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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以儿童剧为载体的学前教育专业艺术类
课程整合的改革与创新》教学成果的结集。在过去的四年里，本教学团队全体
成员在各自的教学中辛勤耕耘，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对以儿童剧为载体的学
前教育专业艺术类课程开展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教学经
验，获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本书主要是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师生所写，同时也
可以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继续教育的教材与参考书。

儿童戏剧是戏剧中一个独立的剧种，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它是一种
以儿童为服务对象，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
种艺术手段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它为儿童创造了一个需要儿童用视听和心灵
去感受的艺术环境，使儿童身临其境，获得独特的艺术享受。当代儿童戏剧也
被引入学校教育中，成为儿童创造性、自主性学习的一种独特形式。

儿童戏剧舞台艺术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儿童剧表演更符合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的专业要求，对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能力大有帮助。学前教育
专业是一个实用性和综合性很强的专业，学生的艺术技能主要包括声乐、钢
琴、舞蹈、绘画、手工、语言艺术、体操等能力，它们都是幼儿园教师专业化的核
心技能之一。当前，学前教育专业这些艺术技能的培养主要是通过《音乐》《舞
蹈》《美术》《口语》等课程教学来实现，在这些课程的教学中依托儿童剧的内容
对学前专业艺术技能教学进行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形成以儿童剧为载体的学
前教育专业艺术教育特色，是高校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新举措，对学
前教育专业学生将来在幼儿园的教育教学和可持续发展一定会大有裨益。

本书整体框架设计由编写人员共同讨论确定，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讲
述的是儿童戏剧的基本理论，在儿童戏剧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既有儿童戏剧自
身的艺术特征，也有儿童戏剧的社会文化价值，让广大读者对儿童剧有了较为
全面的认知。第二章是教学团队成员对以儿童剧为载体的学前教育专业艺术
类课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全方位多视角地对学前教育专业艺术课程如



何依托儿童剧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了独到的阐述，为广大同仁提供了宝贵
的教学经验。第三章是多年来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创编的儿童剧剧本精选，

这些剧本题材多样、主题鲜明，富有儿童情趣，都是历年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参
加的儿童剧公演的经典剧目，充分展现了学生的艺术想象力与创造力。

本书由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相关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成员
共同创作完成。主要编写者为郑薏苡，编写人员有郑信军、林炎琴、林琛琛、郑
晓、陈恩清、胡乐敏。具体分工是：第一章（郑薏苡）；第二章第一节（郑信军），

第二节（林炎琴），第三节（胡乐敏），第四节（陈恩清），第五节（林琛琛），第六节
（郑薏苡），第七节（郑晓）；第三章儿童剧剧本《神奇的力量》（曾晶晶），《新龟兔
赛跑》（张译文），《小蝌蚪找妈妈》（项佩瑜），《最甜的滋味》《我想和你做朋友》
（胡志娜），《分享》（谢凯娜），《新编丑小鸭》（钟蕾），《智斗大青虫》（彭蔚楠）。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学术功底与写作水平所限，使本书难免存在疏漏与错误，

请读者批评与指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也深感责任和压力。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
不会忘记，在本书出版期间得到了温州大学领导的关心与鼓励，得到了温州大
学教师教育学院以及学前教育系领导的支持和协助；得到了教师教育学院各
科室同仁的热心帮助；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教育编辑部孙
一凡编辑付出了辛劳，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儿童戏剧与学前教育》编写组

于温州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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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儿童戏剧研究

第一节　儿童戏剧的产生与发展

什么是儿童剧，大家的认识与理解是有差异的。有人说，儿童剧就是儿
童们自己演唱的戏。有人说，儿童剧只能描写儿童生活，以儿童为主人公。

有人认为，儿童剧是指专写小兔、小鹿、小猴等动物的童话剧。还有人以为它
是舶来品，是从国外输入的新剧种。其实，儿童戏剧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

当然，它有自己的衍变发展过程，起初是唱歌、舞蹈、表演，以后才逐渐形成戏
剧。儿童参加的戏剧活动，在１０００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了。但是，由儿童演出
的戏剧，并不一定就是儿童戏剧。儿童戏剧的首要条件是为儿童演出，为儿
童服务。所以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是，儿童剧是以儿童为服务对象的话剧、

