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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结合建构主义理念、 认知理念、 情境式教学法和叙事学相关理论ꎬ 分析了将戏

剧教学法应用于科技馆教育活动开发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ꎮ 结合实践ꎬ 总结了运用戏剧

教学法的科技馆教育活动的特点ꎬ 及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设计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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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戏剧教学法的概念和应用

(一) 什么是戏剧教学法

戏剧教学法是一种将戏剧或表演的技巧应用

到教学中的方法ꎬ 是一种从戏剧表演领域提炼

出来的方法ꎬ 也是一种应用戏剧ꎮ 戏剧教学法

的相关研究在国外已历经百年ꎬ 在我国也有近

二十年的发展历程ꎮ 将戏剧应用于学校教育起

源于法国教育家卢梭和美国教育家杜威ꎬ 其中

杜威的 “做中学” 提供了理论源头ꎮ 杜威学校

每天都会安排 “戏剧性游戏” 课程ꎬ 也十分鼓

励孩子通过即兴表演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１] ꎮ

在运用戏剧教学法的课程中ꎬ 不以表演为目

的ꎬ 而是 通 过 戏 剧 的 方 式ꎬ 运 用 人 物、 情 节、

环境和氛围等工具ꎬ 引导参与者进入学习情境ꎬ

体验、 探究过程ꎬ 从而获得认知ꎮ

(二) 戏剧教学法的研究领域及应用

１ 戏剧教学在学校的应用

调研发现ꎬ 国内外均有将教育戏剧和戏剧教

学法应用到教学的实例ꎮ 在中国知网检索文献ꎬ

以 “戏剧教学法” 为关键词ꎬ 检索到 ２９８ 篇文

章ꎻ 以 “教育戏剧” 为关键词ꎬ 检索到 １３１８ 篇

文章ꎮ 检索到的文献显示ꎬ 国内学者研究内容

主要包括: 将教育戏剧或戏剧教学法应用于幼

儿园教育、 学校德育教育、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英语语文等语言类教育领域ꎬ 主要关注学龄前

儿童心 理 健 康 发 展[２] 、 人 际 交 往、 创 造 力[３] 、

德育[４] 等问题ꎬ 也有学者提出了 “教育戏剧＋”

的概念以及在高校教育中人文方面的应用[５] ꎮ

教育戏剧也融入了英语、 语文、 美术等学科教

育ꎬ 教育戏剧和科学的结合则主要针对幼儿园

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ꎮ 国内也有培训机构利用

教育戏剧方式面向学龄期儿童、 小学、 初高中

开展课程ꎬ 并为幼儿园和小学教师提供教育戏

剧课程的培训ꎮ

对国外文献进行调研发现ꎬ 土耳其学者哈尔

(Ｈａｒｅ) 和奥马尔 (Ｕｍａｒ) 分别将创造性戏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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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大学生的建筑学教学[６] 和化合物命名教学

