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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化教学:在情境创设中激发想象
———以《雪孩子》为例

杜　 霞　 　 张晓丹

　 　 【摘　 要】想象力对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至关重要,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一直是一个

颇具挑战性的话题。 文章以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二年级上册的《雪孩子》为例,探索将教育戏剧中的暖身练习、
游戏识字、教师入戏、角色扮演、坐针毡等方法融入语文课堂,借由情境创设,帮助学生深化阅读理解,获得情

感体验和想象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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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力对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至关重要。
“积极观察、感知生活,发展联想和想象,激发创造潜
能” [1]6 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
语文教学总目标之一,想象力又是一种抽象的思维
能力,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一直是
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话题。

教育戏剧因其在培养想象力上所具有的天然优
势,成为帮助教师突破这一教学难题的有利抓手。 教
育戏剧“以戏剧或剧场的技巧为方法来从事教育、教
学。 它不以表演为目的,是借用戏剧途径推进人的社
会学习,对人的认知发展、情绪、个性、社会性的发展发
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2],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方法而言,
教育戏剧为学生创设了虚拟而安全的情境。 身处戏
剧之中,即使学生扮演了一个“坏”角色,他也不会担
心因此受到批判和谴责。 这种虚拟的情境给学生提
供了足够的安全感,让学生的观点、情绪、行为等得到
尽情地释放,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也自然得到发挥。
教育戏剧更注重教学过程而非结果,因此采用教育戏
剧的课堂更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更能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在教育戏剧的课堂
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引导者。 教育戏剧给
了学生更多的自由,使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达自己在
身体、心理、情绪、语言上的意见,激发学生学习的自发
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因此,将教育戏剧的方式和手段有机融入语文
课堂和阅读教学中,通过开展戏剧化教学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为新课标背景下探索
语文学习方式的变革,谋求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提供
了新思路。

一、聚焦“想象”之美,明确教学定位
本文所选取的课例《雪孩子》是统编小学语文教

材(以下简称“统编教材”)二年级上册第七单元的
一篇课文。 它讲述了勇敢善良的雪孩子冲进火场救
出小白兔,却牺牲了自己,化为天上的一朵白云的故
事。 故事中的雪孩子不仅给小白兔带来了陪伴和安
全,也给了无数读者以温暖和浪漫的怀想。 童话中
的角色设计和拟人手法的运用,都贴近低龄儿童认
为一切生物都是有生命的“泛灵”心理。 在故事的结
尾,雪孩子虽然牺牲了自己,却变成了一朵美丽的白
云。 作者没有采用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而是以儿
童可以接受的方式讲到了“死亡”,表达了对“友谊”
“奉献”“生命”等人类永恒主题的思考,这也是这篇
童话历经几十年风雨仍能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喜爱
的原因。 这般诗意浪漫的结尾给学生留下了无限的
想象空间,引导学生进一步发挥想象,拓展丰富的意
义空间。

《雪孩子》这篇课文所在单元主题为“想象”,随
单元安排的语文要素为“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
体验”,这也是继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后统编教材第
二次安排“想象”这个主题。 一年级上册第六单元围
绕着“想象”这个主题共安排了《影子》《比尾巴》《青
蛙写诗》《雨点儿》四篇课文,这四篇课文通过拟人、
想象、比喻等手法对自然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进行
了生动形象的描写,读起来都朗朗上口,富有韵律
感。 虽然一年级也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但更多
的是借助儿歌、对话等易于诵读的形式让学生在想
象中理解自然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而到了二年级
上册第七单元,则是让学生直接感受想象之美,在想
象中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 编入这一单元的三篇课
文虽都围绕“想象”展开,却各有侧重:《古诗二首》
中的想象能让人入情入境,《雾在哪里》中的想象充
满童趣,《雪孩子》则通过童话创造出一个美好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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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的世界。 此外,本单元还安排了写话练习———
以猫和老鼠为话题,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续编故事。
可以看出,统编教材在二年级对“想象力”的培养要
求更直接,内容安排也更系统。

因此,通观本单元的课文、课后习题,可对《雪孩
子》的教学目标做如下设定。

(1)能认识“添”“渐”等 16 个生字,读准多音字
“呀”,会写“唱”“赶”等 8 个字,会写“出门、起来”等
11 个词语。

(2)能默读课文,了解故事内容。
(3)能读出不同人物在对话中的不同语气,表达

出不同的情绪;能通过关键词句感受雪孩子救人时
焦急的心情与舍己救人的勇敢精神。

(4) 能发挥想象力,从故事的结局中感受到
温暖。

教学重难点为:学会默读课文,了解故事内容,
感受雪孩子善良勇敢、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与
品质,体会童话中所传递的温情与浪漫。