歌剧、舞剧、歌舞剧、戏曲，以及童话剧、神话剧、木偶戏、皮影戏等不同类型剧
种的统称。

儿童剧除了具有戏剧一般的特征外，还要适应儿童特有的情趣、心理状
态和对事物的理解、思考方式，要求通过具体、鲜明的形象与活泼、明快的情
节向他们剖析严肃的主题，进行美的感染。在美的感染过程中，培养儿童积
极的创造精神，发展他们的意志和想象力，从而使他们的思维能力受到锻炼，

唤起他们的求知欲，尽可能使他们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与周围事物，以巩固
其自身既有的道德感。儿童剧应具有思想的明确性、道德的纯洁性、人物性
格与行为的真实性、摄取生活素材的广泛性和准确性、艺术构思的完美性。

一、儿童剧的产生

中国儿童剧的现代传统始于五四时期。虽然中国戏曲从元代起便开始
兴盛，但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剧却是在五四运动之后，随着现代儿童文学
的诞生而诞生的。



以艺术发展的程度为依据，可将整个现代儿童戏剧分为萌芽期、发展期
和成熟期。粗略地从时间上来划分，则大致分别对应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主要

是五四运动以后）、３０年代（主要是抗战前期）、４０年代（主要是抗战中后期及

解放战争时期）。

１．儿童剧的萌芽

戏剧表演是人类经验总和的缩影。虽然人的生命和经验是有限的，但戏

剧却可以让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看尽人生百态，使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

人。这种之于戏剧的体验，并非仅仅在观赏戏剧时才有，而是自人类的童年

就开始了。儿童天生就是个演员，比如童年时常玩的游戏———捉迷藏、躲猫

猫、过家家、官兵捉强盗、警察抓小偷或者模仿卡通中的人物……此种戏剧性

的游戏，是幼儿时期最重要的学习方式之一，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时，感受不同

角色的特点以及责任，积累自己的角色体验，推进其整体发展，也为未来的成

长与发展做好铺垫。

中国的戏曲虽然从元代起就十分昌盛，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

门为儿童创作、演出的戏剧。直到近代，儿童文学兴起，伟大的五四运动催生

了中国的儿童戏剧，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儿童对于民族命运的重要

性，并且认识到戏剧这种题材对于儿童有着极好的教育意义，开始提笔专门

为孩子著文编剧。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文学巨匠郭沫若的第一个剧本儿童歌剧《黎明》，掀开了中

国现代儿童戏剧的序幕。这时的儿童戏剧大多以童话的内容和歌舞的形式

呈现，《黎明》这出独幕剧的内容十分简单，化用带有神话色彩的伊甸园的故
事，由海蚌中跳出一对先觉的儿女热烈地歌咏黎明、新生、乐园，并由群男群

女形成气势磅礴的合唱。唱词充满了激情与诗意，运用象征的手法，具有浓

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奠定了中国现代儿童戏剧黎明时期的抒情浪漫基调。

五四时期儿童戏剧创作丰盛，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仅１９２２年就刊载

了２０多个儿童剧。其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小朋友》杂志的主编黎锦晖，他一

共写过１３部儿童歌舞剧，代表作有两个：一个是１９２２年创作的《葡萄仙子》，

一个是１９２７年创作的《小小画家》。《葡萄仙子》相比郭沫若的《黎明》，在人物

和情节设置上明显丰富化。而与《葡萄仙子》风格相异的《小小画家》则被作

家自称为滑稽歌剧，前者侧重于空灵的抒情，后者则开始关注现实的刻画，且

更富儿童情趣。《小小画家》这部以现实为题材的童话剧，以其具有时代气息

的思想内容以及活泼生动的艺术表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风靡全国，有不少人

２ 　儿童戏剧与学前教育



说，《小小画家》在中国儿童戏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无论这一时期的创作如何丰富，儿童剧作为一种新兴的儿童文学体

裁，在艺术上仍显得比较稚气，内容题材也比较单一，还不够成熟，处于萌芽
期。然而，也正是有了最初的不够完美、不够精致，才有了以后更加广阔的发
展、更加优秀作品的出现。

