？ 你们演绎的还是这个文本吗 ？ 文本中太史公司 马迁 ， 对蔺相

如的足智多 谋 、 心系国家 、 大智大勇是尤为肯定 ， 你们这样的改编 ， 还能够引 起

读者 、 观众多少情感共鸣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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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笔者的点评后 ， 学生也意识到 了 ， 这种过于搞笑化的风格 ， 削弱 了文本

所要传达的情感主 旨 ，
这种 以篡改作品初衷 、 主 旨的剧本 ， 明显是

一种得不偿失

的形式 ， 背离了编演课本剧的初衷 ， 意识到这是
一

次勇气可嘉 、 文采可圈可点 ，

但是流于形式的尝试 。

由此可见 ， 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 ， 明确评价核心 ， 才能真正让课本剧编演起

到辅助教学 ， 而不是干扰甚至是背离教学的 目标 。

一

次成功的课本剧编演 ，

一

定

是能够使学生加深对文本的体悟 、 提高 自身的创作能力 、 语言表达能力 、 培养 自

己正确 的价值观、 实现 自 身情感的升华 、 增强小组合作探宄能力和文学鉴赏能力

的 。

？

①朱文庆 ． 课本剧表演的评价机制初探 ［Ｊ］
． 教育研宄与评论 ：课堂观察

，
２０ １ ５ ＜６） ： １ １

－

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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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１ 历史故事 （来源于必修 ）

在编演课本剧的过程中 ， 剧本中心事件的矛盾冲突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 ，

所以教师需要指导学生去选择那些情节紧促 、 戏剧冲突激烈的文本进行改编 ， 这

样表演出来才能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相反 ， 那些故事性不强 、 戏剧冲突不明显 、

人物对话较少或者没有对话的课文 ， 显然则并不适合改编成课本剧 。

秉承这
一

原则 ， 笔者在实践中发现类似 《荆轲刺秦王 》 和 《鸿 门宴 》 等古代

散文 、 历史故事 ， 自然就是适合改编课本剧 的经典篇 目 。 比如 《鸿门宴 》
一

文 ，

围绕刘邦的生死存亡 ， 存在着激烈 的矛盾冲突 ．

？ 以项羽为代表的势力与以刘邦为

代表的势力之间的冲突 ； 项羽
一

方围绕着是否杀掉刘邦而导致的项羽与亚父范增

之间的冲突 ；
项羽

一

方主张杀掉刘邦的范增 、 项庄等人与保护刘邦的项伯之间的

冲突 ； 刘邦
一

方以刘邦为代表的张良 、 樊哙等人与告密者曹无伤之间 的冲突 。

＠
这

些激烈的冲突造成了整个故事有跌宕起伏 、 扣人心弦的艺术效果 ， 使其具备 了改

编为课本剧 的特质 。 而
一

些以抒情性见长的诗歌 、 散文等 ， 由于缺乏情节波澜 ，

人物对话 ， 矛盾冲突等 ，
显然并不适合进行课本剧的改编 。

以 下是在解决完 《鸿 门宴 》 的文言现象后 ，

一

个小组根据文本所编演的课本

剧选段 ：

《鸿门宴 》 （ 上 ） 剧本

开场 ：

一 曲 高 亢激昂 的 《霸王别姬 》

第
一

幕

地点 ： 新丰鸿 门

人物 ： 曹 无伤 、 侍卫 、 两个卫士 、 范增 、 项羽

道具 ？

．

一张桌椅

旁 白 ： 当歌曲 《霸王别姬 》 响起时 ， 我们便想起了 一段历史 ， 两千多年以前

的英雄相争相斗的历 史 。 秦二世元年七 月 ， 陈涉揭竿而起 ， 顷刻 间 中 原暴乱 ， 少

年英雄刘邦和项羽驰骋征战 ， 功绩突 出 ， 各 自 均夺得地盘 。 在那个时候 ， 沛公攻

进秦朝都城咸阳 。 项 羽怒不可遏 ， 命令 当 阳军等 出 关 。 対邦在霸上安顿军马 ，
目

前没有和项 羽碰面 ， 但是却野心勃勃 ， 他的 左司 马 曹无伤 曾 与 刘邦有嫌隙 ，
心向

①李梅 ． 关于课本剧改编的几点思考 ［Ｊ ］
． 语文天地 ：小教版

，
２０ １

５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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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项羽 。 因此他十分担心 ， 这可使得他焦急万分… …

（ 曹无伤上台 ）

曹无伤 ： （ 在屋 内 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 神色焦虑 ， 大喊 ） 侍卫 。

侍卫 ： 到 。

曹无伤 ： （ 压低声音 ） 你现在快去禀告项王 ， 就说沛公野心勃勃 ， 准备起兵造

反 。 就这样说… …

（ 贴在侍卫耳边说道 ） 。

侍卫 ： 是 ， 将军放心 ， 小的即可便去告知项王 ， 请在此等待好消息 。

（ 曹无伤和侍卫同 下场 ）

（ 在新丰鸿门 ， 项羽部队有四十万人 ，
气势磅礴 ， 连鸿 门边守卫的年轻卫士都

英姿凛然 。 曹无伤派来的侍卫在鸿 门外转来转去 ，
正在想着如何进去 ）

卫士 曱 ： 什么人在此东张西望 ？ 此地岂是你等转悠的地方 ，
速速离去 ， 免得小

命不保。 （

一副 凶煞的样子 ）

侍卫 ： 小哥好 ， 在下并非 闲等人员 ， 实在是有军机要事要禀告项王 ， 还望小哥

禀报 ！

卫士乙
： 哼 ， 大王不会随便见人的 ，

赶快滚开 ！

侍卫 ： 别 嚣张
，
误了 军机你们可担待不起。 （说完 ， 准备硬闯

，
恰巧此时范增

经过 ）

范增 ： 何人在此造次 ，
如此这样成何体统 。

卫士甲 ： 禀报将军 。 此人说有军机报于大王 ， 我担心有诈 ，
就不让他进

， 他便

要硬闯 。

范增 ： （ 看 了

一

眼那个侍卫 ） 你是何人 ？

侍卫 ： 等我见到项王便如实 禀报军机要情 ，
还望将军允许 。

范增 ： （考虑了
一会 ） 好吧

，
你跟我一块进来 。

（ 项羽 坐在大殿上 ，
思考着什么

，

一副威武的样于 ）

范增 ： （ 作揖 ） 见过大王。

项羽 ： 不知范将军此时到访有何要事 ？

范增 ：
回大王 ，

此人要见你 ， 说有要事相告 。 （ 指向侍卫 ）

项羽 ： 哦 （ 诧异 ） ， 你是何人 ？

侍卫 ： （ 作揖 ） 参见大王 ！ 我是曹 无伤将军 的侍卫。

项 羽 ： 曹无伤 不是刘 邦的部下吗 ？ 他派你来有什 么事 ？

侍卫 ：
回大王。 曹将军 心向着你 ， 他让小的转告你 ： 刘邦意图在关 中造反称王 ，

还想让子婴做丞相 ， 占领秦国 的金银珠宝 。

项羽 ： （ 使劲拍桌 ） 大脾 ， 岂有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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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增 ： 大王息怒 。

项羽 ？

． 刘邦小儿胆子倒不 小 ， 敢和我叫板 ， 那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实 力 了 。 呵呵 ！

来人。 （ 卫士上 ）

卫士 ： 参见大王 ！ （ 作揖 ）

项 羽 ： 传我命令 ： 明天一早 ， 好酒好肉犒劳我部队人员 ， 然后随我一道去击溃

刘 邦 ！

卫士
： 是 ，

一切听从大王安排 ！

范增 ： （ 悄悄 ） 大王 ， 我有事禀报 ！

项羽 ： 你带这位勇 士先下去 ， 赏赐他二百 两 。 （ 卫士和侍卫 同下 ）

范增 ： 当 刘邦在崤 山 东边时 ，
就特别迷恋钱财与女 色 。 现如今进了咸阳城 ， 居

然不抢夺财物 ，
不沉迷女 色 ，

这其中
一定有问题 ， 看来这个小子很有野心 。 我私

下察看他那 区域的气象 ， 感觉有天子的气象 。 大王趁现在这个机会一定要灭 了 刘

邦 ，
以绝后患 ！

项羽 ： 哈哈
，
亚父呀 ， 你不要长他人之气 ， 快去筹＾＾一下 ， 商讨个计策 ，

咱一

举灭 了 刘邦就是 ！

（ 第
一

泰冗 ）

第二幕

地点 ： 沛公营帐

人物 ： 张良 、 侍卫 、 项伯 、 沛公 、 两个侍女 、 项羽

道具 ：

一张桌子 、 两个凳子 、 两个酒杯

旁 白 ： 寂静的夜晚空 中 明 月 当 空 ， 这时有人欲走进沛公军营 。 这是何人 ， 他

要干什 么呢 ？

（ 张 良项伯以及张 良的侍卫上台 。 张良坐在房间 内 ， 侍卫守在 门外
，
项伯悄

悄溜进张良营帐外面 ）

项伯 ： （ 对侍卫道 ） 劳烦速禀告张良将军 ， 说项伯拜访 。

侍卫 ？

． （ 进去 ） 报告将军 ， 门 外有个叫 项伯的人求见。

张良 ： （ 惊喜 ） 好啊
，
快快有请 。

（ 侍卫将项伯请进营帐。 ）

张良 ： （ 高兴地拉着项伯的手 ） 好久不见 ，
大哥别来无恙啊 ！

项伯 ： （ 焦急地 ） 张贤弟 ，
正事要紧 ， 现在大事不好 ， 你快跟我逃吧 。 （说着

就要拉张良逃走 ）

张 良 ： （

一把拉住项伯 ） 大哥别慌 ， 有什么话慢慢讲 ， 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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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伯 ： 贤弟啊 ，
项王马上就要攻打沛公 了

