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卷 第5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23年9月
Vol.10 No.5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Sep.,2023

DOI:10.13718/j.cnki.jsjy.2023.05.009

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
误区及匡正路径

王 安 全,魏 国 红
(宁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摘要:在后现代语境中,剧场化行为已经渗透到人类日常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戈夫曼认为,人

生就如演戏一般,个体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呈现他人所期待的自我。教师教学行为具有剧场化的特征,在学

校这个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剧场内,教师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呈现出双向教学行

为。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具有维持教学“情境定义”、唤醒“具身认知”的诗意身体、满足师生自我实现的需

求、塑造“立美育人”的审美境界等教育功能,丰富个体的生命体验,促进师生双方共同进步和发展。但教师

教学行为剧场化也常常会陷入“单一化”的角色世界、“程式化”的教学流程、“神秘化”的师生关系、“独白化”

的课堂互动等误区,使人们产生诸多偏见和误解,导致其正向功能得不到彰显而被遮蔽。教师教学行为剧场

化误区的匡正路径在于:转变社会角色期待,提高教师职业认同度;培养教师自我意识,不断完善自我状态;

回归质朴教学艺术,激发真实教学活力;注重课堂主体交互,促进师生双向发展,从而彰显教师教学行为剧场

化的育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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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都

是演员。他们有下场的时候,当然他们也是从

上场开始。”[1]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中的这段著

名独白把人生历程比作戏剧,每个人在不同阶

段扮演不同的角色。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认

为,社会就是一个舞台,日常生活中每个社会

成员都是演员,个体会有意识地向他人表达自

己,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他人所期待的角色形

象,为他人造成某种印象[2]6。戈夫曼将戏剧引

入社会学,在符号互动理论基础上形成了解释

人们日常生活中表演行为的“拟剧理论”。拟

剧理论普遍适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因
而为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解释和指导

教育教学中的个体互动行为有着适切性。

“剧场”一词在《美学百科辞典》中被定义

为:原意是观看的场所,单指观众席。希腊剧

场由观众席、乐池和舞台三部分组成[3]。社会

学视角下的“剧场”是一个封闭的具有秩序的

空间。戈夫曼认为:剧场的空间要素包括前台

和后台,各个空间之间有区域界限和行为限

定;而人员结构方面主要包含表演者、剧班以

及观众,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区域外的“局外

人”[2]128-129。学校何以成为“剧场”? 孙惠柱认

为,从场景和人员构成来看,在所有非戏剧领

域,教室与剧场高度相似,仅次于法庭[4]334。李

政涛认为,教育与戏剧原型具有相似性[5]。人

们会看到,教室与剧场、教师与演员、学生与观

众、教案与脚本之间呈现出对应性。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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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将学校看作剧场,而学校这个大剧场中

师生的表演行为最终都指向教育目的。从现

实角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教育进行了新定

位,指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我国教育的新

使命。新课程标准以核心素养为导向,要求增

强课程实施的情境性与实践性,促进学习方式

的变革。这对新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提出了

新要求。新时代的教师应该具有创造性,勇于

在反思中实践。因此,本文将戈夫曼的拟剧理

论应用于学校场域,分析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

的内涵,以澄清其本质,探讨教师教学行为剧

场化的功能,反思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误

区,探寻其匡正路径,以期回归质朴化的教学,
从而实现“剧场”中的生命绽放。

一、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内涵

“剧场化”一词最早来源于戏剧舞台。美

国艺术评论家迈克尔·弗雷德在《艺术与物

性》中批判极简主义作品“物性”的语境中提出

了“剧场化”的概念。虽然他对于剧场化的认

识具有局限性,但是他强调剧场中主客观的统

一。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将戏

剧表演引申到社会生活中,用来解释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行为。他认为,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质

就是引导和控制他人对行为主体造成某种印

象,这种印象的形成本身具有表演性。1975
年,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戏剧、场景

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一书中提出

“社会戏剧”的概念,将社会和戏剧连接起来,
揭示了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隐秘的联系[6]。

