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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题设计论证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假设和创新之处；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实施步骤。 

（限 3000 字内） 



1.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选题意义和研究价值 

1.1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林崇德，2017）。2016 年 9 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了中国学生的核心素

养，要求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本

研究以文化基础中的人文底蕴、自主发展中的健康生活、社会参与中的实践创新为着力点，分

别探讨与儿童心理发展息息相关的儿童心理理论及同伴关系问题，情绪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问

题，同时结合戏剧教学法，通过实证的方法关注戏剧教育对其的影响，探索能够有效提升中国

学生核心素养的戏剧教育课程。 

美国教育思想家杜威将戏剧表演艺术用于儿童教育。他在经验学习理论中以戏剧作为经验，

提出了“从经验中学”的观点，认为将戏剧应用于教学活动，可以使学生在戏剧角色的扮演及模

仿过程中，获得经验的学习（吴昭宜，2002）。随着“新教育运动”的发展，戏剧真正地成为西方

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Peter K. Smith & Craig H. Hart, 2011）。现在，儿童戏剧教育已成为西

方国家重要的学前教育形式，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纷纷把戏剧纳入学校教育之中，并以立法

或课程计划的形式确立戏剧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我国的香港和台湾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引进

西方戏剧教育的思路，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戏剧教育方式，至今已经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黄爱华（2009，2010）基于实践研究总结了戏剧教育的三种实践模式，即学科性戏剧教育、渗透

性戏剧教育（戏剧教学法）和活动性戏剧教育。目前，国内戏剧教育实践活动多集中在戏剧教学

法的应用上，戏剧教学法具体指把戏剧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和方法渗透于学科教学之中，使之同时

达到戏剧与科目的教育目标。但其对儿童心理发展和教育的效果尚缺乏严谨的实证检验。因此，

本研究的第一个聚焦点是对戏剧教学法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进行小学阶段儿童群体中

的戏剧教育干预，探索有效的戏剧教育课堂设计。 

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凭借一定的知识系统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测，并据此对他人的行为做

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的能力。儿童获得心理理论的重要标志是对错误信念的认知。目前，公认

儿童在 4 岁时就获得了心理理论能力，但研究者发现同一年龄儿童在通过错误信念任务上差异较

大（Wimmer & Perner,1986;Freeman,1996）。目前关于中小学阶段儿童的心理理论已开展部分研究，

但其数量有限。同伴关系是同龄人之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

来的一种人际关系，更多研究集中在群体水平的同伴关系即儿童在群体中个体间的同伴接纳与拒

绝程度，它反映了个体潜在的社交胜任力( Rubin,Bukowski,& Parker,2003；刘少英，王芳，朱瑶，

2012)。所以研究小学阶段同伴关系质量及提升其同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戏剧教育活动中儿童与教师、与伙伴之间发生密切互动，他们会共同完成情节的编排、人



物的扮演。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由开始对任务的不同理解达到共同理解 (Newson & Newson, 1975)。

从认知冲突到最终的认知同化或是顺应，儿童的认知能力得到提高。其实这种互动具有主体间性

（inter subjectivity）的特点，儿童会在对话中发展主体间性，如确认同伴的信息、新观点，努力

维持现有的活动。他们会说：“我是这样想的，你是怎样想的？” 儿童表现出愿意与他人分享观

点，同时也有意愿去了解他人的观点（Berk, 2001）。而心理理论则强调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推

测，并据此对他人的行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的能力。Tower（2007）研究了白人中产阶级

的托儿所 58 名儿童，考察社会戏剧游戏活动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社会戏剧游戏

活动和社会适应间有强烈的正相关，戏剧活动促进了儿童社会适应能力。戏剧活动作为一种行动

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是其将戏剧活动中所学习到的规则和方法迁移的

到社会活动中，也有可能是戏剧游戏活动提升了幼儿的内在认知进而改变其行为。所以，本研究

的第二个聚焦点是考察戏剧教育对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并探讨心理理论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

作用。 

目前，由于重知轻情的教育模式，加之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压力，在校学生存在负面情绪积