， 你不能在这里等死 ，
快跟我逃跑吧。

（ 又要拉着张良走 ）

张 良 ： （ 惊讶地起身 ） 不行呀 ， 大哥 。 我受韩王托付一路保护沛公入关 ， 他

此时有危险 ， 我怎能一个人逃走 ，
人最重要的是道义 ，

不行 ， 这事我得告诉他 。

项伯 ： 那你是如何想的 ？
（ 无奈道 ）

张良 ： 容我三思 （ 略想 了会 ） 这样 ， 你先在这里等着 ， 我去和沛公商量
一

下。

（ 同 下 。 沛公上 ， 沛公坐在大殿上面 ， 侍女为他捏腰 、 扇 凉 ， 沛公很享受这

种情境 ）

旁白 ： 谁说刘邦不近女 色 ， 可都是美女为他服务呀 ？

（ 张良上 ， 在沛公耳朵边轻声说着刚才的事情 ）

沛公 ： （ 大吃一
■惊 ， 顿 时急切地 ） 这可如何是好 ？

张良 ： 封锁函谷关的计划是谁替大王谋划 的 ？

沛公 ： 哎
， 都是鼠 目 寸光呀 ，

他们 劝我说 ：

‘

只要把守住函谷关 ，
不让其他人

闯入 ， 秦国所有的土地都是我的 了 。

’

所以我就相信并采纳 了他的意见 。

张 良 ： 依你现在的作战队伍 ， 能抵抗项羽 的部队吗 ？

沛公 ： （ 沉默一会儿 ，
无奈 ） 当然是杠不住呀 ， 这可如何是好呀 ？

张良 ： 现在我便出去给项伯说明 白 沛公根本不会对项王造反。

沛公 ： 你和项伯怎么会有交情 ？

张良 ： 当 时在秦国 ， 项伯与我有所来往 ，

一次项伯杀人 ， 恰巧是我帮助他逃过

一劫
；
现在遇到这种大事 ， 他跑来报我的恩情 。

沛公 ： 你和他谁年龄大 ？

张良 ： 项伯比我年长。

沛公： 你 帮我把项伯叫进来 ， 我要和他谈谈。

（ 张良 出去带着项伯来见沛公 ）

沛公 ： （赶緊起身欢迎 ） 项公你好啊 ， 久仰久仰 。

项伯 ： 沛公夸奖 了 ， 在下不敢 当 。

沛公 ： 来来来 ， 先生请坐 。

项伯 ： 多谢沛公 。

缔公 ： 项公将如此绝密 军情告诉我 ，
此番天大的恩情 ，

我该如何感谢你啊 。

项伯 ： 沛公说那里的话 ！ 项某我早就听说沛公是仁义的人 ，

如今身处险境 ， 我

怎能袖手旁观呢 ！

沛公 ： 我有意与项公结为兄弟 ， 今后福祸相依 ，
不知项公觉得怎么样 ？

项伯 ： 承蒙沛公关照 ， 但我项某何德何能 ，
也不敢有此念想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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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 ： 先生不必过于谦虚 ， 来人 ， 拿酒来 。

（ 丫 鬟端酒 ）

项伯 ：
既然沛公如此盛情 ，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 多谢沛公美意 。

刘项 ： 你我二人今天结为兄弟 ，
从此祸福相依

，
干 。

（
二人将酒一饮而尽 ）

沛公 ： 大哥 ， 小 弟的犬子今年刚好十八 ，
还没有大婚 ，

很早便听说大哥膝下

有
一千金正 当妙龄 ， 这两个人 包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

项伯 ： 这正合愚兄我的心意 ， 你我亲上加亲岂 不是更好 ！

沛公 ：
好

， （ 指着酒杯 ） 接着满上。

（ 千 ， 干 ， 欢声 笑语连成一 片 ）

项伯 ： 贤弟 ， 事到如今 ， 已经处于紧要关头 了
， 你有什么对策 ？

沛公 ： 大哥呀 ，
老弟我入关以来 ，

一丁点珠宝都不敢霸 占 ，
登记人口

， 封 了 储

存宝物的库房 ， 就是在等候项王的来到 。 我派士卒镇守 函谷关是为 了 防止别的 强

盗进入和什 么 不测 。 天天期盼着项王来 ， 怎 么敢造反呢 ！ 希望你对项丟仔
细禀告 ，

我是不敢造反的 。

项伯 ： 这个贤弟放心 ， 我定会为你在项王面 前解释 ，
记得明 天一定要亲 自 来

感谢项王的恩惠呀 。

（ 互相作辑告辞下 ）

旁 白
？

． 项伯和沛公成为 了 亲 家 ， 十分愉悦 ，
赶忙去拜见项羽 … …

项羽 ： 叔叔你这么晚过来有什么 事呀 ， 难道是来为 刘邦求情的 ， 我秦不允许的 。

项伯 ： 大王莫慌 ， 我今天去沛公那里 ， 刘邦那小子哪敢背叛你 ， 是你 多虑 了 ，

小小 的刘邦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

项 羽 ： 你说的是呀 ， 哈哈
，
刘邦小儿 ， 我又何须生他的气 ， 量他也不会和我较

量 。

项伯 ： 沛公之所以 派遣士兵守住函谷关 ，
是防止别 的盗城进出 和其他意外变故 ，

明天他将亲 自前来感谢项王的恩惠 。

项 羽 ： 哎 ， 难道真的是我小人之心 ， 想错 了吗 ？

项伯 ： 是啊 ，
刘邦不先打入函谷关 ，

大王您怎 么 能进入呢 ？ 现在人家有大功 ，

你却还要打人家 ，
这是不仁义不道德 的 。 不如就趁机友好地款待他。

项羽 ： 罢 了罢 了 ， 那就看他明天的表现吧 ！

旁 白 ： 沛公会去谢罪与项王吗 ？ 接下来发生什 么呢 ？ 敬请下次关注鸿 门宴 （ 下 ）

（ 幕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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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小说节选 （来源于必修或名著 ）

以环境 、 人物 、 情节为三要素的小说 ， 不仅是高考阅读的必考题型 ，
也是深

受学生喜爱的文学体裁之一 。 在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 ，

一

共有两个小说节

选单元 。 必修三和必修五的第
一

单元 ， 分别是必修三的选 自 《红楼梦 》 第三回的

《林黛玉进贾府 》 ， 鲁迅的 《祝福 》 ， 和海明威诺贝尔获奖作 品 《老人与海》 选

段 ， 必修五的选 自 《水浒传》 的 《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 》 ， 契诃夫 《装在套子里的

人 》 节选和沈从文 《边城 》 节选 。

这些小说中 ， 除了 《老人与海》 节选是只有一个主人公桑迪亚哥 ， 并且全文

都采用大量的人物内心独白呈现 ， 不适合改变课本剧以外。 其他的五篇 ， 都可以

根据课时进度安排 ， 让学生选取感触最深的片段进行课本剧创作 。

在学习 《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 》 时 ， 班里男生积极性很高 ， 对于课文的 内容进

行改编演绎如下 ：

《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 》 剧本

开场 ：

一

曲 高亢激昂的 《好汉歌＞〉

第
一幕

地点 ： 沧州客找

人物
： 陆谦 、 走卒 、 李小二 、 管营 、 差拨 、 李小二妻 、 林冲

道具 ：

一张桌子三个凳子

旁 白 ：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 因 顶撞 了 高太尉 ，

被高俅发配沧州府 ， 幸运的是 ，

在这里遇见 了 老朋友李小二 ， 就常常和在李小二的沧州客栈里叙旧 。 这天
，
陆谦、

走卒来到 沧州客栈。

（ 陆谦 、 走卒上场 ，
陆谦优雅的在身前走着 ， 走卒慢慢的跟在身后 ）

陆谦 ： （ 面对观众 ） 小生我姓陆名谦 ，
小 小虞侯傍太尉 ， 今 日 带着我部下 ，

谨遵高大人命令 ， 誓要将那林冲送上西天 。 （ 作揖 ， 奸笑 ）

陆谦 ： 小二 （拉长声音 ） ？

（ 李小二上 ， 低三下四的 ， 肩 上挂着毛 巾 ）

李小二 ： （ 点头哈腰 ） 早上好 ，
二位官爷 ， 敢问是吃酒还是住店 ？ （ 顺便擦

了擦桌子 ）

陆谦 ： （从兜里掏 出
一锭银子放到李小二手 中 ） 这个你且收下 ，

只 管给我取

你家上好的 酒来 ， 等我的客人到 来 ， 你只 负 责不断上酒上菜 ， 闲话不必多 问 。

李小二 ： （ 立刻把银两放进裤兜 ， 激动的说 ） 这位官爷要请什 么客人 ？

陆谦 ： （ 文雅地 ） 有劳小弟帮我去请管营 、 差拨他们前来叙旧
；
如若他们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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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因 ， 你就说有个 当 官的 叫他们谈话 ， 商讨一些 军务 ， 我在此专程等待他们 。