中[７] ꎬ 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ꎬ 将戏剧元素运用

到教学中能够提高教学效果ꎮ 英国学者霍利曼

(Ｈｏｌｙｍａｎ) 将戏剧融入教学ꎬ 介绍电子与原子

结 构 之 间 的 关 系[８] ꎮ 爱 尔 兰 学 者 卡 梅 尔

(Ｃａｒｍｅｌ) 介绍了教育戏剧的课程实践指南ꎬ 包

含健康、 语言、 社交、 科学、 数学和艺术等领

域ꎬ 其中科学教育领域包含光源、 运动等主题

教育戏剧课程ꎬ 有国内教育戏剧培训机构应用

了这些案例[９] ꎮ 可见国外学者研究的教育戏剧ꎬ

多为将戏剧元素应用到教学中ꎮ

２ 戏剧教学法在科技馆的应用

梳理相关文献ꎬ 可以发现科技馆领域普遍研

究的是科普剧或科学表演ꎬ 主要包括科普剧或

科学表演对观众的教育作用和意义ꎬ 科普剧或

科学表演项目的研发等ꎮ 根据笔者了解ꎬ 科技

馆中还存在教育戏剧社团ꎬ 主要面向儿童青少

年观众的科普剧培训ꎮ 另外ꎬ 也有一些角色扮

演类的科学教育活动案例ꎮ

３ 综合分析

对国内教育戏剧应用进行分析ꎬ 发现将戏剧

元素应用于学校教育中的实践探索主要有三种

方式ꎬ 即学校组织的戏剧社团、 进入校本课程

的戏剧课和在教学中运用戏剧教学法[１０] ꎬ 这也

反映出戏剧和教育结合的三种普遍形式ꎮ 与之

对应ꎬ 教育戏剧在科技馆、 博物馆中的应用主

要也有三个方向: 一是科普剧的观看与欣赏ꎻ

二是教育戏剧社团ꎬ 面向观众开展科普剧和科

学表演的培训ꎻ 三是在某一教育活动中加入戏

剧的元素和形式ꎬ 用戏剧的方法设计教育活动ꎬ

也可以说是戏剧化的教学设计ꎮ

整体而言ꎬ 国内外学者普遍研究的是教育戏

剧ꎬ 对教育戏剧的概念界定可以分为狭义和广

义两个层次ꎮ 广义的概念是以教育戏剧整合相

关概念范畴ꎬ 主要包含教育戏剧和教育剧场ꎮ

教育剧场一般是指由具有专业水平的表演团队

编排创作具有教育意义的演出ꎬ 通过观众欣赏、

讨论以实现其教育意义ꎮ 广义的教育戏剧包括

学校或科技馆一切形式的以教育为目的的戏剧

活动ꎬ 例如科技馆里的科普剧、 学校课堂上的

戏剧课和学校的戏剧社团ꎮ 狭义的教育戏剧则

特指戏剧教学法ꎬ 是一种在课程中应用戏剧技

巧的教学法ꎮ

本文研究范围与狭义的教育戏剧概念一致ꎬ

即将戏剧教学法应用到科技馆教育活动设计中ꎮ

调研发现ꎬ 在科技馆教育活动设计中已有将角

色扮演等戏剧元素融入其中的探索ꎬ 但是尚未

有将戏剧教学法应用到科技馆教育活动设计中

的系统研究ꎮ

二、 科技馆教育活动引进 “戏剧教学

法” 的意义

(一) 科技馆教育活动理念

在科技馆里ꎬ 观众通过操作展品ꎬ 观察展品

现象ꎬ 分析现象原因ꎬ 获得认知ꎬ 也就是在展

品体验中获得认知ꎮ 科技馆的这种体验式、 探

究式学习需要再现或模拟科学家当初观察、 探

究、 认知的过程ꎬ 而且科技馆的经典展品恰恰

是由当初科学家科学实验、 科学考察的对象或

工具转变而来的ꎬ 或还原了科学家工作室的场

景ꎮ 展品还原了科学家探索问题的过程ꎬ 观众

探索展品ꎬ 也就是将科学家们以科研为目的的

科学探究实践ꎬ 转化为观众以学习为目的的科

学探究实践[１１] ꎮ 科技馆的展品设计和教育活动

设计也常常基于 “做中学” “情境式学习” “体

验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 等教育理念ꎬ 利用展

品搭建科学实践环境ꎬ 还原科学探究实践过程ꎬ

在科技馆教育活动中ꎬ 也更强调基于实物的体

验式学习、 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的特征及其

过程ꎮ

科技馆教育活动常见的形式有展品辅导、 动

手制作、 科学表演等ꎬ 运用观众的听觉、 视觉、

触觉等多感官体验ꎬ 也有教育活动将故事、 戏

剧等元素引入活动的开发设计中ꎬ 为观众创造

情境ꎬ 增强教育效 果ꎮ 在 科 技 馆 教 育 活 动 中ꎬ

９４



对观众的强制性并不高ꎬ 因此教育活动必须具

有 趣 味 性ꎬ 才 能 够 吸 引 观 众 积 极 参 与ꎬ 充 分

投入ꎮ

(二) 戏剧教学法的特点和优势

１ 戏剧教学法与还原科学实践理念一致

戏剧教学法是用戏剧的元素、 方法和策略ꎬ

为观众营建一个模拟真实状态和真实角色的体