1999年,著名剧场理论家汉斯·蒂斯·雷曼在

《后戏剧剧场》中指出,在当今的社会景观中,
整个社会的奇观性造成了社会生活所有范畴

的某种“剧场化”[7]。剧场的隐喻意义不断向外

部空间延伸,致使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

戏剧的模仿,并不断生成新的戏剧情景,比如

包含戏剧性元素的演出、集会等,这就是社会

的剧场化。
早期的剧场化行为研究,始于原始社会人

类的仪式行为和戏剧行为。之后的相关理论

研究将物理的“剧场”空间扩大到社会空间,具
有社会隐喻的性质。在后现代语境中,剧场化

行为主要是指一种表演行为或隐喻行为呈现,
剧场化行为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社会视作剧场。
社会本身就是一出戏,因为不论从社会的主角

还是结构上来看,社会行为本身就是由角色、
冲突、场景构成的。

当想象空间拓展到教育领域,我们就会发

现,教育活动虽然不是戏剧舞台的正式演出,
但是高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表演。相较于日

常生活中人类的表演行为,教育活动更具有戏

剧性。关于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内涵,目前

学界没有统一的界定。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将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

视为一种教学异化;二是从隐喻和类比的角度

将教学比喻为剧场化行为。
罗儒国从教学空间异化视角指出,剧场是

一个具有隔绝性和秩序性的空间,对看台和舞

台之间有明显的界线划分。在教学活动中,教
学空间呈现出“剧场化”倾向[8]。高德胜认为,
学校犹如舞台,教育活动将人从其他社会活动

中剥离出来,教育舞台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置

于醒目的舞台中央,而将“其余世界”置于观看

者位置,教育活动就是要表演给“其余世界”观
看[9]。孙惠柱在《人类表演学》中指出,人们一

般会不自觉地去控制自己的行动和表情,目的

都是给观看者留下某种期待的形象[4]95。这和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不谋而合,二者都将戏剧和

日常生活加以类比。黄艳梅从隐喻的视角出

发,将剧场空间的隐喻意义置于教育学语境,
指出戏剧与教育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剧场的基

本元素都在教育中体现出来,师生关系在一定

意义上就是“观演关系”的呈现。师生通过剧

场活动演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多维度关

联。剧场空间的育人价值就是更好地发现人、
培育人、发展人[10]。龙红霞基于班级生活的个

体呈现认为,班级生活具有剧场化的结构特

征。班级生活是具有隐喻性和象征性的剧场,
也是真实展现个体生命的舞台。班级生活剧

场化有助于生命意义的建构和规则意识的养

成以及丰富个体的情感体现[11]。上述观点均

将教学行为与剧场化连接起来,为我们分析教师

的教学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和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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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观点,结合戈夫曼的拟剧理论,
本研究侧重从社会隐喻的视角出发解读教师