２．儿童剧的发展

走过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萌芽期，儿童剧迎来了又一个发展阶段，然而这
一段路程并不是平坦的，充满了坎坷。

五四运动以后，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儿童的生活笼罩上了沉重的阴
霾，这股野蛮的外力也迫使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偏离了原本的艺
术发展轨道，由娇嫩的、童心的歌唱转向现实的呻吟与呐喊，题材内容变得沉
重，艺术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抗战时代催生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特异现
象，即由少年儿童组成的儿童剧团的活跃，如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育才学
校戏剧组、昆明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国模范儿童剧团等应时而生，他
们辗转各地演出大量的儿童剧目。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非常时期，仍有一批闻名的成人戏剧作家在关心着
儿童戏剧事业，创作了一批讲究艺术的儿童剧，如于伶的《蹄下》、陈白尘的
《两个孩子》、许幸之的《古庙钟声》等，有力地推进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儿童戏剧
艺术的发展。他们所选择的内容题材多为战争中孩子的苦难生活，以高度的
现实性逼真地反映了当时儿童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戏剧人物大多为现实
生活中的贫苦儿童，典型的如《古庙钟声》一剧就有２２个孩子。

总体而言，较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儿童歌舞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抗战初期
注重写实的话剧对儿童性的表现有很大的加强，塑造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儿童
剧人物形象；同时，由于大剧作家的加盟，在戏剧性上也有较大开拓。但是，
综观这一阶段的儿童剧创作情况，整体成就并不高，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那
就是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抗战初期文学的通病———思想传达的急迫压倒艺术
表达的追求。大量仓促上阵的小型剧未经过艺术的细致打磨，因此人物缺乏
个性，台词口号化，情节推进过快而缺乏必要的过渡，形式尚嫌呆板，缺乏深
厚的感染力量。不管在儿童性还是在戏剧性方面，都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
尽管本阶段儿童戏剧数量巨大，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然而艺术质量上乘
者寥寥。

３．儿童剧的成熟

走过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抗战初期，来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包括２０世

３第一章　儿童戏剧研究



纪３０年代末），是儿童剧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各种儿童剧团继续
在农村、城市辗转演出，儿童剧的创作工作也较为兴盛，宣传抗战和进行解放
斗争、表现儿童苦难依然是时尚的主题。经过了２０年左右的摸索成长，褪去
了萌芽期的轻飘、发展期的浮躁，本阶段的儿童剧在艺术上渐趋成熟，比较成
功的有石凌鹤的《乐园进行曲》、董林肯的《小主人》和《表》、包蕾的《巨人的花
园》、张石流的《小小马戏班》等。这一时期的儿童剧情节容量大大扩展，由此
也带来了人物个性的立体化、艺术结构的复杂化、手法技巧的多样化，在儿童
性和戏剧性的结合上都较前两阶段有较大的完善。

综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儿童剧的创作方法，主要是继承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现实主义，即以“最积极的、最现实的、最有教育意味的、最能引起儿童关心和
儿童兴趣的”为创作题材，引导儿童在战争中成长。大胆地揭露现实、逼真地
反映现实的大型六幕抗战剧《乐园进行曲》被认为是“破天荒的创举”“为中国
话剧运动史上所罕见”。而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得最好的当推《小主人》，它以
鲜明的时代性、现实性、儿童性及其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和高超的艺术表现，

代表了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儿童剧的最高成就，“是继黎锦晖的《葡萄仙子》之
后，中国儿童戏剧发展进程中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除了现实主义思潮之
外，偶尔也出现了浪漫主义剧作的浪花，如包蕾的童话剧《巨人的花园》，将想
象和现实相糅合，不仅注重对主题精神的夸张表达，也注重对人物的具体塑
造，已大大超越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只重情调的轻盈单纯的童话剧。

从戏剧情感来看，本阶段的儿童剧大多为正剧，但也有喜剧、悲剧。严峻
残酷的时代生活，使悲剧的表现更为成功，即使是正剧、喜剧，也或多或少含
有悲剧风格。在短短的３０年发展中，中国的儿童剧已达到了较完善的境地，