李小二 ： 得嘞 ， 这位爷 ， 小 的照您吩咐便是。 （ 鞠躬 ， 退场 ）

（走卒始终立在陆谦身旁 ）

陆谦 ： （狡诈又冷酷地 自语道 ） 唉 ， 林冲你这厮呀 ， 不知好 歹 ， 千不该忘不

该得罪我们 高太尉 ？ 这 岂是你这一小小教头能得罪的 。 小子 ， 识时务者为俊杰 ，

你可千万别怪我陆谦无情啊 ！

（ 管营 ，
差拨两人上 ）

管 营 ： （ 看 了一眼陆谦 ， 又瞧瞧走卒 ， 语调很高 ） 在下是沧州府管营 ， 素昧

平生 ， 请问 你姓名 ？

陆谦 ： （ 看到管营来急 匆 匆地起身 ，
抱拳 ） 管营好 （ 又看 了看差拨 ） 那这位

肯定就是差拨老哥了 （
又抱拳 ） 。 两位大哥 （ 从怀 中掏 出 书信 ） 我这里有封文书

在此。 高太尉命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结果了 （ 立马停止说话 ）

（陆谦看见小二此时正好端酒菜上来 ， 因此立马停止说话 ）

差拨 ： （ 语调很高 ， 不假思 索的 问道 ） 敢问 书信中 高太尉让我们结果啥呀 ？

你倒是快点说话呀 ？ （摊开双手 ）

李小二 ： （ 愣 了
一下 ， 仍把酒 端上 ） 三位官爷 （ 又瞧了 腺走卒赶忙改口 道 ）

哦 ，
四位官爷 ，

你们 的酒菜呈上来 了 ， 请几位慢用 ， 有啥吩咐尽管说与 小二我 。

我们家的菜… …

（被陆谦打断 ）

陆谦 ： （ 有些不耐烦的 ） 小二你先下去 ， 我们没有 叫 你 ， 你 不要过来 。

李小二 ： （ 点头哈腰 ，

一

脸歉意 ） 是 ， 官爷 ， 小的告退。

（ 李小二下 ）

管营 ： （ 着急地问 ） 太尉有何吩咐？

（ 陆谦把手里的书信交给管营和差拨 ， 他们看后脸 色极度平常 ）

管营 ： 结果 区 区一个林冲 ， 居然劳驾虞侯 ，
真是小题大做 ，

我看 高太尉多 虑

了 。 （ 淡定 ）

差拨 ： （ 淡定地附和 ） 是呀
， 在我们哥俩手底下的罪犯 ， 最少也有几十个人 ，

林冲又能算得上舍呀 ？ 结果他那还不是分分钟的 事 。

陆谦 ： （ 谦卑的 ） 两位大哥智勇 双全 ， 看来是成竹在胸呀 ， 那就有劳二位 ，

在下就静候佳音 了 。

（ 陆谦拿 出
一大包银子放在桌上 ）

管营 ： （ 倒抽一 口冷气 ） 我的天呀 ， 虞侯费心 了 。

差拨 ： （ 同 时 ） 哇呀呀 ！ 虞侯你客气了^

（ 这时 ， 李小二又端着一壶酒上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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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谦 ： （ 想藏这包银子又没来得及藏 ， 差拨管营眼睛直直地盯着银两看 ， 冲

着李小二厉声 道 ） 说了除非叫你时你才来 ， 你咋又过来了 ？

李小二 ： （ 特别 害怕 而又无奈的 ） 官爷 ， 这个… 小人 （ 吓得说话断断续续 ）

小人怕几位爷的 酒凉 了 ， 冷 了几位爷的兴致 ， 就再给端 壶热酒 （鞠躬 ） 。

陆谦 ： （怒 色稍退 ） 你赶紧下去 ， 不要再来打搅我们 ， 这样才不会打扰我们

的雅兴 ， 否则你小子吃不 了 兜着走。

（ 李小二唯唯诺诺的下 了 ）

陆谦 ： （谦卑的 ， 将这袋银子推到差拨管营面前 ） 此事就拜托二位了 。

管营差拨 ： （把银两拿下 ） 此等小事就包在我们哥俩身上 了 ， 请太尉和虞侯

安心 。

（
四人下 ）

（ 李小二上 ， 拉着他的妻子 ）

李小二 ： （ 惊慌的 ） 娘子 ，
不得了 了 ，

不得 了 了 。

妻 ： 官人 ， 别急 ， 什 么事这么 惊慌？ 慢慢与我道来 。

李小二 ： （ 神情稍微有些平复 ） 方 才 ，
就在方才 ， 有两个东京来的官家人 ，

叫 了 管营和差拨在咱店里吃酒菜 ，
又给银两又看书信的 ， 并说着什 么 高太尉 ，

这

岂不是与 咱恩人林冲有关 系 ？

妻 ： 官人说的对呀 ， 为何不叫 咱大恩人
一起过来 ， 咱给他禀报 ，

然后再一起

商议商议 ？

（林冲上场 ， 神清气爽 ，

一

身正气 ）

林冲 ： （ 作揖 ） 哥哥嫂嫂 ， 做得好买 卖 ， 叫我过来是出 了 什么 事情吗 ？

李小二 ： （ 焦急的拉着林冲的胳膊 ， 悄悄的 ） 恩人
，
方才 两个 东京来的官家

人 ，

一个官家模样 ， 身后
一个是走卒样子 ， 叫 了 管营与 差拨 ， 给他们银两 ，

而且

说高太尉啥的 ，
小人怕此事和恩人有关 系 ， 就叫你来此商量 。

林冲 ： （ 急切的 ） 那位军官什么模样 ？

李小二 ： （ 慢＾

■

曼的挠头想 了
一会 ） 那人长相斯文 ， 个头不高 ，

白 白净净的 ，

约有三十来岁 。

林冲 ： （ 怒不可遏道 ） 这厮就是陆谦 ，
这死贼居然追到这里来要害我 ！ （ 憎

恶地 ） 小兔崽子若让爷爷我碰到 ， 我打死他 ， 定将他碎尸万段 ！

李小二 ： 恩人息怒 ， 切莫先伤人 ，
咱先防备着他们 ， 做到心 中有数 。 俗话说 ：

吃饭防噎 ，
走路防跌。

（ 三人同时下场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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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地点 ： 草料场 、 山神庙

人物
： 林冲 、 陆谦 、 管营 、 差拨 、

道具 ：
正反两面各写着草料场和山神庙 的牌子

旁白 ： 林冲怒不可遇地离开李小二家 ， 去集市上买 了 大刀
，
便四处寻找陆虞

侯
，

一连好几天也没有消息 ，
只能先放下此事 。 被叫去守护草料场 ，

林冲与原 守

卫交接完毕开始看护草料场 。

（ 草料场 中 ， 林冲上场 ， 手握花枪 ， 右肩膀挎着脏兮兮的布包 ，
腰里 引 着大

刀 ， 场景后面立着
一

个写着草料场的牌子 ）

林冲 ： （ 纳闷的 ） 最近没发现陆谦这兔崽子来害我 ， 而是叫我来管这草料场 ，

不晓得这帮 小子打得什么主意 。 （ 忧心忡忡的 ） 如今这雪越下越大 ， 可别把这茅

屋压塌 了啊 ， 不然这大冷的天该去哪里呀 ， 待我看看这情况。

（ 林冲往舞台前走 了 几步 ）

林冲 ： （搓搓手 ） 唉 ，
如此大的雪 ， 这可如何是好． （ 眉头 紧缩Ｘ

：

（ 配乐放草屋吱吱呀呀的声 响 ， 林冲转身看时 ， 看到写着草料场的牌子倒 了 ）

林冲 ： （ 无奈地 ） 这破房子如此弱不禁风 ，
这可如何是好？ 天地这么大 ， 哪

里有我林冲落脚之处呀 ！
（ 仔细想 了 想 ） 咦 ， 我记得距此地不到一里有一古庙 ，

那块就可以避避风雪 。 何不去那里 ？

（林冲绕着场地走 了走 ，

一会儿 ， 看到前面写着山神庙的牌子 ）

林冲 ： （ 思索 了
一会 ， 摇头无奈 ） 现在只有先在此地稍加休息 ， 等到 明天再

想别的办法 。

（林冲 坐在场地
一

角 。 差拨 ，
陆谦 ， 管营三人同 时上场 ， 全都一副得意洋洋

狡猾的嘴脸。 ）

差拨 ： （得意洋洋 ）哈哈 ， 真乃天助我也 ， 这回林冲这厮死趣經 了 。

林冲 ： 唉 ， 外面好像有人对话 ？ 待我前去听一听 。 （起身悄悄的上前两步 ，

做偷听的样子 。 ）

管营 ： （奸笑的 ） 这次我们放火烧 了草料场 ， 林冲这小子就算有三头六臂也

不可能逃 了 ， 他就这么化成灰烬 了 。

差拨 ： （ 呵呵一笑 ） 等到火烧完 了 ， 就成骨灰 了 。 痛快痛快 ，
老弟 ， 咱这一

票干得漂亮呀 。 （ 两人击掌 ）

陆谦 ： （ 作揖 ） 此事好在有二位帮忙 。 等我回到 东京 ，
在下必向 高太尉说明

原委 ， 保举二位官爷升职加薪 。 只 盼到那时二位可别 忘 了提携我 。

（ 管营 ，
差拨笑 了 几声 ，

陆谦也跟着笑 了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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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拨
： （ 狩笑着 ） 等那 大火烧完 了 ， 咱去找找看有没有可能拾一两块骨骼 ，