的教学行为。因此,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行

为剧场化是指在学校场域,教师基于自身的角

色定位,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呈现的一种双向

教学行为。这种教学行为具有剧场化的特征,
同时具有情境性、教育性、生成性。教师教学

行为剧场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师生双方共同

进步与发展。

二、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功能

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总是依存于具体

的社会情境。在特定情境中,人们预先运用符

号设计出理想化的形象以展示给他人。在教

学场域,教师会基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展示出他

人期待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处理

好自己定义的“自我”和他人定义的“他我”之
间的矛盾,“他我”就是“情境定义”的产物。教

师教学行为剧场化能够维持教育教学的“情境

定义”,唤醒“具身认知”的诗意身体,满足师生

自我实现的需要,塑造“立美育人”的审美境

界,进而促进师生双方共同的进步和发展。
(一)维持教育教学“情境定义”
“情境定义”始于社会学家托马斯,是用于

解释人们社会互动的机制和过程的一个概念。
“情境定义”是指个体在采取行动之前对所处

情境的主观定义与综合性解释,这种解释不仅

直接影响个体即将采取的行动,而且会影响他

们人格的形成[12]。“情境定义”具体包含个体

所处的客观环境、个体和群体预先存在的态度

以及个体对情境的定义三部分。在日常生活

中,个体的交往和互动行为离不开具体的情

境,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向他人展示运用符号预

先设计好的形象,并进行表演活动。拟剧理论

认为,参与表演的剧班会根据不同的表演需要

设定具体的情境,维持“情境定义”是剧班成员

共同的目的。
教学场域中的“情境定义”可以理解为师

生在主观解释教学表演的具体情境、脚本设

置、主体关系、表演方式和技巧等方面达成的

共识。此外还需要考虑社会规范和公众期待,
使表演活动更加符合观众的心理预期。教师

教学行为剧场化就是通过协商对话共同定义

情境的过程。课堂中主要存在教师和学生两

类“情境定义”的主体。“情境定义”是师生共

同界定的过程。达成共识的“情境定义”对教

师提出了新要求。因此,教师要用更加丰富的

想象力以及通达灵活的应变技巧维持教育教

学“情境定义”[13]。教育教学“情境定义”是课

堂教学活动开展的必要条件,为师生教学表演

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唤醒“具身认知”的诗意身体

自笛卡尔开启物质和精神二分的哲学世

界之后,身体被降格到纯粹的物质领域。从人

类的历史来看,经过长期漫长的演化进程,人
们的劳动被分化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人类

的学习由“具身参与”异化为机械式接收信息。
现象学开启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身体,“具身

认知理论”也逐渐兴起。身体的登场实现了教

育戏剧与“具身学习”的联姻,且通过认知与动

作的耦合以及“默会”与“隐喻”的嵌入,揭示教

育戏剧的教化意蕴和独特的育人之道[14]。
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不同于传统课堂中

以呈现高度抽象的知识为表征,而是让师生通

过身体动作参与到教学情境中,通过角色体验

发现自我,探究问题。“具身学习”中的身体将

不再是固定于座位和讲台的呆板存在,而是充

满“诗意”的灵动之身。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

的功能由此凸显:其一,教师通过艺术化和有

序化的方式将戏剧表演技巧展现于教学过程

之中,让学生在“具身认知”体验中内化知识并

且拓宽学生的认知能力;其二,教学场域中的

身体是被赋予了创造性的身体,被嵌入戏剧情

境,通过肢体动作、语言及声音等身体叙事方

式呈现自身。“诗性”的身体以解放和自由的

状态进入教学场景,并且主动地参与叙事行

动[15]。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为学生“具身认

知”提供帮助,诗意的身体被唤醒,从而促进教

学场域中“思想与身体”的协同发展。
(三)满足师生自我实现的需求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是
处于最高层次的一种需求。“自我实现”即个

体实现自我的价值。在表演活动中能够把既

定的表演行为练习到炉火纯青地步的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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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满足观众需求的必然王国进入满足自我

实现需求的自由王国。这时候,自由和规范、
角色和自我已经浑然一体。“自我实现”是教

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终极追求。
在教学场域,一方面,教师呈现为人师表

的角色形象,采用印象管理等人际互动技巧进

行教学表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

业水平和业务能力,进一步掌握专业知识和教

学技能,从怯场的新手教师逐步成长为在教学

舞台上游刃有余的专家型教师[16];另一方面,
学生不是被动地观看教学表演的观众,而是进

行自我表演与观看他人表演的双重主体,是具

有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成长中的生命个体,在
教学表演中不仅接收教学信息并运用于自身

的知识建构中,而且参与表演并沉浸于教学表

演,从而生成表演的获得感。师生在教学表演

中成功扮演自己的角色,实现个体的价值,满
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四)塑造“立美育人”的审美境界

戏剧是一种感觉与知觉、感性与理性相统

一的艺术审美活动。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是

教学艺术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特殊的表演艺

术,具有很强的艺术特征。以往的课堂往往充

斥着单调和枯燥的讲授,这样的课堂毫无美

感。除此之外,一些教师把“美”仅仅当作教学

工具使用,运用一些教学技巧来表现“美”,实
质是“借美”并非“立美”。“借美育人”忽视了教

学自身的情感力量。
教育要“立自身之美”才能创造教育自身

之艺术[17]。“立美育人”的过程是教师挖掘和

展现教学各环节的美,以促使学生健康成长、
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着情感体验和人格升