尤其是几部代表作的矗立，标志着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儿童剧已渐入成熟期。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儿童剧在现代崛起，时代风雨沐浴或磨炼了它，使这束
艺术之花沾着浓厚的时代气息。

二、儿童剧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剧的发展状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１９４９年宋
庆龄女士创建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的儿童剧团，是中国历史最久的儿童剧
团体。北京、上海、武汉、辽宁、四川、云南、宁夏、乌鲁木齐、西安、石家庄、鞍
山等地区相继成立了２０多个儿童戏剧院团。其中有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
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儿童剧团等。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儿童剧更是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剧团，也上演了许多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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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剧作品。１９７９年１月５日至１９８０年２月７日，文化部主办了庆祝新
中国成立３０周年献礼演出。在全部献礼演出的１３７台剧（节）目中，《报童》和
《童心》这两部儿童剧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报童》是首次在儿童剧
舞台上塑造周恩来的光辉形象，而蛐蛐、石雷、草莽等“小报童”的艺术形象，
至今使人难忘。《童心》中那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教师，则一直活在观
众的心里。

１９８２年是我国儿童剧的丰收年。在这一年的８—１０月，文化部分南北两
片举行了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这次活动无论从演出的规模、剧目的质量以
及专业儿童戏剧队伍的扩大方面，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演出剧目的题材广泛，在反映儿童现实生活方面，有揭示儿童教育等问题的
话剧《朱小彬》《闪烁吧，繁星》；有新型的学校教育剧《好伙伴之歌》；还有小舞
剧《三毛要上学》、童话剧《人参娃娃》、京剧儿童剧《金童》《寒号鸟》等；特别令
人难忘的是《宋庆龄和孩子们》和《喜哥》这两部反映革命历史生活的儿童剧，
在塑造革命领袖人物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实践，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１９８２年之后至１９９６年全国儿童剧新剧目评比演出之前，文化部曾于

１９９２年举办过儿童剧录像评比，许多优秀的儿童剧也曾陆续在首都戏剧舞台
上演出，如《魔鬼面壳》《之伢子》《少年周恩来》《潇洒女孩》《陈小虎》及越剧儿
童剧《孩子剧团》等。《魔鬼面壳》剧是任德耀在“文化大革命”后继《宋庆龄和
孩子们》之后又一力作，剧中熔铸了他深刻的人生体验；《之伢子》剧和《少年
周恩来》剧则在塑造少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艺术形象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潇洒女孩》剧和《陈小虎》剧在塑造儿童的艺术形象上很有时代特色；《孩子
剧团》剧通过运用越剧的艺术形式，成功地表现了半个世纪前“孩子剧团”的
战斗生活。

１．题材多样

１９９６年再次举办的全国儿童剧新剧目评比演出，规模上虽然没有１９８２
年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那么大，但剧目选得比较精。在１２台戏中，无论是题
材、体裁、剧种及风格、样式的多样性、丰富性，还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及时性和
深刻性以及艺术追求上的探索性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涌现出了现
代儿童舞剧《远山的花朵》、多场次校园剧《我爱我班》、无场次儿童剧《希望》、
新童话剧《白马飞飞》等一批优秀的剧目，特别是出现了苏州滑稽戏《一二三，
起步走》这样一部轰动全国的优秀儿童剧。

２．形象多元

２０００年，文化部在长沙举办了“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春雨沙沙》《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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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寒号鸟》《月光摇篮曲》等儿童剧，受到了广大少年儿童观众和家长
老师们的欢迎，特别是武汉儿艺的《春雨沙沙》，这部塑造了众多的少年儿童

及老师家长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浓郁诗意的儿童话剧，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春雨沙沙》的出现，不但有着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而且

对于儿童剧的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启示作用。

２００５年六一儿童节前后，文化部选调了《闪闪的红星》《北斗星》等４台少

儿京剧赴京演出。江苏省长荣京剧院的《闪闪的红星》和青岛京剧院的《北斗

星》，两者选取的都是革命历史题材，运用京剧艺术形式，塑造了潘冬子和陈

星等小红军的艺术形象，对当代的孩子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很有意义的。

不只如此，这两出少儿京剧还会使小观众们在接受思想教育的同时，自然而

然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领悟到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这对广