压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等不良情绪。张艳梅（2010）认为戏剧教育对学生情感

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为净化和激发。对于学生的情绪问题，疏导、宣泄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戏剧

教育正提供了这样的渠道。所以本研究的第三个目的是通过实证手段检验戏剧教育对儿童负性情

绪提升的有效性。 

我国台湾戏剧教育家张晓华(2007)具体阐述了戏剧教育的目标，其中就包括启发想象力，增进

创新能力。儿童在戏剧表演的过程中，既要理解和学习戏剧活动的知识和内含，而且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对剧本进行再创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儿童的发散思维，提升创新能力(Elliott, 

2017)。目前，国内已有研究者提出了“学思维”活动课程，旨在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素质，并取

得了良好成效(Hu, et al , 2011)。因此，本研究的第四个聚焦点是考察戏剧教育对小学阶段儿童创

新能力的影响作用。 

 

1.2 选题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国外已有大量戏剧教育研究，至今已形成丰富的理论积累，但相关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近些

年国内也开始关注戏剧教育，但相关的实证研究也很缺乏。本研究将在小学阶段儿童群体中进行

戏剧教育的干预活动，探索戏剧教育的有效课堂设计。一方面为戏剧教育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的有

效性进行实证检验，同时也弥补了戏剧教育领域实证研究较少的缺憾。 

1.2.2 实践意义： 



    目前小学生出现越来越多问题，比如同伴关系建立困难，情绪调节能力差等，这对其心理健康

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本研究试图通过戏剧教育干预提升儿童的心理发展，为小学生教育和

发展提供可靠且有效的指导方法。 

1.3 研究价值 

1.3.1 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戏剧教育模式 

儿童戏剧教育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大力推广，中国香港与台湾率先引进戏剧教育的思路并进行

了大量实践。中国大陆在戏剧教育方面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本研究将通过对小学生进行戏剧教

育干预，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戏剧教育模式。 

1.3.2 检验戏剧教育的课程设计有效性 

目前，戏剧教育已经得到了大量实践，但是这种教学模式是否真正促进了儿童的全面发展仍

有待进一步实证调查和研究。本研究将通过考察戏剧教育对心理理论及同伴关系、情绪提升和创

新能力的影响作用，对戏剧教育的课程设计有效性进行检验，为戏剧教育在中国大陆开展提供指

导意见。 

  2. 本课题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假设和创新之处 

2.1 研究目标 

2.1.1 分别采用二级错误信念任务、同伴提名法，社会情绪健康量表和创造力测量问卷对小学生

的心理理论、同伴关系、情绪健康和创造力进行测量，比较小学阶段儿童参与戏剧教育活动前

后的变化； 

2.1.2 分析戏剧教育对小学生同伴关系的影响，并探讨心理理论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 

2.1.3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开发适合中国本土的戏剧教育的课程设计思路、课程大纲和课程教

案。 

2.2 研究内容 

2.2.1 对小学阶段儿童心理发展的准确测量 

研究者将精心选取小学阶段儿童，并使用具有较高信效度的测评工具，对参与戏剧教育的儿

童进行准确测量（前测与后测），以反映戏剧教育活动对学生发展的近期和远期的促进作用，验证

戏剧教育活动的有效性。 

2.2.2 考察小学阶段儿童心理理论与同伴关系的发展状况 

    研究者将采用聚合交叉设计，考察戏剧教育活动期间，儿童各项心理素质的发展，横向比较不

同年级儿童的差异表现，纵向分析其发展状况。整体上通过实验班（戏剧教育班）与控制班（实验

对照班）的比较，考察戏剧教育活动对儿童的影响作用。 

2.2.3 中国本土戏剧教育的课程设计 



根据黄爱华(2009, 2010)总结的戏剧教育的三种实践模式，研究者将重点探索戏剧教学法的课程

设计。首先，将整理项目组已有的戏剧教育的实践经验，分别形成适合于小学生的戏剧教育活动

课，初步制定课程大纲和教学详案。然后，在小学中进行戏剧教育实践，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和活