华而发生的教学过程。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

“立美育人”的功能由此显现:教师出色的教学

表演具有情理交织的特点,通过生动、直观、形
象的演绎将学生代入想象的世界,是一种极具

感染力和情境性的审美形式。教师教学行为

剧场化的魅力在于有效淡化教育痕迹,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之中留下持久深刻的印象,具有全

方位的潜在教育功能。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注重“立美育人”,达到主客合一的境界。
注重“立美育人”的教学是主体和客体交融共

生的审美对话过程。在教学审美对话过程中,
学生不是单纯“审美”,而是沉浸于审美对话过

程中感知美、创造美。

三、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误区

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教育性决定了其

区别于“其他社会场域的行为剧场化”。在教

学场域,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内容、方式、效
果均会对教育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教

师对教学的主体、目的、内容、尺度把握的偏

差,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出现了单一化、程式

化、神秘化、独白化四大误区。
(一)“单一化”的角色世界

主体根据他人的期待而采取的行动称为

“角色的行动”[18]。在他人期待的场合,人的行

动总是回应“他人的期待”。在戈夫曼看来,观
众期望表演者在情境中呈现出他们所期待的

形象,而表演者为使角色协调一致就必须运用

一个理想化的表演策略进行“掩饰”[2]47。
在教学场域,教师为了呈现理想的教学行

为,往往习惯于满足他者的期待,在短暂休息

的“后台”也难以卸下角色的面具。例如:教师

在前台(课堂上)经过一系列教学表演后,走出

教室步入了属于自己的后台———办公室。场

所的切换使教师从课堂环境抽离出来,暂时得

以休息和放松。但是,教师要进行下一堂课的

备课,还要进行作业批改和其他活动的组织工

作,因而在办公室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离
开课堂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放下自己的“角色

形象包袱”。这样就会将教学行为剧场化带入

生活情境,出现以下两种表征:
其一,前台和后台界限模糊。对于表演者

来说,前台是一种制度化、规约化的客观存在,
由特定情境的先决客观条件所限定,要求表演

者向他人呈现社会化的自我。而后台是相对

前台而言的,它的存在为表演者提供释放和调

整的空间。陷入“单一化”的角色世界致使教

师在前台和后台之间难以切换,模糊的界限使

教师难以区分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
其二,课堂内外呈现单一角色。“单一化”

的角色使教师单向度地呈现社会所期待的角

色形象,在单一的角色世界中遵循相应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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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而自我却沦为他人定义的标签化存在。
教师的生活世界被侵占,成为“戴着镣铐的表

演者”。
(二)“程式化”的教学流程

教师教学行为的剧场化不同于剧场中演

员的表演行为。剧场中演员的表演行为必须

按照既定剧本展开,而教学场域中教师的教学

行为是师生交互过程中具有生成性的表演性

行为。然而,教师“程式化”的教学注重既定的

流程,以僵化的课堂教学代替生成性的课堂教

学,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教室中的讲台、
座位、学生对应着剧场中的舞台、看台、观众,
作为主角的教师按照“教案”这个脚本设定的

流程演绎教学内容,于是固化的教案牵制了灵

活的课堂,教师教学行为陷入程式化误区。这

种程式化的教学行为集中体现在公开课中。
在公开课中,教学场域从“小剧场”(教室)