这样既可以给高 大人交差 ，
也便给林冲那厮安顿 了 后事 ， 林冲他在九泉之下也得

感谢我们 ， 你们看＿样 ？

管营 ： （ 拍手称道 ） 妙妙妙 ， 这样很好。 让虞侯带回府中 ， 那高太尉也道我

们会干事 ，

一

高兴就给我们升职加薪呀 。

（ 林冲的脸上青筋暴起 ，
十分气愤 ，

右手牢牢握着花枪 。 ）

陆谦 ： （

一脸 阴笑 ） 果真如此 ， 那我们 高衙 内 大人的病也就会马上好起来 了 。

这下张教头可没什么好推脱的 了 。 顺从地把女儿嫁给衙 内大人才 能保命 。

管营 ： （ 凶狠的 ） 如果张教头敬酒不吃吃罚 酒 ，

一再拒绝 ， 也只有将他杀 了
，

剩她一个弱女子 ， 还能不从 了衙内 大人么 ？ 这娘们也真是的 ， 不知道跟着街内 大

人可是彳艮有福气的 。

差拨 ： （ 笑 ） 那娘们说不定还在等林冲 ， 却想 不到林冲这斯就要被烧的连他

妈妈都不认识 了 。

（ 三人笑作一 团 。 林冲终于爆发 ， 纵身
一跃

，
三人看到林冲吓蔫 了 。 ）

林冲 ： （极愤怒的 ，
大叫 ） 此等恶贼往哪跑 ， 爷爷我找的辛苦 ， 哇呀呀 ， 去死

吧。 （ 用 花枪挑死 了 差拨 ）

陆谦 ： （ 不敢跑 ， 直接跪在地上 ，
双手 高举 ， 害怕的大叫 ） 好汉在上 ， 饶奴

才
一

条狗命 。

（ 管 营想溜 ， 没跑几下便被林冲用花枪刺 死 ， 瞬间倒地 。 ）

（林冲又跑回来 ， 使劲踢 了 陆谦 ，
又拉着陆谦的脖子 ）

林冲 ： （ 大刀在陆谦脸上比划 ， 吓唆他 ） 你这狗贼 ， 我与你没有半毛钱关 系 ，

（ 大声发怒 ） 你为什 么要加害我 ？ 还不快给本大爷从实招来 。

陆谦 ： （ 吓得腿直抖 ， 不住的 恳求 ） 这…这事 ， 实在是和小的没有关系 。 好

汉
， 都是高俅那奸… …奸贼吩咐的 ， 小 … … 小人不敢不来 。 我只是个跑腿打酱油

的 。

林冲 ： （
加大 了 声音 ） 奸贼 ， 你还打酱油 ， 你就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 居然

会和你没半毛钱关 系 ， 我咋就不信呢 。

陆谦 ： （ 不住的磕头 ） 好汉饶命 ， 小人上… … 上有八十老母 ， 下有儿… …

一

对儿女 ， 还请林教头 大人有大量 ，
就饶… …饶 了奴才这条狗命吧 。 我愿把所有财

产都赠… … 赠给教头 （ 林冲 ： 我呸 ）
，
还望教头留 ？ ？ ？

？ ？
？ 留小 的

一条狗命啊 。

林冲 ： （ 更加生气 ） 我对你们一忍再忍 ， 现在是时候解决你们 了 。 俺今天反

了
，
反 了 ！ （ 厉声 ） 泼贼

，
受死吧 ， 看刀 。 （ 用大刀捅死 了 陆谦 ）

（ 杀人后 ，
林冲呆坐 了

一会
， 忽然仰天长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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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冲 ： 呀呀呀呀呀 ， 高俅老贼 ， 林大爷我一定要宰 了你 。 （变得歇斯底里 ） 梁

山
， 俺来 了 ！ （林冲提枪下 ）

（全剧终
，
全体演员 上台鞠躬 。 ）

５ ．３ 人物传记 （来源于必修或课外阅读 ）

对于 《苏武传 》 和 《廉颇蔺相如列传 》 这两篇人物传记 ， 非常富有故事性 ，

很符合改编课本剧的选材依据 ， 都可以改编成课本剧来辅助教学 。 使学生对人物

性格和形象的确立加深了理解 。

《廉颇蔺相如列传 》 中有三个广为人知的经典场景 ：

一

是完璧归赵 ， 二是渑

池会见 ， 三是负荆请罪 。 学生要首先了解故事时代背景 ， 理解文章意思 ， 掌握相

关的文言文知识 ， 并能翻译文章 ， 使用 白话文形式演出最好不过了
，
还要分析人

物形象 ， 与此同时要了解古代礼仪 、 官职等知识 ； 然后编写剧本 ， 设计舞台序幕 ；

最后是演员们闪亮登场进行表演 ， 他们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 、 超凡 Ｈ

｜｜
§ 、 胸怀大

局 ， 廉颇将军从开始的心直 口 快 、 豪放坦率但又嫉贤妒能 ， 到最后Ａｌ ｌ请罪时的

知错就改 ； 秦王的色厉 内荏 ； 赵王的胆怯懦弱等性格特征展现地淋漓尽致 ， 这些

形象的诠释 ， 都将会使同学们印象深刻 。 这样 ， 学生既学习 了文言文知识 ， 又深

刻透彻地领悟 了人物形象 ， 还 了解了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知识 。

现将
“

渑池会见
”

这
一幕的课本剧改编选录如下 ：

时间 ： 战国时期某天

地点 ： 绳池

人物 ： 赵王 、 蔺相如 、 赵国 大 臣一人
； 秦王 、 秦国 大臣两人

布景 ？

． 在两边各有一排座位 ， 座前的桌子上摆着宴会的水果 ．

（赵王 、 秦王 、 两 国 大臣就座 ， 互相招呼对方用餐 。 ）

秦王 ： （把酒 器放在桌子上 ， 暗 自 窃喜 ） 本王听说越王对音律颇有研究 ， 现

在想请赵王鼓瑟给咱 们活跃
一下气氛 ， 但愿赵王可别回绝呀 。

（赵王不方便回绝 ， 就鼓了
一小部分。 ）

秦王 ： （ 拍手称赞 ） 赵王鼓瑟的技术真是很好呀 。 （转向 自 己的 臣子 ） 把越

王给本王鼓瑟 的事情详细记载 。

蔺相如 ： （ 非常生气 ， 快走到秦王 身前 ） 请您为我王击缶 。

（秦王装作没听见 ， 继续喝酒 。 ）

蔺相如 ： （ 再次 高声 道 ） 请您为我王击缶 。

秦王 ： （把酒 器放在桌子上 ， 瞅了一下蔺相如 ， 高傲道 ） 我大秦国 乃是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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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 ， 居然要本王为一小 国 国王击缶 ， 真是说得好笑话啊 ！

蔺相如 ： （双眼盯着秦王 ，
大义凛然 ） 您此刻 离 我只有几米。 若您不答应 ，

我就跟您拼了 。 （说完 ， 大步上前 ， 准备与秦王拼命 。 ）

（秦王吓出 了
一跳 ， 身子稍微抖了

一下 ， 无奈并且弱弱地敲了
一下缶 。 ）

蔺相如 ： （ 走向 自 己位置 ， 面向
一大臣 ） 刚 才秦王为赵王击缶 ， 麻烦你记载

一下 。

秦王 ： （趨尬地 ） 唉 ， 蔺大夫果然有 勇有谋 ＾ 我只是想取笑赵王 ， 显露我们

大秦国的霸气 ， 却没料到让蔺 大夫扳回
一城，

失敬失敬 。 来 ， 干杯 。

（秦王 、 赵王 、 各位 臣子一 同端起酒杯。 ）

原文采用细节描写 、 语言描写来突出蔺相如其人是勇 士、 有智谋 、 智勇双全 、

能言善辩 。 而本次课本剧的改编也很好的体现了这些 。 关于完璧归赵的故事 ， 我

们一定都耳熟能详 。

一

句
“

王必无人 ， 臣请奉璧往使
”

揭开 了蔺相如成功人生的

篇章 。 正如我们俗话所言
“

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儿
”

， 可见 ， 蔺相如本身是

有着非凡的见识和卓越才能 ， 学生通过演绎完璧归赵与渑池之会两个故事 ， 将蔺

相如的智慧 、 才能与勇气表达得淋漓尽致 。

５ ．４ 课文作者 （来源于必修中的作者 ）

在高中五本必修教材中 ， 鲁迅 、 李 白 、 杜甫 、 苏轼 、 屈原 、 司 马迁等伟大的

诗词文赋作者 ，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在进行诗歌部分的学习时 ， 为 了 引导学生对

于诗人的生平加 以深入了解 ， 在系统梳理 了诗人的生平经历后 ， 笔者 曾指导学生

以 《谪仙人李 白 》 为题 目 ， 以李白各个时期的诗词创作为主线 ， 展现诗仙李 白豪

放不羁爱 自 由的
一生

； 也曾指导学生将以 《千古诗圣
——

杜甫 》 为题 ， 按照 ３５ 岁

前的漫游求学时期 、 ３６ 到 ４ ５ 岁十年困守长安时期 、 ４ ５ 到 ４８ 岁为官流放时期 ，
４９

岁 以后流亡西南四个人生阶段 ， 以每个时期的代表诗歌为主线 ， 让学生通过亲身

演绎 ， 体会杜甫身在茅屋心念天下 ，

“

穷年忧黎元 ， 叹息肠 内热
”

的深沉爱国情

怀 。 这些课本剧的编排后 ， 就会使教师上课轻松 ， 并且学生学得轻松 ， 也使学生

对于 《杜甫诗三首 》 与 《蜀道难 》 等诸多诗歌背得滚瓜烂熟 ， 很好地提高了 学生

的诗歌积累 。

在必修课本中 ，
还有

一

个学生极为喜爱的大词人
——

苏轼 ， 大多数高中学生

对于苏轼的诗词文赋和豁达人生观都是十分赞赏 ， 这个时候笔者认为老师就应该

给学生足够的空间 ， 让他们 自 主去充分利用 己学过的苏轼其人其词赋 ， 编演 出
一

个用一生将别人的苟且活成潇洒的苏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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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学生们通过查阅资料改编的课本剧 《苏轼》 。

《苏轼》 剧本

第一幕

时间 ：
公元 １ ０６ ９ 年 ，

王安石新政开启的某一 日

地点 ： 皇宫

人物 ：
王安石 、 苏轼 、 宋神宗 、 其他官员

背景 ： 宋神宗端坐在龙位上 ， 下面是各个官员 ， 他们站着不言语 。

王安石 ： （ 作揖 ） 陛下 ， ？文革的 法律 已经整理妥当 ， 请陛下核实 。 （ 准备把

文卷交给宋神宗 ）

宋神宗 ： （ 伸手回绝 ） 爱卿直接读吧。

王安石 ： （ 打开卷轴 ） 法令基本如下 ： 青苗法 ， 冬春交替 、 颗粒无收时 ，
政

府给农夫放贷 ；
免役法 ， 交税就可以代替服役 ；

方田均税法 ， 再次测量土地以便

收税
；
保曱 法 ， 农夫 闲暇时 间参加军训 ； 市 易法… …

（各个官员 窃窃私语 ， 有摇头的 ， 有点头的 ）

苏轼 ： （ 上前行礼 ） 宰相大人 ， 你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着急 了 ？