动反馈对课程大纲和教案进行修订。最终完成适合中国本土的戏剧教育的课程设计。 

2.3 研究假设 

2.3.1 参与戏剧教育活动的儿童在心理理论、同伴关系、情绪健康和创造力方面均有提升。 

2.3.2 戏剧教育活动能够显著改善小学生的同伴关系，而心理理论水平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2.4 创新之处 

2.4.1 基于实证研究的课程设计 

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将戏剧教育作为培养儿童美育的艺术课程的教学内容。但目前戏剧教

育的实践活动更多的是实践活动的反思和理论阐述，很少有扎根中国本土的基于实证研究的戏剧

教育课程设计。本研究将弥补该领域的不足，为戏剧教育的开展提供有益启示。 

2.4.2 体现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 

本研究以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为着力点，探索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戏剧教育课程。

符合国家发展需求同时也对中国学生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2.4.3 厘清小学阶段儿童心理理论、创新能力发展中的矛盾问题 

    目前，针对小学阶段儿童的心理理论与创新能力，已有大量的研究。但其中有个别问题仍存在

相互冲突的地方。因此，本研究将对这些矛盾问题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本课题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实施步骤 

3.1 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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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思路图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综合运用文献综述、问卷调查法、心理测验法、结构化访谈与教育实验等研究方法对

戏剧教育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中国本土戏剧教育的课程大纲与具体教案。 

3.3 实施步骤 

2017.9-2017.12   大量阅读并翻译资料，完成课题的总体设计。 

2018.1-2018.3    进行核心概念的界定，并选择合适的问卷，随机选取小学各年级学生进行前测，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被试，同时设置实验组和对照组。 

2018.4-2019.6    设计戏剧教学法方案，并对实验组实施长达半年的干预，并实施后测。并完成研

究论文和研究报告，及教材的撰写工作。 

2019.7-2019.9    检查和评价总体研究成果，并进行相应的完善；完成研究总结和课题汇报的准备

工作，提请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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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完成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已取得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评价（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主要参考文献（限填 10 项）； 

·主要参加者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经验、组成结构（如职务、专业、年龄等）； 

·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如研究资料、实验仪器设备、研究经费、研究时间及所在单位条件等）。 

（限 1500字内） 



（一）工作基础 

本项目的研究内容明确，思路清楚，在理论与技术上均具有可行性。本项目选题可靠，研

究方案可行。且申请人及项目参与人员均有扎实的理论研究基础和丰富的实践活动设计和组织

经验。长期以来，申请人在对国内外有关戏剧教育和儿童发展关系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同

时积极关注国家的政策及教育热点问题，将主要方向集中与学前和小学阶段儿童核心素质的发

展及戏剧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申请人及项目参与人员多年从事学前和小学阶段儿童心理健康发

展和戏剧教育研究，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在《心理学报》、《心理发展与教育》等刊物发

表学术论文。在儿童戏剧教育领域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有较好的研究背景。申请人

在本项目中负责课题的总体设计、干预活动的方案设计及总体研究报告的撰写工作。此外，课

题组其他成员也在戏剧教育，幼儿认知，情绪发展和创造力培养等领域有相当扎实的研究基础

和活动实践基础。 

课题主要参与人 Šimić Ivica，教授，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儿童戏剧教育，具备多年的儿

童戏剧导演和编剧工作经验，参与和主持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戏剧教育的

剧本编写和主导干预工作。刘璐，硕士学位，主要从事儿童戏剧教育，多年和 Šimić Ivica 合作，

同时承担翻译工作，也具备非常丰富的国内戏剧教育活动组织经验，在本项目中负责戏剧教育

的现场干预的实施工作。张俊婷，硕士学位，主要从事儿童认知研究，具备较强的研究设计和

写作能力，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方案论证与实施以及实验设计工作。谌鹏飞，硕士学位，主要

从事儿童创造力研究，具备较强的数据统计能力，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方案实施以及数据处理

工作。 

（二）工作条件 

（1）前期大量资料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有大量可供参考和利用的研究资料。 

（2）研究中所涉及的变量如心理理论，同伴关系，情绪健康和创造力均有相关的信效度较高的

问卷和成熟的测量方法，为本研究提供可靠的测量方法。 

（3）项目组成员在国外戏剧教育领域具有多年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本项目的干预方案

进行科学且严谨的建议和意见，确保干预方案得到顺利实施。 

（4）与本院合作的众多幼儿园和小学皆可为本研究提供被试选择上的便利。 

（5）本院拥有一批科研能力，实践操作能力过硬的专业团队为本研究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三）参考文献 

[1]Elliott, V. (2017). Dramatic interactions in education: Vygotskian and sociocultural approaches to 

dram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65(2), 261-263. 