大少年儿童德、智、体、美等方面的教育和影响，都会起到特殊的作用。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７日至２５日，由文化部主办的“第五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

目展演”在文化名城苏州举行，演出剧目共２０台。在这次的儿童剧优秀剧目

会演中，《青春跑道》和《柠檬黄的味道》备受小观众的欢迎，小观众们都表示
很喜欢，并且感到自己也很受启发，表示要理解老师，勤奋学习，塑造自己的

美好人生。

３．精品创新

当代的儿童剧已经开始走出课堂、校园、家庭的小三角地带，开阔了视

野，拓宽了题材。涌现出各种描绘重大历史事件的儿童剧，以及反映当下社

会现象的各类问题，折射出急剧变革的社会大环境造就着他们的品格理想，

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再造，看到了祖国未来的希望。由直接提出

有关儿童的各类教育问题转向描绘少年儿童独特个性命运遭遇，由叙述故事

发展进程转向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在群体活动中突出中心人物的思想脉络。

而且，话剧、舞剧、昆剧、京剧、吉剧、豫剧、评剧、滑稽剧等许多剧种在这个时

候也先后加入到为儿童奉献精神食粮的事业，在让孩子们吮吸到更为丰富多

彩的艺术滋养的同时，也促进了儿童剧形式的发展。

综观整个中国现代儿童剧发展史，从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到繁荣期，

其艺术演变轨迹清晰可见：题材上由童话剧到现实剧，体裁形式上由歌舞剧

转向话剧，结构上由单纯的独幕剧转向复杂的多幕剧，技巧上由简单生硬转

向灵活多样，戏剧情境上由粗略化转向精巧化，戏剧冲突上由没有或单一转

向二重且细致化、由观念冲突转向性格冲突，人物塑造上由平面化转向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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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数逐渐增多且个性各异，创作方法上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情调上
由轻喜剧转向正剧、悲剧，在儿童性和戏剧性的结合上不断开拓。中国现代
儿童剧的艺术成长，确实开创了戏剧界“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

第二节　儿童戏剧的题材与视角

儿童剧的题材广泛，可以反映现实生活，也可以取材历史；可以叙写美丽
的神话传说和童话，也可以展现未来的科学幻想境界；可以描写少年儿童观
众同龄人的活动也可以表现成年人的生活斗争。当然，小观众对于那些真实
反映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剧目有更浓厚的兴趣。儿童剧不论写哪种题
材，在选题和处理上，都要求对小观众的健康成长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题材
的开掘与题旨的表达，力求与儿童的智力水平和欣赏趣味相适应。

一、表现“爱”与“美”的题材

儿童剧产生初期，１９１９年，郭沫若先生的第一个剧本是儿童歌剧《黎明》，

拉开了中国现代儿童戏剧序幕，化用带有神话色彩的伊甸园的故事，运用象
征的手法，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而可以称得上中国现代儿童戏剧史上
第一座里程碑的黎锦晖先生的《葡萄仙子》，全剧主要渲染“爱”和“美”的主
题，艺术表现上具有浓郁的抒情味和美感，作者本人也指出创作本意在于从
智（科学知识）、美（美感教育）、情（高尚的情操）三方面着手，来陶冶孩子们的
心灵，培养孩子们“亲爱、仁慈、礼让、快乐的情绪，无丝毫怨恨、悲伤、争斗、欺
凌的色彩”。着意于艺术美的营造、儿童性的体察。先生的另一部作品《小小
画家》则开始关注现实的刻画，设置风趣的台词、热闹的场面，观赏性和轰动
效应强。这部以现实为题材的童话剧，塑造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顽童形
象，并凭借其具有时代气息的思想内容和活泼生动的艺术表现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风靡全国。

综观这一时期儿童剧的艺术表现，可以发现，此时的内容题材大多为童
话剧，人物多为自然界的动植物或神话中的仙人，现实人物较少，且个性塑造
大多平面化。参照五四时期提倡写实主义的早期成人话剧，为何儿童戏剧却
风行浪漫主义。其实，这一风格是与时代特点相吻合的，五四新时期生机蓬
勃的朝气、初生牛犊般的锐气，影响着刚刚处在萌芽期的儿童戏剧，尤其是对
儿童的关注，带来了对童心、童性的大力张扬。着力表现“爱”与“美”的儿童
戏剧，蕴含着成人剧作者对儿童的亲切爱怜之心，一时不必像成人剧那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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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沉重、深刻的社会问题为主旨。