二、创设戏剧情境,助力想象展开
当我们从教育戏剧的视角观照《雪孩子》这篇课

文时,不难看出它所具备的戏剧的基本元素和采用
戏剧化教学方式的可能性。 首先,《雪孩子》这篇童
话故事主题鲜明,歌颂了雪孩子舍己救人的美德善
行,这一有着深厚人文基础的主题值得我们做更深
入的发掘。 其次,《雪孩子》的情节曲折跌宕,有着意
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的悬念与波澜,当雪孩子为了
救出小白兔冲进火场却牺牲了自己时,读者本来以
为雪孩子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小白兔,可作者却笔锋
一转,说雪孩子化身为天上的白云,给这个悲剧的结
尾添上了一抹温情的色彩。 最后,《雪孩子》还具有
较鲜明的戏剧冲突。 突发的火灾打破了原有的美好
与宁静,也构成了与雪孩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化
险为夷、转危为安就成为读者最大的心理期待,而戏
剧张力也就由此建构起来。 虽然课文中对于这个冲
突的描写是一笔带过,但教师可以通过戏剧还原雪
孩子面对“呛人的烟、烫人的火”时的心理活动,让学
生在角色扮演中更深刻地感受雪孩子在危急时刻所
表现出的勇敢与善良。

教育戏剧以其在培养想象力上的优势契合了
《雪孩子》的教学目标,而《雪孩子》所具备的戏剧要
素也为戏剧化教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这样,我们就
可以以戏剧为桥梁,通过情境创设激发想象,深化阅
读理解了。

1. 暖身的想象练习:激发学习内驱力

暖身活动常用在课程刚刚开始之时,教师通过
一些简单的游戏、练习来激发学生的兴趣,酝酿情绪
和情感,使他们较快地融入课堂的氛围中。 根据《雪

孩子》的教学目标,教师在设计安排暖身活动时,可
以引导学生去想象和表现火从小火苗到汹涌的火海
的变化过程,学生充分调动自身的肢体来表现不同
状态的火。 这个暖身的想象练习有助于激发学生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也为后续的教学活动做了必要的
铺垫。

2. 游戏识字:给识字增添乐趣

在识字环节,教师可以安排雪孩子和学生玩捉
迷藏的游戏———只有学生正确认读“小雪花”后面藏
着的生字和语句,雪孩子才会和大家见面。 教师可
以将生字词分为几类,采用多种方法帮助学生识记,
如引入近义词的方法帮助学生识记“添” “渐” “浑”
等字,利用字理识字的方法帮助学生识记“柴”“烫”
“灭”等字,还可以借助生活经验和相关语境帮助学
生识记“旺”“冒”等字。 游戏可以创造轻松、欢快的
氛围,无形中给识字增添了不少乐趣,为学生阅读课
文扫除了字词障碍。

3. 教师入戏:带领学生进入文本

“教师入戏”指的是教师把自己塑造成故事中的
角色,带领学生进入虚拟的世界。 教师一方面在入
戏时要有坚定的信念,让学生相信自己是故事中的
角色;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在恰当的时候“出戏”,回归
教师本身的角色,带领学生继续上课。

《雪孩子》这篇课文较长,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可
以分成三部分。 第一自然段到第四自然段是故事的
发生阶段,讲述了兔妈妈给小白兔堆雪人、小白兔和
雪孩子一起玩;从第五自然段到第八自然段是故事的
发展与高潮阶段,写小白兔家里着火、雪孩子救小白
兔的内容;第九自然段到第十四自然段是故事的结
尾,写雪孩子化作美丽的白云。 教师可以在故事的发
生阶段扮演小白兔给学生做示范,尤其要重视“妈妈,
妈妈,我也要去”和“小白兔跳舞给雪孩子看,唱歌给
雪孩子听”两个情节,演出小白兔想要跟兔妈妈一起
出门的急迫心情以及小白兔对雪孩子的喜爱。 教师
入戏不仅能帮助学生快速进入文本,也能给学生示范
如何进行表演。 学生可以模仿教师的表情、语气、肢
体动作等,为后续的角色扮演做了充足的准备。