验式学习、 探究式学习的情境ꎮ 观众在体验戏

剧情境的过程中ꎬ 通过剧情驱动问题的解决ꎬ

目标的获得ꎬ 使学 习 情 境 化ꎮ 戏 剧 中 的 角 色ꎬ

为观众提供了模拟真实实践的入口ꎬ 将观众的

实践活动置于有意义的情境之中ꎮ 戏剧中的剧

情ꎬ 吸引观众的兴 趣 和 好 奇ꎬ 通 过 剧 情 驱 动ꎬ

引导观众逐步探究科技实践中的问题ꎬ 以推动

剧情发展ꎬ 从而获得教育目标ꎮ 运用戏剧教学

法ꎬ 简单的即兴表演可以迅速开启观众的大脑ꎬ

动作、 语 言 等 能 够 快 速 调 动 观 众 多 感 官 参 与

其中ꎮ

在美国 “２０６１ 计划” 中提到 “像科学家探

究科学一样学习科学” 的理念ꎮ 在运用戏剧教

学法的教育活动中ꎬ 观众扮演科学家ꎬ 就是进

入科学家当时所处的情境ꎬ 像科学家一样面临

科学探究中的问题和困难ꎬ 像科学家一样面对

挑战、 思考问题、 经历过程、 寻找合适的方法

和路径、 探究答案ꎮ 这更直接地体现了 “像科

学家探究科学一样学习科学” 的理念ꎬ 这也是

运用戏剧教学法实现体验式、 探究式学习的灵

魂ꎮ 戏剧教学法为观众提供了展品营建的物理

情境之外的故事情境ꎬ 可以让观众趣味性地体

验和感受科学家在科学实践过程中的思想变化ꎬ

以及科学家与他人、 社会的关系ꎬ 学习更深刻

的科学内容ꎮ

２ 直接体验代替观看

科技馆教育中ꎬ 常用科普剧、 科学表演、 科

学小品等形式展现科学故事ꎬ 让观众在观剧的

过程中随着剧情思考ꎮ 在戏剧中ꎬ 为了增强观

众的代入感和真实感ꎬ 产生了 “打破戏剧的第

四堵墙”① 的思潮ꎬ 即要拉近观众和戏剧的距

离ꎬ 让观众感觉戏剧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ꎮ

而将戏剧教学法运用到教育活动中ꎬ 要为观

众提供剧情ꎬ 让观众作为 “剧中人” 解决剧里

的矛盾ꎬ 决定剧的走向ꎮ 让观众不再作为观众ꎬ

在戏剧情境之外的舞台下观看ꎬ 而是让观众身

处以科学探究实践为基础的戏剧情境之中ꎬ 作

为科学探究实践的探索者亲自去体验、 观察、

分析、 思考、 解决矛盾冲突ꎮ

３ 戏剧情境能够调动观众积极性

在情境式教学中ꎬ 教师会有目的地引入具体

的场景ꎬ 以引起学生特定的态度体验ꎬ 从而帮

助学生理解教材ꎬ 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ꎮ 情境

教学法就是要在教学过程中引起学生积极的、

健康的情感体验ꎬ 直接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

性ꎬ 使学习活动成为学生主动进行的、 快乐的

事情ꎮ 情感对认知活动的增力效能ꎬ 可以解决

当前小 学 生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学 习 动 力 不 足 的 问

题[１２]３８９－３９０ꎮ 戏剧教学法融入科技馆教育活动中ꎬ

为观众设置有趣的剧情ꎬ 引导观众进入故事情

境ꎬ 在体验趣味情境中ꎬ 提高观众的参与积极

性ꎬ 增强观众体验科学实践过程的动力ꎮ

４ 戏剧情境能够增强观众参与程度

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的一大特点就是

提供情境ꎬ 赋予参与者角色ꎬ 引导参与者进入

角色体验和思考ꎮ 在角色体验中ꎬ 参与者会依

据自己对世界的想象来表现ꎬ 并且会受到其他

参与者 “对世界的想象” 的影响ꎬ 其他参与者

影响和丰富了我们的认知ꎬ 形成了新的体验ꎬ

同时扮演的 “角色” 的经历也扩充了我们的经

验ꎮ 回到真实中ꎬ 在虚拟情境中获得的经验会

扩充我们原有的个人经验ꎬ 从而改变我们固有

的认知ꎬ 形成新的认识ꎮ 总的来说ꎬ 在教育戏

剧过程中ꎬ 参与者释放想象力ꎬ 扩展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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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四堵墙”: 戏剧术语ꎬ 指沿台口的一面不存在的墙ꎬ 其作用是将演员与观众隔开ꎬ 使演员忘记观众的存在ꎮ 它的出现导致很多艺术家直接