二、揭露现实、反映儿童苦难的题材

到了儿童剧的发展期，也正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儿童的生活笼罩了沉
重阴霾的时候，这股野蛮的外力迫使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偏离了
原本的艺术发展轨道，由娇嫩的、童心的歌唱转向现实的呻吟与呐喊，题材内
容较前一段时间更沉重化。选择的内容题材多为战争中孩子的苦难生活，以
高度的现实性逼真地反映当时儿童的物质生存与精神世界，创作手法主要为
现实主义。大部分的剧目由于重大的政治任务的紧迫驱使，在形式上大多小
型化、轻型化、通俗化，如街头剧、活报剧等。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全民动员抗
日的气氛浓厚、对抗战前途的估计过于简单，使得这一时期的儿童剧作也往
往充斥着一种天真的乐观。突出的毛病是政治化、概念化、标语化、公式化，

无论是儿童性还是在戏剧性方面，都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但在人物设置
上，人物台词富有个性化，还注意了儿童的好玩、好斗性，间用插科打诨式的
对话，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戏剧效果，使得原本对儿童而言过于庄重严肃的
主题表达，显得更有人情味、儿童气。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宣传抗战和解放
斗争、表现儿童苦难依然是儿童剧的主要题材，在儿童剧的创作上，也主要继
承３０年代的现实主义，即以“最积极的、最现实的、最有教育意味的、最能引起
儿童关心和儿童兴趣的”为题材。大胆揭露现实、逼真地反映现实的大型六
幕抗战剧《乐园进行曲》被认为是“破天荒的创举”“为中国话剧运动史上所罕
见”。而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得最好的当推《小主人》，它以鲜明的时代性、现实
性、儿童性及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和高超的艺术表现，代表了这一时期现实
主义儿童剧的最高成就，“是继黎锦晖的《葡萄仙子》之后，中国儿童戏剧发展
进程中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表现儿童学校或家庭生活的题材

从１９８２年的全国儿童剧观摩演出来看，这也是新中国成立３３年来对儿
童戏剧工作的首次盛大检阅。参加南、北片演出的３４个剧目是从１９８１年儿
童戏剧创作座谈会以来，全国创作的两三百个剧目中推选出来的。参加观摩
演出的儿童剧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除了话剧、歌舞剧、舞剧之外，难能可贵的
是还有用戏曲形式演出的儿童剧。广大戏剧工作者满腔热忱地努力用共产
主义思想教育少年儿童，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少年英雄和鲜明生动的舞台形
象，涌现出一批优秀儿童剧目。就这次参加观摩演出的剧目来看，除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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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学校或家庭生活的题材之外，还有一些剧目成功地把少年儿童放到
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加以表现。吉林省京剧团的《金童》，表现了少先队
员自觉参与经济领域里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江西上饶地区歌舞话剧团
的《护照的秘密》，表现孩子们牢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正确对待当前部分人
竞相出国的社会现象；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话剧团的《小雪和她的伙伴》，表现
了少先队员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社会活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少先
队员的秘密》，表现了少年们积极参加抗洪斗争，等等。这些剧目扩展了新的
题材，表现了新的生活内容，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除了这种表现现代生活场景的儿童剧以外，以新时代的认识水平与思想
高度去表现旧时代的生活故事或革命斗争的英勇事迹，赋予古老的民间传说
或童话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假定的或象征性的舞台形象，也是本次观摩演出
的剧目的一类题材选择。辽宁儿童剧院演出的《人参娃娃》便取材于民间传
说，作者用童话世界的生活图景、生动的舞台艺术形象，为当代青少年播下了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种子。其实，关于儿童剧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创作
者必须深入到当代儿童的心灵世界中去，了解当代儿童的心理特征和精神需
求。延安歌舞剧团创作演出的歌舞剧《延安儿童团》，从题材内容到音乐歌舞
都很有地方特色，充分显示了延安戏剧工作者推动革命传统代代相传，积极
取材于当地革命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四、题材范围的开拓翻新