切换到“大剧场”(如报告厅等)。“大剧场”的舞

台布置更为华丽,观众席很显然加入了原有

“剧班”之外的观众,教师和学生都是他人眼中

的表演者。因此,教师为了确保自己的表演万

无一失,会提前设计、策划一个周密的教案(脚
本),并反复排练,包括教学环节的设置、课堂

问答互动中的标准答案等。用戈夫曼的话来

说,这就是表演中的“信息控制”。学生成了配

合教师演出的“同谋者”。目前,中小学中盛行

五花八门的“公开课”“展示课”“表演课”,且呈

现愈演愈烈的态势。教学活动在这种程式化

的表演中失去了其本真的状态,成为为了表演

而表演的“教案剧”。
(三)“神秘化”的师生关系

拟剧理论认为,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往往

要与观众保持一段距离,使自己的角色神秘

化[19]。神秘化表演的目的是表演者为了防止

与观众交往过密而保持表演的神秘感,使人们

产生敬畏心理。在戈夫曼看来,对一个人越熟

悉,就越容易轻视他。而对人不熟悉不了解,
是对其形成神秘形象的一种思想基础[2]65-68。

教师同样会利用这种“社会距离”在学生

面前打造一个令人敬畏的形象,使学生无法接

近、无法质疑。例如,有些教师总会站在讲台

中央,和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不愿深入

学生群体,以免破坏自己高高在上的权威形

象。而教师这么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满足自

己的虚荣心。教师会扮演高高在上的角色,为
自己树立一种不容侵犯的权威形象。当教师

由于教学准备不足或者出现突发状况时,会掩

饰这种情境下出现的窘态,给作为观众的学生

和其他听课者制造一种神秘感和“错觉”。故

作神秘的教学行为,只会使师生之间的距离渐

行渐远。从社会表演的视角看,过于神秘而又

僵化的表演很容易成为戴着虚假面具的空壳,
走入表演的误区。

(四)“独白化”的课堂互动

“独白”原指戏剧表演中表演者独自抒发

角色情感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在课堂教学

中,“独白化”的课堂教学指的是教师将课堂变

为自己的“一言堂”,甚至变为教师独自开展的

“独角戏”,而学生参与度极低。这种“独白化”
的课堂教学误区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课堂教学完全由教师一人导演。教

师一手把控了教学过程。在教师主导的课堂

教学中,学生只是被动接收信息的容器,缺乏

学习主动性和情感投入。整个教学过程变成

由教师独自完成的既定单向表演流程,不接收

学生的反馈信息,导致课堂充满功利主义色彩

而缺乏人文关怀。
其二,课堂角色互动仅仅流于形式。师生

在课堂中虽然有表面上的互动,但是教师无意

关心学生是否真正有效参与课堂互动。这种

“独白化”课堂互动的实质是“伪互动”“真独

白”。师生之间缺乏真诚沟通和坦诚相待。学

生有时甚至游离于课堂教学外,处于边缘化的

状态,漠然被动地配合教师“打圆场”。教师为

了完成教学任务在自导自演中自我迷失,失去

了教学的本真形态。

  四、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误区的匡正

路径

  由于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误区普遍存

在,使人们往往产生诸多偏见和误解,使其正

向功能得不到彰显而被遮蔽。夸美纽斯在《大
教学论》的开篇即阐明教育活动就是把一切事

物教给一切人的艺术。教育与表演的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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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表明教学在本质上可以看成一种表演,教师

和学生都是在表演中不断成长的鲜活的生命

个体。因此,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误区的匡正

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转变社会角色期待,
培养教师自我意识,回归质朴教学艺术,注重

课堂主体交互,从而彰显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

的育人本质。
(一)转变社会角色期待,提高教师职业认

同度

教师的角色定位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

重要的因素是社会需要。教师角色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说是教师在学校特定社会关系中社

会身份和地位的具体体现。当教师遵循这种

特定社会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和模式时,他们就

扮演着这种社会所期待的角色。虽然教师对

角色的个人认同也直接影响角色意识和角色

行为,但从总体上看,个人角色意识往往与社

会对角色的期望趋同[20]。随着时代的发展,社
会对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教育改革对教师提

出更高的专业标准,家庭和学校对教师的期望

也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行为受制于社会对

教师的角色期待。
教师个体形象需要符合社会对教师理想

化角色的期待,而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往往为

社会代言,教师的主体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出
现种种误区。因此,一方面,社会需要重新定

义教师的社会角色形象。教师是传道授业解

惑者,公众给予了教师很高的社会期待。教师

更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需要还原教师普通

人的身份,明确教师与演员有着本质区别。个

体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成就

的。教师在教学场域要保持自我特色,充分发

挥主体性和创造力,承担教书育人的使命,真
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促使社会调整过