王安石 ： （ 看 了看 苏轼 ， 叹息 ） 苏学士对于改革不支持吗？

苏轼 ： 这样的政策感 觉有点难以 实行 ， 可能会事倍功半呀 ！ 孟子曾经说过 ：

“

其进锐者其退速
”

， 如果一点一点改变 ， 十年后改革 的政策就可以推行。 （ 看

宋神宗 ） 陛下 ， 不能太把持赋税
，
要给百姓谋利益 。 结民心 ， 厚民儉，

保存原有

的纲常 ，
慢慢迂回 才行 ！

宋神宗 ： （ 点头 ） 苏学士说的有道理－
阿 。

王安石 ： （ 焦急 ） 陛下 ， 现在国 家贫穷 ， 我们 没有时间慢慢推行 ！

（ 部分官 员 点头 ）

官 员 曱 ： （ 作揖 ） 陛下 ， 我大宋朝刚 刚安穗 ， 这时改革 不好吧。

宋神宗 ： 行 了 ， 都不要再说了 ， 任何人再阻扰我的新法我就把他炒 了 。 宰相 ，

先去公布法律条文吧 ， 这件事你全权监督。

（ 官员 曱 ，
王安石 ， 苏轼退场 。 第

一幕完 ）

第二幕

时 间 ：
几个月 后

地点 ： 农村

人物 ： 苏轼 、 农民家的小孩

背景 ： 天气彳艮好 ，
田 间地里有几个青年在务农 ， 旁边地中 只有几个老人和妇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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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前面有一个小屋 ，

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做游戏 。

男孩 ： （停下 ） 叔叔 ， 你找谁呀 ？

苏轼 ： 真乖 ，
小朋友 ， 我从这里路过

，
现在渴 了 来讨口 水喝 。

男孩 ： 哦 ， （转身 向妹妹 ） 你去端些水来 。

苏轼 ： （ 往屋子里看 ） 你家的大人呢 ？

男孩 ： 爷爷 、 奶奶和娘去田间 务农 ， 爹去参加保曱 了 。 我和妹妹在家里烧饭。

苏轼 ： 秋天还要做保 甲 ？

男孩 ： 嗯 。

（女孩把水递过来 ）

苏轼 ： （ 接过碗 ） 谢谢。 咦 ， 小朋友 ，
为什 么别人家有 大人在田 间务农 ？

男孩 ： 因 为他们 家有钱 ， 我们 家没钱。

苏轼 ： （ 喝水 ） 原来是这样 ， 谢谢你啊 ，
小朋友。

苏轼 ： （ 自叹道 ） 这些政府官员 ， 在农忙的时候 ， 强迫青年参加军训 ， 为 了

不耽误务农 ， 有钱的农夫交钱 了 事 ， 没钱的只好让妇孺去劳作 ， 真正的青壮年却

在军训 。 之前 ， 为 了 免役法 ， 农民冲击开封官府 、
王安石私邸 、 御史台 ， 险些 引

起大乱 。 现在保曱法也变味 了 ， 好心办坏事呀 … …哎
，
不行不行 ， 我要去给圣上

写 明情况 。

（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时间 ：
几年后

地点 ： 相府东书房

人物 ： 苏轼 ，
王安石 ， 侍者

背景 ： 书房 ， 桌上放着写诗的草纸。

侍者 ： 苏学士请稍等 ， 我去叫 大人。

苏轼 ： （ 摆手 ） 没事 ，
没事 。

（ 侍者下场 ， 苏轼在房间 内转悠 ， 看到 桌上的诗 ）

苏栻 ： （ 自 念道 ，
把瓦罐放下 ） 介甫让我带三峡中峡的水 ， 没想到睡了 会就

到 了 下峡 ， 介甫 简直一根筋 ，
吃饭不计较吃啥 ， 穿 衣不计较穿 １ ■

舍 ， 我就想看他怎

么 察觉这是下峡的水。 都是长江里的水 ， 会有啥区别 ？ 反正我是看不 出 。

王安石 ： （ 上场 ） 子瞻 ， 你好啊 。

苏轼 ： （ 递过罐子 ） 介甫 ， 我给你把水送来 了 。

王安石 ： （把瓦罐放在炭火上 ， 取 出碗
，
加 了

一些茶叶 ） 谢谢你 ，
咱好久没

４０



第五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选录与简评

见 了
， 来说说话。 这次回四川 老家是不是游山玩水 ？

苏轼 ： 哈哈
，
当然 ，

你这个老迂腐 ， 总是不转转 。 不过你写诗也确 实不错吆 。

王安石 ： 哪里哪里 ， 你的诗才好呢 ，
老夫比不过你 ，

对 了 ， 最近有什么新作 ？

苏轼 ： 有 ， 有 ！

（ 王安石将烧好的水倒进碗里 ， 苏轼在一旁看 ）

王安石 ： （ 看苏轼 ） 这水哪里取的 ？

苏轼 ： 啊 ， 当 然是中峡。

王安石 ： （ 皱眉 ） 真是中峡？

苏轼 ： （ 不安 ） 是中峡 。

王安石 ： （脸 色
一变 ） 胡说 ，

这是下峡的水 ，
子瞻 ， 你胆敢蒙蔽老夫 ！

苏轼 ： （ 大惊失色 ） 我的天 ， 您老怎么知道是下峡的水 ？

王安石 ： （ 得意 ） 我就想考察你 ， 大多数人在上峡观赏景 色 ， 看到 中峡就疲

倦 了便想着休息 。 太医吩咐用 中峡的水煮茶 ， 中峡的 水不急不缓、 不浓不淡 ，
上

峡的水过于湍急 ， 下峡的水太缓慢 ， 适才茶香很久才飘起来 ， 因此是蛋峡的慢水。

苏轼 ： （ 恍然大悟 ） 原来是这样 ， 你这老头还有两 下子嘛 。

（ 两人笑 ）

第 四幕

时间 ： 公元 １ ０ ８ ０ 年初 ， 乌 台诗案之后

地点 ： 皇宫

人物
： 吴充 （ 苏软好友 ） ， 宋神宗 ， 其他官 员

背景 ： 宋神宗端坐在龙位上 ， 下面是各个官 员 ， 他们站着 不言语。

宋神宗 ： （ 痛苦 ） 太后病情不好 ， 我原来想大救天下来为祖母祈福 ， 太后却

吩咐我单单放了 苏子瞻 。 苏子瞻很有天分 ，
几年前我还对太后说如今又为后辈预

备了 两个宰相人选 ，
如今他却不停地写诗抨击改革 ， 大家有什 么 想法 ？

（ 没人说话 ）

吴充 ： （ 上前行礼 ） 陛下 ， 曹操这个人怎 么样？

宋神宗 ： （ 惊讶 ） 不怎么样 。

吴充 ： 陛下经常用 尧舜来比喻 自 己 ， 却对曹操嘴之以鼻 ， 但是曹操能救免祢

衡 ， 您却对苏轼有成见 ， 这是为何呀 ？

（ 官员都 同意 ）

吴充 ： （略微缓和情绪 ）
王安石本就是改革派老 臣 ， 如今虽辞职 了 ， 但仍 劝

说怎会有和平年代而杀文人 ； 苏子由也向陛下求情 ；
先帝曾立下不杀文 臣 的条例 ，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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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破坏呀 。 苏子瞻性格正直 ， 并且是因诗受罪 ，
或许是他的对头诽谤 ， 望

陛下不可滥杀无辜啊 ！

（ 官 员 都点点头 ）

宋神宗 ： （ 点 了
一

下头 ） 如你所说 ，
传我号令 ， 给苏子瞻贬职为黄州 团 练副

使。

吴充 ： （微笑着作揖并退下 ） 陛下圣明 ！

（ 全剧完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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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实践策略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

标准 。

”

从实践到理论 ， 从理论到实践 ， 这是人们

的认识规律。 只有全身心投入 、 亲 自 出马 、 亲身实践 ， 才能促进个人语言能力 、

思维能力快速发展的 良好习惯 。 有 了 良好的理论体系支撑 ， 我们更应该注重课本

剧的教学实践策略 ， 这样更能使学生躬身从活动中走进语文学习 ， 更快的掌握学

习的乐趣 。

６ ．１ 学生主体策略

运用课本剧 的方式辅助教学 ， 说到底就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课本戏剧表演 ， 它

是
一

种集体的创造 ， 参与者共同通过参加剧本创造和欣赏获得直接而积极的审美

愉悦 。

＠
对于如今的高中生而言 ，

埋头对付应试教育 的苦读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

为了避免学生的主体性沦陷为空谈 ， 真正在表演课本剧 的过程 中 ， 锻炼学生的 自

主学 习精神 、 团队协作能力 ， 开 阔学生的眼界 、 转变学生的学习 方式 ， 以开放的

心态 、 较大的兴趣来学习语文 ， 自 己为 自 己创造语文学 以致用 、 实践学习的机会 ，

教师在组织 、 指导课本剧的编演评时 ， 必须时刻坚守学生主体这个原则 。 让他们

以 自 己的方式去打动同龄人的感情 ， 启迪同龄人 的思考 ， 调动同龄人的想象 ， 最

后共同提高每
一

个参与者的语文核心素养 。

学生的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采用课本剧辅助教学 的过程中 ， 学生全程参与到

从选材编剧 、 选角组队 、 合作排演到最后的小组评分环节 ， 具体如下图 ２ 所示 ：

－

学生主体策略

， 
＊ ： 

＊ ．

学生全程参与 ＇

＾
＊
＊＊

＊＊
＊＾

＊＾＾

ＳＴ

选材。选角 ．合作 小组

齡组队． 排演 ． ．评分 ＇

图 ２ 学生主体策略简图

①张爱敏 ． 浅谈校园戏剧的特征
［
Ｊ

】
． 现代营销 ：学苑版

，
２０ １

２
（ ８ ）

：２ １ ２
－

２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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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学生的主体策略 ， 务必使全班学生最大程度的全部参与 。 让学生在选材