关注提升戏剧性和喜剧效果ꎬ 导致这种界限被打破ꎮ 如舞台上的演员直接对观众说话ꎮ



的界限ꎬ 在经历戏剧的经验后重新反思ꎬ 收获

新的信息和经验[１３] ꎮ

在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中ꎬ 观众不再

是旁观者ꎬ 而是 “剧中人”ꎬ 需要将自己固有的

认知运用其中ꎬ 并在剧情中扩充自己原有的认

知ꎬ 在体验中获得新认知ꎮ 在这样的教育活动

中ꎬ 观众除了要用视觉、 听觉、 触觉ꎬ 还需要

充分调动自己的大脑去判断和反思ꎮ 反思是使

学生更易进入真实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１２]４００ꎮ

因此ꎬ 在展厅展品固有环境的烘托下ꎬ 通过戏

剧教学法引导观众进入模拟真实实践的情境中ꎬ

使教学情境更加丰富立体ꎬ 观众也能更加投入ꎬ

积极参与ꎮ

综上所述ꎬ 戏剧教学法能够提供模拟真实

的科学探究实践的情境ꎬ 让观众在亲自体验戏

剧情境的过程中ꎬ 完成基于实物、 实践的体验

式、 探究式学习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运用戏剧教

学法ꎬ 可通 过 角 色 扮 演 和 剧 情 发 展ꎬ 再 现 体

验、 探究、 认知的过程及这一过程中人与物、

人与人、 科技与社会的关系ꎬ 并使参与者置身

其中ꎬ 更好地理解科学ꎮ 同时ꎬ 戏剧教学法增

加教育活动的戏剧性和趣味性ꎬ 调动了观众的

大脑和情绪ꎬ 使观众能够积极、 深度参与科技

馆教育活动ꎮ

三、 运用 “戏剧教学法” 的教育活动

特点

中国科技馆推出了 “科学 ‘剧’ 乐部” 系

列教育活动ꎬ 将戏剧教学法应用到教育活动的

设计和开发中ꎮ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总结ꎬ 下

文将结合戏剧需具备的关键要素和科技馆教育

活动设计思路进行分析ꎬ 梳理总结运用戏剧教

学法的科技馆教育活动的特点ꎮ

(一) 故事的叙事理论

在戏剧中讲故事一般遵循叙事学理论ꎬ 叙事

指的是一种想象的现实ꎮ 在戏剧中叙事不是虚

构故事ꎬ 而是要与真实世界相关联ꎬ 以真实过

程为依据ꎮ 这和建构主义教育理念也十分契合ꎬ

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基于已有经验所建构起来

的ꎬ 并且新的经验是根据老故事来解释的ꎮ 故

事类叙事必然包含某一种情节ꎬ 一个与自然、

典型事件发生过程相偏离的情节ꎬ 这种理念认

为一个故事必须至少有三个成分: 起始状态、

事件和改变后状态[１４] ꎮ

(二) 故事叙事和科学实践的对应

结合上述分析可见ꎬ 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和

一项完整的科学探究过程十分相似ꎬ “起始状

态” 是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之前的状态ꎬ 意识

到问题后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也就是 “事件”ꎬ

“改变后的状态” 是解决问题后获得的新的认知

和状态ꎮ

从叙事学角度来看ꎬ 戏剧的理念和建构主

义、 探究式学习的理念是一致的ꎬ 也就是可以

用戏剧故事还原科学探究事件的过程ꎬ 故事的