高的角色期待,进而实现社会角色期待和教师

自我角色定位的和谐统一。
另一方面,教师的社会身份认同度需要提

升。教师职业具有工作角色和社会身份的双

重含义,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冲突[21]。这种冲突

使得教师社会角色和自我角色难以协调,甚至

出现混乱。因此,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政策

的制定要以教师的职业价值实现为导向,使教

师的经济收入与职业地位和社会身份相匹配。
对于学校管理者来说,学校的管理要注重构建

以人为本的服务型管理体系,为教师创造有利

的工作环境,增强教师职业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培养教师自我意识,不断完善自我状态

著名 教 育 家 帕 克 · 帕 尔 默 在《教 学 勇

气———漫步教师心灵》一书中指出:“真正好的

教学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的教学来自

教师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完善。”[22]如果在教师

的内在价值现实和外在形式表现之间有一道

墙,教师就不能充分、真实地了解自己,不能与

自我意识进行深刻的对话,也不能倾听内心真

实的声音。由于这道墙,即使教师具有高超的

教学表演技巧,也很难进入学生内心深处,无
法回 应 学 生 内 心 的 声 音,与 学 生 产 生 精 神

共鸣。
教师自我意识的培养是纠正教师教学行

为剧场化误区的关键,应该注重三个方面。其

一,教师要明确自我的责任和使命。教师肩负

着教书育人的使命和立德树人的重任。如果

对教师的职责和使命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模

糊、动摇或漠不关心,就会使教师教学行为剧

场化偏离教育的本质而走向误区。其二,教师

要坚持正确的道德信仰和职业规范。教师要

在教育舞台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三,教师要

有清晰的自我意识,能够客观、辩证地评价自

己,努力在教学表演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因此,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过程应该是教师

在自我认同和不断完善自我的真实状态下,与
学生进行生命与灵魂的深层次互动,让学生的

心灵在教学表演中享受知识的阳光和文化的

滋养,产生生命的启迪,充分发挥教师教学行

为剧场化这种教学艺术形式神奇的教育力量。
(三)回归质朴教学艺术,激发真实教学活力

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是一种具有育人功

能的教学艺术。作为教学艺术的教师教学行

为剧场化应注重教育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教

学与戏剧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是不相同的。
基于此,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应回归质朴,让
质朴的教学艺术散发着一种简约、宁静、真实、
自然的美学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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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质朴化的教学行为应该做到以下两

点。其一,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要摒弃矫揉造

作。矫揉造作的表演充满了“卖弄”和“做作”。
所谓矫揉造作,就是装腔作势,故意做出某种

表情、动作、姿势等。在实际教学中,很多时

候,表演和“矫揉造作”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因

此,教师要把握好教学表演的尺度和呈现方

式,揭开面具解放自己。其二,教师教学行为

剧场化要以“扎实高效”为立足点。教学环境

的布置应该简约朴素,去除不必要的繁杂雕

饰。教学流程的设计应该紧扣主题,流畅自

然。教师教学行为要立足于课堂教学目标,在
教学语言的使用上既要有戏剧性的幽默,又不

能过于夸张;在情境的创设上要以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和自主性为目标,不宜过分渲染;在教

学技巧的使用上要伸展适度,繁简相宜。明代

诗人谢 榛 的 诗 句“自 然 妙 者 为 上,精 工 者 次

之”[25],形象地描述了艺术应该以朴素为美。
同样的,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也应该返璞归

真,营造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课堂教学生态

环境。
(四)注重课堂主体交互,促进师生双向发展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是以

角色为基础的主体中的一方向另一方投射某

种信息的过程。交往行为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交往是在表演中进行的。在表演的维度和框