编剧 、 选角组队 、 合作排演 、 小组评分的任
一

个环节找到 自 己能够胜任的角色分

工。 只有当每
一

个学生都能在每一次课本剧的编演评中 ， 找到 自 己的存在感时 ，

课本剧表演才能不流于形式 ， 不被诟病为
“

个别学生的主场
”

。

而能够让每一个有才能的学生有舞台 ， 就需要语文老师具有伯乐的眼光和智

慧 。 老师要善于观察 自 己的学生 ， 要在平 日的教学活动和私下相处时 ， 充分发掘

学生的潜力和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 课本剧是
一种对学生综合能力要求较多 ， 较为

灵活性 、 创造性的活动形式 ， 而它 自 身的这个特性 ， 恰恰能非常高效地调动学生

挖掘 自 己潜力 ， 遇见更优秀 自 己的激情。 比如说 ， 擅长写作的可以充分挥洒 自 己

的文笔进行剧本编写工作 ；
协调能力 、 想象能力丰富的同学可以担任导演 ； 具有

表演天赋以及喜爱演出 的同学就进行特定角色扮演 ， 平时爱画画的同学可 以进行

舞台布景以及教学道具的制作 。

总之 ， 只要教师组织指导得当并且引导得法 ，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
总

有
一

个美好的 岗位期待同学们的参与 ， 那么每
一

个学生都可以参与其 中 ， 培养学

生主人翁的精神 ， 并得到多方面的语文教育及收获 。

６ ．２ 教师主导策略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 中 ， 不少语文教师在高考压力和成绩排名的负担中 ， 对于

学生如何快乐地 、 有情怀地学习语文缺乏静心思考 ， 对于如何指导学生学习 鉴赏

戏剧的基本方法 、 如何尝试去创作
一

些小剧本 、 如何将教材中 的课本进行创新改

编的研宄欠缺 。 从教材层面看 ， 时下众多实验教材要么较少关注课本剧活动 ， 要

么理论研宄丰富 ， 具体的实践操作指导不足 ， 亦即缺乏
一

套实用性强、 可供操作

的活动范式 。

？
然而 ， 在新课改中 ， 在语文核心素养

“

审美鉴赏与创造
” “

文化传

承与理解
”

的 内容里 ， 对于学生运用语文的能力都有
一

定的要求 。 因此 ， 长期从

事新课程实践活动的
一

线语文教师 ， 应该掌握
一

定的指导学生创造创新 、 传承文

化的策略 。

在丰富多彩的语文课程资源中 ，

一

个很好的切入点便是编演课本剧 ，
它能把

课堂教学与实践结合起来 ， 让学生 的综合能力在具体的实践操作 中得以锻炼 。 可

以说 ， 编演课本剧既能打造出特色校本课程 ， 又能为语文教学开辟
一

个新天地 。

？

而这个过程 ， 并不是完全教给学生 ， 而是要注意展现教师的
“

主导作用
”

。

①陈艳君 ，
苟琪瑞． 用课本剧来 引导学生快乐学习 ［Ｊ］

． 文学教育 ：上 ， ２０ １ ６（３） ：７２
－

７ ３ ．

②朱献华 ． 新课程理念下课本剧活动的策略与方法 ［Ｊ ］
． 语文教学之友

，

２０ １６ （ １０） ： １ ３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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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课本剧编演评 的活动过程中 ， 指导教师要宏 观把握 ， 进行全程监控指

导 ， 在学生编排 、 表演和互评过程 中层层把关 ， 及时在学生需要时 ， 悉心指导 、

多加鼓励 ， 为学生搭建起支架 ， 帮助学生达到更高的水平 ， 使课本剧辅助教学真

正成为学生雅俗共赏 、 踊跃参与 的形式 。

教师需要从选材 、 编剧 、 排演 以及点评颁奖各个环节发挥 自 身全程指导的作

用 ， 让学生感觉到课本剧每个环节都是在有条不紊 、 环环相扣 的推进 。 具体如下

图 ３ 所示 ：

麵主导策略 ．

厂
＇教师全程指导

欠

选材编剧 ．勝点评．

指导－指导．指导 —颁奖－

图 ３ 教师主导策略简图

教师能够指导学生编演评课本剧 的前提是教师 自 身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 。 比

如教师首先要向学生剖析戏剧的基本常识 ，
以及

一

个完整剧本应有的格式和组成

部分 。 比如戏剧的三性 ： 空间和时 间要高度集中性 ； 矛盾冲突的尖锐突出性 ； 语

言 台词的丰富性和暗示性 。 同时 ， 也要 以 《雷雨 》 、 《哈姆莱特 》 等必修课本 中

的优秀剧本为例 ， 明确 的向学生强调以下几点 ： （ １ ）
一

个成功的剧本中 ， 它的矛

盾和冲突在哪儿 ， 这些冲突又是怎样凸显 、 塑造 、 演绎 的 ；
（ ２ ）

—

个成功的剧本 ，

不论其形式复杂还是简单 ， 人物台词 、 人物 内 心的独白 和旁白等 ， 毫无疑问都是

为主题而生 的 ， 所以这些内 容的选编 ， 要在最大可能中符合文本 ， 吻合剧情发展 ，

服务人物形象 ； （ ３ ）
—

个成功的剧本 ，

一

定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 它必须很注重

挖掘人物台词背后的潜 台词 。

？

此外 ， 笔者建议教师要强调戏剧语言的重要性 ， 因为戏剧语言就是戏剧大楼

的砖瓦 、 材料 ， 是支撑起整个剧本创作演出 的支架 。 常见的戏剧语言 ， 主要包括 ：

人物台 词 、 人物内 心的独 白和旁 白 、 潜台词 、 提示语等 。 并帮助其修改 ， 力求使

剧本更加精彩 。

①黄艳 ． 打开文 言文学习 的另 外
一

扇 窗——以课本剧带动 《史记选读 》 学习
［
Ｊ
］

． 科技 信息
，
２０ 丨 ０

（
３５

）
： 丨 ０ ６０

－

丨 ０ ６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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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排剧本时 ， 对于富有编排天赋的学生 自 己编演的课本剧 ， 教师要认真进

行研读批改 ， 推敲学生的措辞语言 ， 不能出现和原文作者大意背离太远的语句 ，

也要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 使学生发挥他们独特的想象力 ； 在进行排练的过程中 ，

演员 的选择很重要 ， 教师首先鼓励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表演 ， 帮助同学们选择适

合 自 己的角色进行表演 ； 教师还应该担任场外顾问全程跟踪 ， 对于大家在排练中

出现的分歧进行调解并
一一

指导 。

笔者在运用语文课本剧辅助教学时发现 ，

一

开始接触语文课本剧 ， 学生具有

很大的兴趣 ， 可是时间久了 ， 学生就逐渐淡化了 乐趣 ， 那该如何让课本剧辅助教

学具有持久的吸引 力 ， 让学生对它越演越有激情呢 ？ 笔者在实践中 ， 尝试先和学

生一起研读文本 ， 通过充分的备课 ， 用对于文本独特的讲解来吸引学生。 比如 ，

在讲 《林黛玉进贾府》 的时候 ， 经过课前调查 ， 班里四十多名学生中读过红楼梦

或者看过 ８７ 版红楼梦的寥寥无几 。 为了让学生对 《红楼梦 》 产生吸引力 ， 笔者将

红楼梦前五回进行了 串讲 ， 并将金陵十二钗的判词进行了解读 。 两节课的时间 ，

学生对文本的兴趣大增 ， 开始争取里面的角色 ， 组队开始编演文中王熙凤出场 、

宝黛初会的场面 ， 并且有些学生在这
一

课全部学习完之后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读起

了 《红楼梦 》 ， 并在课前演讲中跟同学分享心得体会 。

６ ．３ 剧本编写策略

课本剧的编写虽然是剧本编写的
一

个小类 ， 它有
一

般剧本编写所需要遵守的

真实性 、 生活性 、 戏剧性 、 逻辑性原则 ， 也有 自身 的特色和限制 ， 其中最明显的
一

点就是要忠实于文本 ， 这就要求学生先能读懂文本 ， 然后进行严密的思考 ， 因

为编写的剧本会直接影响演 出的效果 ， 及学生的个人体会以及对于课文的理解 。

让学生看到小小的课本剧 ， 也有其大舞台 ， 教师可以找寻优秀合适的范本作

为课堂上引起学生兴趣的导引 。 比如 ， 笔者在上课的时候 ， 向学生介绍由小说改

编成剧本的典型成功范例 ， 如基于 《史记》 所编演的 《鸿 门宴 》 《霸王别姬 》 ，

夏衍将鲁迅的 《祝福 》 改编成电影 《祥林嫂》 等 。

？
通过观赏别人己有的剧本 ，

让

学生认真找出课本小说与编演的戏剧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对于同
一

作品展现形式

的差异 ， 启发学生在紧扣原文的基础上 ， 可以展开最佳关联或者最大关联的联想 ，

呈现出有 自 己团队特色的课本剧 。

帮助学生确立了课本剧的篇 目 后 ， 教师先让学生 自行组队 ， 讲清楚组队的规

①徐大涛． 课本剧让语文课堂焕发活力
——

高中语文课本剧教学探宄 ［ｊ］
． 中学语文 ：大语文论坛旬刊

，

２ ０ １６ （
１ ５ ） ： １ ８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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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在学生组好队之后 ， 选出
一