在长沙举办的“２０００年全国优秀儿童剧展演”，显示了当前我国儿童剧题
材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儿童戏剧家以充沛的激情、浓烈的探索精神，在反映现
实生活、表现历史人物的童年或少年时代，以及童话样式等诸多领域，努力创
造出从内容到形式都尽可能完美的作品来，从而使我国儿童戏剧的质量在总
体上提高了一个层面。倘使我们从题材的角度对参加展演的剧目加以考察，

就会发现，不少剧目显示出了引人注目的特点。首先，若干作品以独特的视
角来重新处理题材，赋予作品以新的立意，从而使戏剧的内涵更为深邃。如
武汉儿艺创作演出的《春雨沙沙》写的是在我国贫困地区办学的生活况境，从
题材来看似乎并不新鲜，但是作品通过对王老师等艺术形象的刻画，着力表
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觉醒，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是这样一群成人和孩子：他
们主要不是依靠旁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抗争，来实现自身人格的完善。

这些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对于观众在情感上有一种强烈的冲击。这出戏中的
王老师，是一个富有个性的教师形象。他是一个自己没有念过书、一边查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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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一边教学生的教师。该剧对王老师的塑造，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的那种深
切的人文关怀。《春雨沙沙》并没有在落后地区的物质贫困上多加渲染，而是
对人在此种环境下的醒悟、奋斗、抗争作了动人的描绘，从而为作品注入了清
新、昂扬的基调，使观众的情绪为之振奋。还有一些作品，单从题材来看比较
古老，比如“寻母”，新戏、老戏已经写了不知多少回了。然而，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创作演出的《月光摇篮曲》，由于编导的努力探索、寻求以多种方式（包括
戏剧结构与舞台呈现）表现生活的可能性，从而把“寻母”这个古老的题材表
现得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出表现儿子寻找母亲的作品，作者没有沿袭以往
类似作品的套路，在“寻母”的艰辛、曲折、辛酸、苦痛上下功夫，而是把人物置
身于广阔的空间，着重表现传统同现代文明的冲突与和解，进而引起观众对
历史与现实、野蛮与文明、城市与乡村、苛求与宽容、美妙与丑陋等冲突的关
注，引导人们环绕人生这个大题目，进行思考。

儿童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所以，不应该把儿童剧的范围限制得太窄，

儿童剧的题材有理由并且可以多样化。凡是写儿童少年生活的戏，都应当算
作是儿童剧，如儿童教育问题剧、现代青春剧、学校剧、课本剧，童话、神话、科
幻儿童剧等。其实，只要是真实地反映了当代儿童的思想、行为、爱好、追求，

在不同的年龄层次上稍加区分，然后语言上能做到准确、生动，符合儿童的思
维逻辑；在行为上做到富有情趣，能够把握住儿童的心理特征，那么无论你涉
及什么题材，从什么角度切入，构置什么事件，都可以成为一部不错的儿童剧
作品。时代在发展、观念在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儿童戏剧题材的选择也
愈益扩展。计算机、网络、信息、基因工程，以上述新事物作为背景的儿童剧，

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进入新世纪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思想、意识，

有着众多与先前人们不尽相同的特点。如何表现他们这种新的思想风貌，创
作一些新的题材，创作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的绝好载体，这就需要儿童戏剧
家对儿童剧的题材问题做进一步探索与努力。

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由于市场原因，儿童剧的服务对象大多局限在小
学，而随着儿童剧的不断发展，通过儿童剧来达到教化目的的倾向也越来越
严重。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寓教于乐”，但实际上仍显得更偏重于“高台教
化”，单从这一角度来看，也会造成儿童剧题材的狭窄，内容也显得比较单一，

儿童形象普遍概念化、模式化。例如表现战争年代或先进人物的孩子形象
时，大多是“样板戏”的表演模式，似乎这些孩子从来就没遇到害怕和困难，开
口闭口都是一些政治化的语言，行动大多也是英雄式的，毫不考虑这是否符
合戏剧艺术的创作规律，就连孩子们看到这种演出也会哄堂大笑，更别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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