起因和发展、 冲突和结果分别对应着探究过程

的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ꎮ 同时课程

中的故事是建立在科学探究实践过程之上的ꎬ

故事需要科学过程提供基础和支撑ꎮ 将二者合

二为一ꎬ 才能兼具科学性和戏剧性ꎬ 观众在体

验剧情发展、 冲突解决的过程中ꎬ 也就完成了

一次深入角色和情感的主动探究过程ꎬ 这也是

情境式教学的目标和作用ꎮ

(三) 各要素间的对应

在运用戏剧教学法的科技馆教育活动中ꎬ 既

要体现戏剧的各要素ꎬ 又要突出教学内容ꎬ 完

成一个以科学探究过程为依据的故事叙述ꎮ 一

个完整的戏剧要有 “起、 承、 转、 合”ꎬ 也要具

备人物角色、 剧情发展、 矛盾冲突、 视觉化呈

现等基本要素ꎮ 戏剧过程包括人物角色发现矛

盾冲突→提出矛盾冲突→分析解决矛盾冲突ꎬ

在发现提出矛盾冲突并分析解决矛盾冲突的推

动下ꎬ 人物角色体验剧情的发展ꎬ 同时视觉化

呈现的物品在故事情节中作为核心线索物件和

剧情一起发展ꎮ 在探究式学习中主要有以下过

程: 科学探究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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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问题ꎬ 并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成果ꎮ

通过戏剧过程和科学探究过程的对比发现ꎬ 戏

剧过程和科学研究过程十分相似ꎬ 且戏剧各要

素和科学探究实践过程的各个步骤相互对应ꎮ

因此ꎬ 在设计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

时ꎬ 要将戏剧元素和科学教育活动过程相融合、

相对应ꎬ 形成以戏剧为手段的教学内容ꎮ 运用

戏剧教学法的科技馆教育活动应该具备以下特

点: 戏剧的人物角色对应科学实践过程的主要

参与者ꎬ 矛盾冲突对应科学实践中的核心问题ꎬ

故事情节对应科学实践过程ꎬ 戏剧中视觉化呈

现对应科学现象、 科学成果ꎮ

四、 运用 “戏剧教学法” 的教育活动

设计思路

(一) 将科学实践中关键人物转化为戏剧人

物角色

在设计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时ꎬ 首先

要明确教育活动的主题ꎬ 寻找主题相关的科学

实践过程ꎬ 根据教学目标ꎬ 确定核心的科学实

践过程ꎬ 为叙述故事提供真实依据ꎮ 科学实践

过程可以是科学探究实践本身ꎻ 也可以是和科

学探 究 实 践 相 似 的 过 程ꎬ 例 如: 科 学 表 演

«Ｂｏｎｅ Ｂｏｎｅ Ｂｏｎｅ» [１５] 中体现了科学认知方法的人

与猩猩的角色扮演并进行骨骼形态、 运动功能

对比的过程ꎻ 也可以是和科学探究实践相关的

人物故事ꎬ 例如: 中国科技馆 “科学 ‘剧’ 乐

部” 教育戏剧科学防疫主题系列课程 “暴风眼

中的日与夜”①ꎬ 体现了科学家严谨、 专业的科

学态度: 疫情初期ꎬ 张定宇医生科学预判传染

病发展趋势ꎬ 打破制度限制购置医疗设备的过

程ꎻ 也可以是拟人化的科学探究实践过程ꎬ 例

如 “候鸟的新衣” [１６] 教案中探究鸟类羽毛特点ꎬ

将探究过程模拟为向 “裁缝” 下单挑选 “服饰”