位较有公信力和执行力 的负责人 ， 然后各个小组

之间 ， 再选择
一个对于课本剧编演有天赋且领导能力强的学生进行总负责 。 小组

负责人主要组织组内成员分工、 合作 、 査找资料 、 编写剧本 、 确定角色、 排练点

评等 。 由于整个环节要求学生 自编 、 自导 、 自演 、 自评 ， 教师要在这个过程中给

与学生密切地关注 ， 要随时对学生在合作 中出现的
一

些问题提供帮助和指导 。

？

除此之外 ， 在学生编写好剧本初稿后 ， 老师
一

定要审稿把关 ， 给出剧本的优

化建议 ， 以期达到预期的编写 目标 。 各个小组中 写作能力较强 、 思维开阔的同学

完成剧本后 ， 老师先组织团队内部反复讨论 、 再修改 ， 最后由教师给予修改建议 ，

指导审阅后定稿 。 在编写剧本时 ， 老师应该强调 ， 编写 内容要符合文本的社会背

景 、 情感导向 。 如人物的语言编写 ， 要符合每
一

个人物 自身的身份 ， 掌握好书面

语和 口语的 区别 ， 台词和旁 白 的区别 ， 以求最大限度的突 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 让

文本中的人物通过小演员 的演绎
“

活起来
”

， 变成有血有肉真实生活的人 ，
而非

参考书中标签化的人 。

各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不同 ， 同样各个年代也都有特定 的时代背％ 课本剧剧

本的编写要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旋律 。

＠课本剧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

故事发生年代的缩影 ， 可以从剧本中洞察社会问题和时代特点 ， 在故事的情节中

找寻历史的踪迹。 剧本的编写必须要符合原文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背景 。

６
．
４ 课堂内外表演策略

课堂 内 外的表演 ，
主要是指课本剧在课堂上的表演和课堂之外的表演 ， 对于笔

者文中所提到的运用课本剧的方式辅助教学 ， 主要是指课堂内 的课本剧表演 。 课

堂外的表演 ， 是学生所编演的课本剧参加学校或者校外演出 。 表演是课本剧最重

要的环节 ， 在实际操作中 ， 所需要注意 的表演策略有 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团队导演掌握戏剧表演艺术 ， 能够凝聚台前幕后每
一

个角色 。 在课本剧

的表演中 ， 学生是主体 ， 演 出团队的导演是学生 ， 教师只是站在整个剧本的幕后 ，

随时随地在学生需要时指导点拨。 导演是整个团 队的核心人物 ， 因此需要掌握
一

定的戏剧表演的艺术 ， 具备将课本上的名篇佳作转化为形象生动表演的技巧 ， 具

备选择剧 目 、 指导排练 、 展示演出 、 了解观众的基本能力 。 同时 ， 导演必须明 白

如何凝聚人心 ， 懂得团 队的合作探宄 ， 是课本剧生命的支撑 。 各位演员要配合导

演 ， 听从导演的意见和建议 ， 使得课本剧的每
一

处细节得到完善 。

①强中 国 ． 中学历史课本剧教学探宄 ［
〇

］
．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

，
２０ １

１ ．

②杨志国 ． 探索课本剧教学的原则 ［Ｊ］ ． 内 蒙古教育 ：职教版 ，
２０ １ ６（５ ） ：８３

－

８ ４．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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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演员走进文本 、 熟悉剧本 ， 将自 己
“

置换
”

到文本角色中去尽可能真实

地还原剧 中人物 。 课本剧不同于学生 自 己就某一个话题编演 的话剧或者小品 ， 它

的根在文本 ， 认真解读文本 ， 揣摩文意是编演
一

出成功课本剧 的核心 。 在学生编

演课本剧的时候 ， 教师要指导学生 ， 不仅仅是将文本中的对话 、 动作展现出来 ，

更重要的是走进作者内心 ， 进入文本人物内心 ， 用 自 己的表演 ， 让学生看到文本

的灵魂 。 但是 ， 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 教师不可以对学生过于苛刻 ，
不要苛

求学生表演达到完美 ， 毕竟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目 的 ， 不是培养戏剧家 ， 更要

鼓励学生演员从真实的 内心 出发 ， 用朴素的表达实现交流的 目 的 ， 用真性情而不

仅仅是演技去演出 。

第三 ， 控制好排练的次数和每
一

次排练的时长。 课本剧辅助教学 ，
是为了给高

中学生相对沉重 、 单
一

的学习生活增色添趣 ，
让学生快乐学习语文 。 所以在排练

的过程中 ，

一

定要注意到演员都是学业繁重的高中生 ， 只 能利用课余 、 周末等闲

暇时 间来排练 ， 因此排练的次数和每
一

次的耗时 ， 切记不可冗长 ， 不能耽误学生

日 常的学习安排 。 老师在指导的过程中 ， 最好用最微小的舞台运作 ，
用真情的演

绎完成彩排 ， 并且保护好学生青春洋溢的表演 自信 。 如果是在课堂外 ，
比如笔者

实习 的学校学期末的学科活动大舞台上表演 ， 有条件的教师 ， 也可以请专业人士

或者发挥学生家长手中的资源来为课本剧的编演指导服务 。

第四 ， 正式演出要声情并茂 ， 用最本真的表演取胜 。 常规的课本剧演出 ， 由于

场地的限制因素 ， 多选择在教室里面 ， 个别课外演出才会有正规的舞台 ， 这就没

有特技特效 、 音响设备 、 灯光布景等来辅助 。 而正是这样简单 的本色舞台 ， 反而

对学生原生态的声音 、 语速语调 、 动作 、 表情 、 神态等要求就更高一些 ， 因为其

他同学了解剧本人物形象 、 剧本主体表达的方式就是通过演员们的这些表现传达 。

因此演员们要努力使课本剧更加贴近文本 ， 贴近生活让台下的大众评委团 同学们

真正体会到课本剧的美 ， 更加清晰地感悟课本剧中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 。 正如英

国大导演皮特布鲁克所说 ：

“

我可以把任何一块空间叫做舞台 。 在有人注视着的

时候 ，

一

个人走过这个空的空伺 ， 这就够了 ， 我们已经有了戏剧活动所需要的基

本因素 。

” ①

第五 ， 表演结束后及时互动 ， 台上台下交流 、 讨论反馈 。 认真仔细地观看课本

剧演出 ， 做好详实的观看记录 ， 对于剧中 的关键情节 、 人物性格以及 自 己印象最

深的情节进行思考 ， 找出其中 的优缺点 。 演出结束后 ， 要指导学生对此课本剧开

展反思与发 问环节 ， 毕竟
一

千个读者就有
一

千个哈姆雷特 ， 观赏完课本剧后 ， 学

生们最有发言权 ， 因为学生会以学生的视角重新审视文章 ， 会发现其 中的优缺点 ，

①朱光潜． 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 ［Ｍ］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１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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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增强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 ， 提升语文教学质量 。

６
．５ 表演评价策略

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 ， 完成剧本的编写 、 表演之后 ， 有效的点评必不可少 。

笔者通过多次指导课本剧表演完成后总结 了两点关于评价的心得 。

一

是评价不是

教师
一

个人对其他所有的
一

家之评 ， 学生互评与演员 自评对于课本剧辅助教学的

效果至关重要 ；

二是评价要有
一

定 的依据 ， 也就是评分表 ， 让学生互评和 自 评的

时候 ， 有据可依 ； 三是评分之后 ， 应该评选出
一

个名次 ， 并从不 同的方面给予所

有参与学生以奖励 ， 可以是物质方面的 ， 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肯定表扬 。

同学之间 的互相评比在课本剧辅助教学中也很重要 。 为 了学生之间互相切磋 ，

共同进步 ， 笔者制作 了课本剧的评分表 ，
让同学们在互评中进步 ， 提高 自 己对于

课本剧的认识 ， 进而提高 自 己的文学素养 。

在各个演 出小组展示完他们的表演之后 ， 如果教师 只是
一

个人＾评 ， 难免

会让刚刚烧起来的兴趣之火 ， 被教师过长的评价所抑制 ， 因此笔者＆立了班级课

本剧的大众评审团 。 此时 ， 笔者觉得最好的方式是教师给学生一个表达的窗 口
，

让没有直接在台上参与表演的幕后工作者和学生大众评审 团 ， 发挥他们的聪明才

智 ， 用简洁的语言来点评演员们的表演 ， 因为在看完各个团队的表演后 ，
这些小

１

评委们
一

定是或多或少有话可说 、 有话想说的 。

为了让大众评委团在评价的时候 ， 能够更有方向性 ， 笔者制作ｐ
ｎ下互评评

分表 ：

表 ２ 运用课本剧辅
ｙ
教学的表演

ｆ
评表


表演剧 目名称表演团队

１ ． 对于本次课本
̄

剧 ， 如让你参演 ，

你会担任哪个角

色 ？ 为什么 ？


２
． 对于 １ 中的角

色 ， 本次表演者的

优缺点


３
． 本次课本剧 中令

你印象最深的地

方？ 请详细说明 。



４
． 对于课本剧教

学 ， 你所擅长的是

参与到哪个环节 ？

为什么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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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 目项 目评价要点分值 得分