[2]Hu, W., Wu, B., Jia, X., Yi, X., Duan, C., Meyer, W., et al. (2013). Increasing students' scientific 

creativity: The "Learn to Think " intervention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47(1), 



3-21. 

[3]Peter K. Smith & Craig H. Hart. (2011)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Wiley & Blackwell. 

[4]Rubin, K H．，Bukowski, W．,＆Parker, J. G. (2003) .  Peer interactions，relationships，and 

group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3． Social，Emotional，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6th.ed．，619－700． 

[5]黄爱华.(2009). 学校戏剧教育基本理念及实践构想.中国教育学刊,12,59-62. 

[6]黄爱华.(2010).戏剧教育的基本理念及其运用.戏剧艺术,1,69-77. 

[7]林崇德.(2017). 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2)145 -154. 

[8]刘少英,王芳,朱瑶.(2012). 幼儿同伴关系发展的稳定性. 心理发展与教育,6,588-594. 

[9]张艳梅. (2010).论戏剧教育对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学术论坛,3.90-91. 

[10]王雨晴,游旭群, 焦健, 谌鹏飞(2015).观点采择：基于自我的推理及其个体差异.心理学

报.47(8)1039-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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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研究成果 

主 要 阶 段 性 成 果  

序号 
研究阶段 

（起止时间） 
阶  段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责人 



1 2017.9-2018.9 
学前与小学阶段学生心理理论与同伴关

系的关系研究 
研究论文 寇延 

2 2017.9-2018.9 
戏剧教育对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心

理理论的中介作用 
研究论文 寇延 

3 2018.3-2019.3 戏剧教育促进儿童情绪发展的实证研究 研究论文 张俊婷 

4 2018.6-2019.6 戏剧教育提升儿童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研究论文 谌鹏飞 

     

     

     

     

最 终 研 究 成 果 （限报 3 项，其中必含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 ） 

序号 完成时间 最  终  成  果  名  称 成果形式 负 责 人 

1 2018.9 戏剧教学法对儿童心理教育的干预作用 研究报告 寇延 

2 2018.12 
基于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的中国本土戏剧教

育的课程设计 
研究报告 寇延 

3 2019.6 儿童戏剧教育的理论和活动指南 教材 
张俊婷 

谌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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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荐人意见 

    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请人，须由两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同行专家推荐。推荐

人须如实介绍课题负责人的科研态度、专业水平、科研能力和科研条件，并说明该课题取得预期

成果的可能性。 



 

    本项目基于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对学前和小学阶段的学生进行戏剧教育的干预，通过实证研

究检验其有效性。立意具有创新性，且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研究团队具备进行戏剧教育的

干预条件，且已经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组织架构合理，可行性较强。 

 

 

 

 

第一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推荐人签章 

 

本项目在选题上比较有新意，能够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结合心理学相关知识促进儿童心理发展，

既具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研究内容丰富、全面、涉及广泛，表现出项目主持人具有本专业较

扎实的理论及研究技能。项目组成员既有多年丰富戏剧教育经验的教授，也有具备较好的理论基础

和专业训练的年轻成员，成员知识结构和研究专长组成结构合理，可以保障项目的顺利开展。 

 

 

 

第二推荐人姓名                   专业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推荐人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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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管理规定，

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负责人之申请

书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

力适合承担该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够提供完成课题所需的时间

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课题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九、县（区、市）基础教育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管理规定，

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申报的真实性，

认可课题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的申报资格，同意上报市（区）基础教育

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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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市（区）基础教育科研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管理规定，

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申报的真实性，

认可课题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的申报资格，同意上报省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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