4. 角色扮演:聚焦救人片段,感受雪孩子的勇

敢、善良

角色扮演能让学生直接进入情境,在表演中体
会角色的性格。 教师可以聚焦故事的高潮,即雪孩
子救小白兔的部分,让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各小组
展开角色扮演。 在呈现原本故事和情节的基础上,
学生还可以发挥想象力,丰富故事情节。 每个小组
表演完各自的故事之后,教师与其他小组的学生要
进行点评和讨论,各小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复演
故事。 在表演与复演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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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并呈现以下情节。
(1)如何表现“火”由小到大的过程。
“火”是与雪孩子产生矛盾冲突的对立方,课文

对于火的描写是有一个动态的过程的。 火由“烧得
旺旺的”到“越烧越旺”,再到“烫人”,扮演火的学生
就要想方设法表现出火势的变化。 面对越来越凶猛
的火势,雪孩子难道不害怕吗? 可是他却冒着牺牲
生命的代价救出自己的朋友。 在这里,教师就可以
指导扮演火和扮演雪孩子的学生产生冲突和对抗,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更能深刻地体会到雪孩子的勇敢
和善良。

(2)雪孩子看到小白兔家失火时,是如何采取行
动的。

雪孩子发现着火之后,有“喊、奔、冲、冒着、找哇
找哇、抱起、跑”等一系列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雪孩子
表现得非常勇敢与急迫,但同时雪孩子的特性决定
了他遇火就会融化,所以雪孩子的力量是在逐渐减
弱的,状态是在逐渐变差的。 在这里教师要引导学
生通过肢体、表情等表现出雪孩子的身心和力量的
变化,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雪孩子的临危不惧和
勇敢坚强。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进一步发挥想象:
当小白兔家里着火时,兔妈妈和森林里的其他小动
物可能在做什么? 学生可能会想象:兔妈妈正拎着
食物往家里走,但是因为雪太厚了,她走得很慢很吃
力。 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当火势越来越大的
时候,小白兔会一直躺在床上睡吗? 学生可能会猜
测:小白兔会被热醒,被烟呛到,但是由于火太大,被
呛晕了。 学生也可自行增加其他情节,只要不偏离
故事的主线和主题,都可以自由发挥。

5. 坐针毡:以想象代入角色,走进人物更深的内

心世界

在角色扮演之后,教师可以通过坐针毡环节让
学生走进角色更深的内心世界。 坐针毡指扮演者以
角色的身份来回答其他参与者的问题,这种压力性
的提问更容易凸显人物的深层性格特征,被提问者
需要通过想象将自己代入角色中,站在所扮演的角
色的立场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回答更多的细节[3]。

教师可以让学生以雪孩子的身份回答以下
问题:

●当看到小白兔家失火时,你是怎么想的?
●你害怕烫人的火吗? 如果害怕的话为什么还

要救小白兔?
●你可以不救小白兔吗? 为什么?
●当你救出小白兔的时候,你开心吗?
●你还会回来吗?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小白兔的身份回答以下

问题:
●雪孩子不见了,你会伤心吗?
●雪孩子去了哪里? 你觉得雪孩子还会回来

吗? 为什么?
●你喜欢雪孩子吗?
●你想对天上的雪孩子说什么?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以其他的角色(如兔妈妈)的

身份思考以下问题:
●当你知道小白兔得救时,是什么心情?
●当你知道雪孩子为了救小白兔而牺牲时,你

想对雪孩子说些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以“问题”为驱动,引导学生

从角色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雪孩子舍己救人的可贵
精神,教师也可以借机讲授水的形态变化,将抽象复
杂的问题简单化,帮助学生深刻地体会雪孩子的奉
献、牺牲以及生命在另一个层面的圆满,让整个教学
过程贯穿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与训练。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增
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和实践性,促进学习方式变
革”,鼓励教学“从学生语文生活实际出发,创设丰富
多样的学习情境,设计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激发
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求知欲,促进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 [1]3。 教育戏剧有助于贯彻语文新课
标的课程理念,为教师的教学提供有力的抓手,还能
促进学生的思维、审美、语言表达、心理健康等多方
面的发展。 教育戏剧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其育
人价值却越来越受到关注、认可。 此次出台的新课
标,戏剧被纳入艺术课程体系,并明确指出“主要依
托音乐及语文、外语实施” [4]。 因此,教育戏剧可以
成为语文教学的有效手段,教师可以在这个领域深
入探索,将戏剧化手段巧妙地融于语文教学,使语文
课堂更充满生命的灵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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