架内,“自我世界是一个关系中的世界”[23]。如

果我没有与他人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意识到我

与自我的关系。因此,自我的生成需要与他人

不断产生交互作用。师生交往的理想状态,应
该是一种非对称的伦理关系。教师应该注重

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把学生作为重要他者对

待[24]。教学交往不是单一个体呈现的闭环交

往,它是生成的,也是开放的。课堂教学生活

应该是教师呈现自我、表达自我、展示自我的

过程,是师生之间的一种精神对话和交流。这

是一个生命被生命理解、点燃和激发的过程,
而不是教师唱“独白”的过程。

为了打开师生交互的通道,教师应注重两

个方面。其一,教师要学会认识自身和他人在

教学场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之间的相互

关系。教师要提升自我认知,明确自身角色定

位,要明白教师在教学交往过程中不是“独裁

者”,而是引导学生进行角色交往和教学表演

的指引者。其二,教师要学会分析教学交往对

象的角色表演信息,并依据交往对象反馈的信

息调整和改进自己的表演行为。教师在教学

表演中不能按照预设的教案(教学脚本)控制

其他主体的表演行为,而要在教学表演中接收

学生的信息反馈,体察他们内心的情感变化,
从而作出正确的调整和反馈,灵活机智地完成

教学中的“即兴表演”。在这样的教学表演和

交流互 动 中,师 生 不 是 没 有 感 情 的“提 线 木

偶”,他们在教学的舞台上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彼此成就、共同成长,从而实现各自生命的

绽放,体现生命的价值和人生意义。

五、结语

本文从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视角解读教

师的教学行为,揭示其中的误区,旨在从教育

学的立场出发,以育人价值作为根本追求,匡
正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误区,促进新时代教

学实践与改革,从而彰显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

的育人本质,落实“立德树人”“立美育人”的根

本任务。教师要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最大限

度地发挥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的正向功能。
同时,要通过转变社会角色期待、培养教师自

我意识、回归质朴化教学、实现课堂主体交互

等方式,匡正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存在的误

区,最终使教师教学行为剧场化与学科相融、
与艺术共舞,将社会表演的理念嵌入具体的教

学实践,实现其育人价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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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understandingandCorrectionoftheTheatricalizationofTeachersTeachingBehaviors

WANGAnquan,WEIGuohong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NingxiaUniversity,Yinchuan750021,China)

Abstract:Inthepostmoderncontext,theatricalbehaviorhaspenetratedallaspectsofhumandailysoci-
ety.ThesociologistGoffmanbelievesthatlifeislikeacting,inwhichindividualsplaydifferentrolesto
presentthemselvesaswhatsocietyandothersexpect.Teachersteachingbehaviorsexhibittheatrical
characteristics,asteachersoperatewithinthemetaphoricalandsymbolictheateroftheschool.Based
ontheirrolepositioning,teachersengageinbidirectionalteachingbehaviorsinspecificteachingcon-
texts.Thetheatricalteachingbehaviorofteachershastheeducationalfunctionofmaintainingthedef-
initionofteachingsituation,awakeningthepoeticbodyofembodiedcognition,meetingtheself-reali-
zationneedsofteachersandstudents,andshapingtheaestheticrealmofaestheticeducation,enriching
anddevelopingthelifeofindividuals,andpromotingthecommonprogressanddevelopmentofboth
teachersandstudents.However,itwillalsofallintothemisunderstandingsof“single”roleworld,
“stylized”teachingprocess,“mystical”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monologue”classroominterac-
tion.Duetotheabovemisunderstandings,peopleoftenhavemanyprejudicesandmisunderstandings
sothatthemanifestationofitspositivefunctionisobscured.Thecorrectionofthetheatricalizationof
teachersteachingbehaviorsinvolvestransformingsocietalroleexpectationstoenhanceprofessionali-
dentity,nurturingteachersinnerselvesforself-improvement,returningtoauthenticteachingartist-
ry,unleashinggenuineteachingvitality,emphasizinginteractiveclassroomdynamics,fosteringmutual
developmentbetweenteachersandstudents,andhighlightingtheeducativeessenceofthetheatricali-
zationofteachersteachingbehaviors.
Keywords:teachersteachingbehavior;theatricalization;didacticperformance;theartofteaching;
teachingmisundersta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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