的过程ꎮ 只要具备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ꎬ 即可提炼这些过

程或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作为教育活动中参与剧

情发展的核心角色ꎮ

(二) 将科学实践中核心问题转化为戏剧矛

盾冲突

在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中要发挥好戏

剧冲突的作用ꎬ 通过戏剧冲突驱动问题解决ꎬ

通过驱动问题解决使学习情境化ꎮ 戏剧冲突的

设置符合戏剧 “起承转合” 的特点ꎬ 让整个过

程具有戏剧张力ꎬ 让过程完整、 饱满ꎮ 戏剧冲

突的制造其实也是设计课程的意义ꎬ 冲突和课

程的核心教育目标相关联ꎬ 解决戏剧冲突便可

以获得课程的教学目标ꎮ 正如戏剧中一样ꎬ 教

育活动中冲突的设置可以促进观众去思考、 去

想办法、 去解决冲突、 解决问题ꎬ 就像完成一

项带有故事的科学探究过程一样ꎬ 在此过程中

也加深了观众的参与程度ꎮ 戏剧冲突也可以作

为教育活动的引子ꎬ 在活动开始前设置冲突ꎬ

制造悬疑ꎬ 让观众带着问题和疑问进入剧情ꎬ

一方面可以吸引观众的兴趣和注意力ꎬ 另外可

以引导观众更好地代入角色ꎮ 在活动前即设置

冲突ꎬ 这和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方法相一致ꎬ

借助故事中的冲突点ꎬ 为观众设置破解问题、

冲突的环节和关卡ꎻ 一方面引导观众破解剧情

中的关卡ꎬ 获得自我效能感ꎬ 增强和周围人的

交流、 联系和协作ꎻ 另一方面ꎬ 以冲突驱动问

题解决ꎬ 观众在剧情中解决冲突ꎬ 也就完成在

科学探究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ꎮ

因此ꎬ 在设计教育活动时ꎬ 要抓住课程的核

心教育目标ꎬ 科学实践中的核心问题ꎬ 并将核

心教育目标和问题作为戏剧故事中的冲突点ꎮ

科学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可以是科学问题ꎬ 也可

以是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ꎬ 这些问题

的解决体现着教育活动的教育目标ꎮ 例如上文

提到的 “暴风眼中的日与夜” 教案中: 疫情初

期患者是否为传染病患者尚不确定ꎬ 按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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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尚未达到购买大量医疗器械的条件ꎬ

而张定宇医生根据以往经验和专业知识科学预

判了当时疾病即将扩散ꎬ 并决定提前购置大量

医疗器械ꎮ 这一冲突点的设置ꎬ 体现了张定宇

医生严谨、 专业的科学态度ꎮ

(三) 将科学实践过程转化为戏剧故事情节

１ 营造基于目标的学习情境

确定科学实践过程ꎬ 明确科学实践中的核心

问题之后ꎬ 就要围绕核心问题ꎬ 也就是戏剧中

的主要矛盾冲突ꎬ 将科学实践过程转化为戏剧

故事情节ꎮ 用戏剧的人物角色、 矛盾冲突、 故

事情节 等 营 造 基 于 科 学 实 践 核 心 问 题 的 学 习

情境ꎮ

情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ꎬ 教师有目的

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 以形象为

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ꎬ 以引起学生特定的态

度体验ꎬ 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ꎬ 并使学生的

心理机能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１７] ꎮ 戏剧教学法

引导观众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进入矛盾冲突、

故事情节等营造的情境之中ꎬ 代入角色的情感ꎬ

生动、 形象、 深入地体验科学实践过程中的科

学知识、 思想、 态度和精神ꎮ 情境式学习就是

“在哪里用就在哪里学”ꎬ 运用戏剧教学法还原

了科学实践发生的情境ꎬ 还原了 “ 在哪里用”

的场景ꎬ 反映了真实生活中复杂的规划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ꎮ

情境式学习的本质思想既关注完成任务ꎬ 又

关注执行任务所需的潜在能力[１２]６６ꎮ 戏剧教学法

的核心既是通过人物角色、 矛盾冲突、 故事情

节等营造一个 “像科学家探究科学一样学习科

学” 的情境ꎬ 引导观众在情境中完成科学实践

体验ꎬ 又是结合观众认知特点ꎬ 引导观众在学

习情境中自主地发现、 分析、 解决问题ꎬ 发挥

自身的潜在能力ꎮ

２ 关注观众认知特点

将科学实践过程转化为戏剧故事情节的过

程ꎬ 也是提炼教育活动 “骨架” 的过程ꎮ 在这

一过程要充分考虑观众的认知水平和特点ꎬ 将

专业概念和复杂过程用观众可接受的、 和真实

生活相关的简化概念代替ꎮ 结合认知投入、 动

机研究理念和学习策略使用的理念[１２]５４２－５４４ꎬ 为

了让观众更好的投入到学习中ꎬ 可以从增加课

程活动任务的价值、 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增强与周围事物的关联性、 在活动发挥个人作

用四个方面来改善ꎮ 其中增加课程活动任务的

价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ꎬ 提升

学生在从事任务时体验到的乐趣ꎻ 第二ꎬ 学生

认识到任务和日常生活、 未来目标有关联ꎻ 第

三ꎬ 学生在任务中能够确定个体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 在将科学实践过程转化为戏剧故事情

节时要注意以下内容:

