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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故事戏剧环境创设的思考

◎陈文倩
摘要：日本冈田正章在《幼稚园戏剧活动教学设计》中指出，在幼儿园戏剧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舞台，而是空间”。

环境作为幼儿园的潜在课程，会直接影响幼儿园课程的实施。在戏剧活动中，适宜的戏剧环境对教师的教学和幼儿的探索

都能起到支架作用。本文就幼儿故事戏剧环境创设的方法展开论述，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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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戏剧环境是一个良好的载体，其

缩短幼儿融入戏剧的时间，也能锻炼幼儿

的思维。以下通过阐述故事戏剧、戏剧环

境的概念以及幼儿故事戏剧环境创设的原

则，提出具体的策略。

一、故事戏剧及戏剧环境的概念

（一）故事戏剧

故事戏剧是幼儿在教师的引导下，以

绘本、经典故事为依托，通过语言、表情、

身体动作，同时借助一系列活动道具进行

戏剧表演的一种活动模式。

（二）戏剧环境

幼儿故事戏剧环境是由教师、幼儿或

教师与幼儿合作创设的多元的戏剧活动所

需要的环境。它不仅仅是指舞台空间，包

括舞台设计、道具准备、化妆等“戏剧工

作”所需要的环境。

二、幼儿故事戏剧环境创设的原则

（一）综合性

游戏故事戏剧种类多样，相应地，环

境也要体现多变的原则。从戏剧内容来看，

主要包括演员、导演、音乐师、灯光师等

多个构成要素，在此过程中，幼儿扮演不

同的角色，为了使其参与到戏剧中，教师

要为其创设综合性情境，适应不同幼儿“工

作”需要，调动其参与主动性。

（二）开放性

以往的幼儿故事戏剧环境设计范围比

较局限，仅限于某一块区域，不利于激发

幼儿的参与兴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教

师要拓宽环境设计思路，秉持开放性的原

则，刺激幼儿的创造性，使戏剧活动充满

挑战性。与此同时，教师也应该适当“放

手”，把场地的管理权归还给幼儿，使他

们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进行材料的摆放，

这种情况下能够刺激幼儿主动参与到戏剧

活动中，快乐地工作。

（三）动态性

幼儿故事戏剧环境的创设还要体现动

态性的原则，通过变化环境能够给学生全

新的学习体验。在此过程中，教师要根据

幼儿每个阶段的心理特征以及戏剧的进展

调整环境，提升他们的归属感，缩短其融

入戏剧的时间。此外，教师还可结合季节

变化特征改变环境，引入多个与季节相关

的主题，鼓励学生重新划分活动区间，使

环境与主题活动相匹配。

1. 活动区域

（1）利用已有活动区。一般情况下，

根据幼儿活动形式不同，教师设置了多个

活动区域，如美工区（幼儿可进行美术作

品绘制以及手工制作）、构建区（幼儿可

进行积木搭建）、科学区（幼儿可进行各

项科学活动）、娃娃家、语言区等，幼儿

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选择不同的环境活

动。在故事戏剧环境创设过程中，教师可

根据幼儿所选戏剧的实际需求优化区域设

置，适当增加或删除。例如，幼儿可在美

工区进行服装、道具、舞台设计。在此过

程中，教师还可增设活动区，如展览区，

孩子们可以将自己制作的服装、道具放入

其中供其他同学展览。此外，“小剧作家”

们和“小演员”们可以在临近美工区的空

间或舞台区域进行商讨；“音响师”们可

以在音乐角里“工作”。

（2）优化材料配置。材料配置要突出

节约性和简约性的原则。例如，孩子们在设

计戏剧服装时，可利用一些废旧纸张、塑料

袋等进行设计，将其裁剪成不同形状，以《小

兔乖乖》为例，孩子们利用不同颜色的塑料

袋做人物标识，白色为小兔子、红色为胡

萝卜。在戏剧服装设计过程中，孩子们利

用废纸张和旧布料拼接成不同角色的服装。

此外，孩子们还可以从家带一些与主题相

关的材料，进一步优化材料配置。

2. 优化舞台空间设置

舞台空间布局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

据工作内容进行变更。教师要给予孩子们

自由发挥的空间，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可

以利用一些可移动的物体对空间进行隔离

划分，如工作毯和大型积木。在此过程中，

幼儿也可规划工作区的形状，还要设置群

众席。此外，舞台空间选择可以是多元化

的，不仅限于室内，还可以是室外的草坪。

3. 走廊环境设计

走廊环境设计也尤为重要，幼儿可根

据活动主题进行设计。以“小鲤鱼历险记”

为例，孩子们可利用蓝色壁纸创设“千亩

水塘”情境，各自幻想水里有什么？也可

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将其画出来，一些手工

能力比较强的孩子还可折叠与主题活动相

关的艺术品，共同编创小鲤鱼历险的故事，

创设充满童真的环境。

三、结语

幼儿故事戏剧环境的创设能够为幼儿

参与各种编创活动搭建台阶，在此过程中，

教师要把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幼儿，引导

其不断研究、探讨故事戏剧环境设计方法，

提升自身的体验感，融入戏剧空间中，促

进自身多方面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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