忠实原文程度是否忠于原文 ， 和作者抒发感情
一

致１５ 分

创新程度编排特点 、 语言运用是否新颖５ 分

创作主题是否紧扣文本主题 ， 观点鲜明 ， 论据充分１０ 分

演出环节是否条理清晰 、 环节过渡流畅 、 情节有吸引力１ ０ 分

演员表现是否 口齿清晰 ， 表情 自然大方、 投入５ 分

小组合作小组配合是否默契 ， 分工协作是否合理科学５ 分

最佳演员总得分 （ ５０ 分 ）

台上
一

分钟 ， 台 下十年功 。 学生们精心准备策划的课本剧表演落幕之后 ， 不

管表演者在其中扮演的是主角 ， 还是配角 ， 甚至是
一

个没有露面的旁 白 ， 他们的

内 心深处 ， 相 比都是感慨颇多的 。 那么此时 ， 笔者认为 ， 让他们趁着有话想说的

时候 ， 及时来评价 、 反思 自 己的表演 ， 对于其在下
一

次的表演中 ， 发挥出更佳的

实力至关重要 。 笔者所在的实习 学校 ， 学生和教师的反思 ， 是教学活动 的一个特

色 。 课本剧辅助教学 ，
也是

一

种教学方式 ，
因此笔者也在有意识引导学生反观 自

我 ， 在 自 评中反思 ， 在反思中进步 。

针对学生 自评的特点 ， 笔者制定了如下 自评表 ， 以供学生在 自评时条理清楚 。



表 ３ 运用课本剧辅
ｙ
教学的表演自评表


表演剧 目名 称姓名及所属 团队

１
． 本次剧本中你所

担任的角色 ？ 表演

前后对于此角色的

认识 ？


２ ． 以前是否参演过

课本剧 ， 若有 ， 谈

谈两次经历带给你

的体会 。 若没有 ，

谈谈 自 己以后需要

改进的地方 。



３ ． 本次课本剧中令

你印象最深的地

方 ？ 请详细说明 。



４ ． 课本剧教学对你

学习过程中有什么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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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或改变 ？

评价项 目项 目 评价要点分值 得分

忠实原文程度是否忠于原文 ， 和作者抒发感情
一

致１５ 分

创新程度编排特点 、 语言运用是否新颖５ 分

创作主题是否紧扣文本主题 ， 观点鲜明 ， 论据充分１０ 分

演出环节是否条理清晰 、 环节过渡流畅 、 情节有吸引力１ ０ 分

演员表现是否 口齿清晰 ， 表情 自然大方 、 投入５ 分

小组合作小组配合是否默契 ， 分工协作是否合理科学５ 分

最佳演员总得分 （ ５０ 分 ）

５ １







结 语


结 语

本文以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理性思考和实践研究为主题 ， 探宄新课改下课

本剧辅助教学的理论来源、 目标指 向 、 发展现状以及实施策略 。 通过近三个学期

的实践 、 观察 ， 查 阅前人研究成果后发现学生在整个读 、 思 、 编 、 演 、 评课本剧

的 自主学习活动过程中 ， 更能身临其境地体会文章作者所要抒发的情感色彩 ， 揣

摩文章 的思想 内涵和现实意义 。 教师指导学生参与
一

出成功的课本剧 ， 不仅让学

生完成 了变言有尽的课本篇 目 为声情并茂且意无穷的实践展演 ， 还能在学生小组

集体协作的过程中 ， 逐步增强学生的团体向心力和集体荣誉观 。 因为
一出好的课

本剧 ， 需要全班学生动起来 ， 各司其职 ， 让学生学会组织协调和互相配合。

在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的过程中 ， 笔者认为教师应该明确学生不是职业演员 ，

教师也非职业编导 ， 运用课本剧的 目 的在提高教学效果 ， 而并非为了赢得观众欢

心 。 另
一

方面 ， 日常教学中 ， 我们也应该看到
一

堂完整的语文课本剧课前准备工

作量大 ， 如果盲 目 实施不加甄别和筛选 ， 会增加原本课业就很繁重的高中生的学

习负担 ， 因此运用课本剧辅助教学要把握最佳时机 ， 要注意适度原则 。

如果在语文教学实践中 ， 能够将课本剧创作与表演活动很好地开展起来 ， 那

么 ， 它将成为学科教学与研宄型学习进行整合的
一

种有效途径 ， 将使语文教学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

？
从暖身活动 、 演练、 讨论到评比 ， 课本剧创作表演的每

一

个

环节都体现了互助合作 ， 而这正是语文核心素养对学生的要求之
一

。

调动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兴趣 ， 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体 ， 帮助学生

身临其境体验角色 ， 寓教于乐 ， 进而真正践行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

发展的使命 。

因此 ， 笔者建议在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 ， 教师可以尝试基于教材和学生现实

情况 ， 让
“

有声画谱描人物 ， 无字文章写古今
”

的课本剧能够更好地辅助语文教

学 ， 绽放教师指导下 、 学生主体参与而成的语文课本剧的独特魅力 ， 努力为语文

教学打开新的源头 ， 引进源源不断的活水 ， 让 日渐崇尚西方文学化的学生 ， 感受

到国学 、 文学的吸引力 。
？

①傅念飞 ． 课本剧 ：语文学科与研宄型学习整合的
一

种有效形式ｍ ．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

２０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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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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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中午 １ ２ 时 ２５ 分 ， 此时整栋教学楼终于随着午饭午休的时间

安静了下来 ， 我听着最喜欢的轻音乐 《永远的
一

瞬 》 ， 开始在为期近两个月的论

文开题 、 撰写初步完成之时 ， 酸着鼻子写下心里最想说的话 ， 将它们以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文字 ， 呈给我聚少离多的师大 ， 呈给我心心念念的文学院 ， 呈给我有幸

师从的良师 ， 呈给我
一

路相伴的益友 ， 呈给我此时正在带班实习 的铁
一

滨河……

因为 ２０ １ ４ 年体会过与师大擦肩而过的痛楚 ， 所以比大多数人更加珍惜 ２０ １ ５

年与师大的相遇。 然而两年的时光中 ， 真正与师大团聚的 日子何其短暂 ， 以至于

到现在仍会一遍又
一

遍地沉醉在师大版的 《南山南 》 《成都 》 中 ， 为 自 己是
“
Ｓｔａｒ

”

人而深感骄傲 。

感恩、 怀念
一

段时光 ， 是因为这段时光里有最值得我感恩 、 怀念的人 。

感谢我的导师王吾堂老师 ， 您的博学多识、 您的谆谆教导 、 您的Ｈｉ默风趣让

初入研途 、 初涉教坛的我获益匪浅 。 在我带班实习的过程中 ， 从备课到课堂的管

理 ， 都困惑颇多 ， 而每次您都能帮我指点迷津 。 至今记得您给我指点的 《宇宙的

边疆 》 、 《琵琶行 》 教学设计 ， 在实际操作中效果颇佳 。 感谢您从论文选题 、 开
’

题、 初稿 、 结稿的悉心指导 ；
感谢您为帮我和严丹选好论题 ， 错过了饭点 ， 还开

车送我们到地铁站乘车的付出 ； 感谢您在我论文送检之前 ，

一遍又一遍 ，

一

字
一

句地帮我修改论文 ， 并逐
一

提出修改建议……

感谢我的预审读老师何悦玲老师 ， 您的平易亲和 、 您的细心负责让我由衷地

感动 。 在看到预审读老师分配表之前 ， 我与您素不相识 ， 在第
一

次发邮件给您的

时候 ， 我内 心十分忐忑 。 然而您不仅很快回 了邮件 ， 还将论文中细微的格式 、 错

别字等都
一

一指出 。 从您身上 ， 我看到 了朴实的师德 、 师爱 。

感谢我在学科教学 （语文 ） 专业有幸结缘贺卫东老师 、 马守君老师 、 王元华

老师 、 蒋鹏举老师 、 柯西钢老师 、 李继锋老师 、 吕远老师 、 傅钢善老师 、 王雨晴

老师 、 贾玲老师等诸多恩师 ， 谢谢诸位恩师的传道授业解惑 。 在短暂的两个学期

中 ， 原非教育专业出身的我从你们 的课堂上汲取营养 、 快速成长 ， 这是我受用
一

生的立身 、 立言 、 立行之基 。 感谢你们让我看到学高为师 、 身正为范的名师风范 ；

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朴实的钻研作风和亲和的待生之道 ；
感谢你们让我从你们为

新课改的付出 中看到祖国教育的希望 。

感谢我此时的实习学校——西安铁
一

中滨河学校 。 铁
一

滨河在我怀着一腔教

育热情 ， 但学识欠缺 、 经验不足之际 ， 给了我
一

个成长的平台 ， 让 向往站在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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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种桃育李适春风的我 ， 有机会向众多
一

线骨千教师虚心学习 。 感谢刘校长、

肖 校长 、 李老师 、 廖老师、 王老师 、 杨老师 、 吴老师等 。 感谢你们让我看到了高

中语文春色满园的景致 ；
感谢你们给了我不惧前路漫漫勇于上下求索的方向 ；

感

谢你们让我看到腹有诗书气 自华的语文老师是那么富有魅力 ！

此时依然在师大校园的同伴们 ， 也许很难体会到
一

边教学一边完成研究生学

业的艰辛 。 每一次因事请假时的忐忑和两地奔波的疲惫 ； 每
一

次备课与论文压力

聚集的辍转失眠 ； 每
一

次看到大家朋友圈晒师大四季的景色交替的向往与遗

憾
……但此时 ，

一

切都化作 了会心
一

笑 ， 因为我深知 ： 因为遗憾所以更懂珍惜的

道理 。 尤其是随着论文截稿 日期临近 ， 我在极力平衡着新课教学与论文撰写之间

的关系 ， 常常是 白天埋头备课 ， 晚上孤灯撰文 ， 前
一

晚无助哭过 ， 天亮后微笑依

旧 ， 并
一

次次劝慰 自 己 ： 越过这道坎 ， 明天会更好。

感谢我的父母 ， 谢谢你们抚养我成人 ， 培养我成才 。 感谢你们在我受挫折时

极力地搀扶我 ， 在我脾气不好时无限地包容我 ， 因为你们爱的陪伴 ， 我探索前路

的脚步愈加 自信满满 。

感谢我亲爱的闺蜜 、 男友 、 同学 ， 谢谢闺蜜在我想要诉说时 ， 给我温柔的耳

朵 ； 感谢男友在我需要支撑时 ， 给我不倒的肩膀 ； 谢谢同学在我需要帮助时 ， 给

我厚实的援手 。 感谢在师大研途 ，
遇见的每

一

份真情 、 每
一

隅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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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丹．新课改下五人小组合作探宂模式浅谈

一一

以课改名校铁
一

中滨河学

校五人小组为例
［
Ｊ
］

？中学生导报
，
教学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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