(１) 和真实世界相关联

按照建构主义的理念ꎬ 学习是在新旧知识之

间建立联系的过程ꎬ 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ꎬ

是社会性联系的建立过程[１２]４４ꎬ 在戏剧中叙事要

与真实世界相关联ꎮ 有实证研究表明ꎬ 在科技

馆学习中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教育活动更能够吸

引观众的兴趣[１８] ꎮ 所以ꎬ 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

育活动要和观众的日常生活和未来目标相关联ꎬ

要将观众真实生活中的元素代入课程中ꎬ 为其

形成新的认知提供基础和环境ꎬ 增加其参加教

育活动的价值ꎬ 强化其学习动机并对课程学习

更加投入ꎮ

(２) 在观众认知范围内进行故事化

科技馆教育活动的参与者大多为中小学生ꎬ

其认知范围有限ꎬ 认知专业概念和复杂的科学

过程会存在困难ꎮ 在还原科学过程中时ꎬ 将专

业概念和复杂过程故事化ꎬ 可以解决这一困难ꎬ

但是也要充分了解观众学情ꎬ 在观众可认知的

范围内构建故事ꎮ 将专业概念和复杂过程用该

年龄段观众知道的概念进行替代ꎬ 在不曲解科

学过程的前提下ꎬ 让观众了解教学目标ꎮ 要让

观众体会到故事的趣味性ꎬ 增强观众从故事中

体验到的乐趣ꎮ

同时ꎬ 在叙事结构上要避免复杂的叙事方

法ꎬ 采用观众能够快速了解的叙事结构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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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ꎮ

(３) 突出个人和集体协作的作用

在课程的剧情中ꎬ 赋予每一个观众角色ꎬ 发

挥每一个角色的作用ꎬ 引导每一个人思考、 探

索ꎬ 充分发挥每个观众对剧情和问题解决的作

用ꎮ 教育戏剧学者尼兰兹 (Ｎｅｅｌａｎｄｓ) 指出: 在

戏剧中ꎬ 因会与他人互动ꎬ 改变自己对世界的

理解ꎬ 从而使成长变得具有社会性[１９] ꎮ 因此在

设计教育活动时ꎬ 要善用戏剧冲突ꎬ 为观众提

供个人和集体协作破解关卡的环节ꎮ 让观众在

破解谜题的过程发挥自我作用ꎬ 获得自我效能

感ꎮ 在过程中引导观众间多交流ꎬ 引导观众协

作解决问题ꎬ 观众共同的努力可以减少个人的

不自信ꎬ 同时满足观众间相关性的需求ꎬ 促进

观众的认知投入ꎮ

(四) 将科学现象转化为戏剧视觉效果呈现

在模拟真实实践的过程中ꎬ 为了增强实践的

真实性ꎬ 帮助学生理解实践要素ꎬ 需要将真实

实践的内因要素外显化[１２]３９０ꎮ 在还原科学探究

实践过程中ꎬ 在展示核心概念或过程时ꎬ 为了

让观众更容易理解科学过程ꎬ 同时减少观众的

认知负荷ꎬ 需借助道具来展现ꎮ 道具可以还原

科学探究实践过程中的概念、 过程ꎬ 为观众提

供具象化、 视觉化的物品ꎬ 发挥脚手架的作用ꎬ

促进观众对核心概念或过程的理解ꎬ 同时增强

戏剧的视觉效果ꎮ

五、 结语

本文初步分析了将戏剧教学法融入科技馆教

育活动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ꎬ 借助戏剧的方法

营建模拟真实科学实践的情境ꎬ 使科技馆学习

兼具科学性、 戏剧性和趣味性ꎮ 同时也为设计

开发科技馆教育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

法ꎬ 缓解现有科技馆教育活动情境搭建不足ꎬ

观众投入不够、 参与不深的问题ꎮ

在初步实践中ꎬ 笔者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

现: 观众对运用戏剧教学法的教育活动喜爱度

颇高ꎬ 认为这种形式能够体验角色ꎬ 在玩的过

程完成学习ꎬ 通过故事线索的牵引能够一直保

持兴趣ꎬ 在剧情中能够亲自感受科学过程等ꎮ

笔者通过有限的开发和实践经验ꎬ 将戏剧教

学法用于科技馆教育活动开发的思路和特点进

行了初步总结ꎬ 供各位同仁参考ꎻ 在日后的工

作中会继续将戏剧教学法融入到科技馆教育活

动中ꎬ 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与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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