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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類大專院校系所發展目標與師資 

培育的配合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Goals and Teacher’s Cultivation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Performing Arts 

朱俐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學系 主任 

摘  要 

本文針對九年一貫教改課程之藝術與人文領域中表演藝術師資培育暨

課程發展目標提出重點論述與看法。首先闡述表演藝術與音樂、視覺藝術

相容性的統整特質、戲劇的多元形態及其人文內涵與教育意義。其次說明

運用戲劇扮演於教學上之教育戲劇和教育劇場的定義與教學方法。繼而以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的課程為例，介紹目前大專院校培養表演藝術師

資的目標與課程，並兼談該校戲劇系為因應教改之師資培訓市場需求，於

九十一年寒暑假所舉辦之表演藝術教學教法研習營的課程內容與成果經

驗，最後暢談未來培訓表演藝術師資的專業核心課程之規劃理念與課目內

容，並為今後國家培育表演藝術的師資人才提出幾點建言。 

關鍵詞：扮演、想像、教育戲劇、教育劇場、過程戲劇、統整性、綜合藝

術、協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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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藝術與人文領域表演藝術的統整特性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範圍包括三項學科：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往只有單科的音樂和美術的課程與老師，新課程增加了表演藝術使得三

項學科的人文內涵更易聯結互通，設計課程時以某種主題來統整三項藝術

類科，使之在藝術的各個層次上有全面性的認知與了解，不啻是一種創新

的嘗試。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程目標是希望透過藝術活動的學習與認知，學生

能体認藝術創作的樂趣，發掘個人的藝術潛能，培養學子對藝術美的愛好

與鑑賞品味，建立審美與思辨的能力，增進其美學與人文素養，拓展藝術

文化國際觀的視野，陶冶國民溫文知禮的內涵，進而提昇全民的心靈品質，

達到生活藝術化的境界，這樣的教學目標必須透過設計完善的課程和勝任

優秀的師資才能達成，故而九年一貫教育新課程的師資是教改的尖兵，尤

其是表演藝術的老師需要帶領學生做一些有趣的扮演遊戲，老師就像是導

演或教練以靈活的手法指導、帶動學生做活動，相信課堂上將是充滿輕鬆

活潑的笑聲，同時師生之間的距離也更近，感情更融洽。 

表演藝術實則又包括音樂、舞蹈、戲劇三門學科，其中戲劇是一門最

具統整性的綜合藝術，它是涵括了文學、語言、詩歌、美術、音樂、舞蹈、

建築、雕塑等多元藝術因素，在劇場演出時，利用上面諸種元素並配合運

用燈光、音響、雲霧效果等科技表現出劇場的魅力，以融合在一起演出一

個故事。在從事演出排練時，戲劇也可以將各種藝術元素(如配音樂、繪佈

景、練合唱)分解執行之，排練製作完畢後再加以組合、統整成為一体演出。

因此戲劇可以成為表演藝術的代表，它具有吸納、融合其他藝術的特質，

戲劇的本質即具備統整的意涵，不僅統整了各種藝術元素，同時在人文方

面更統整了人類的知識、經驗、社會各要素。 

貳、表演藝術和戲劇的涵意與形式 

表演藝術是以發展自我的藝術潛能為本位，借助藝術技巧為表現手法

的人類心靈活動，在表演活動裡展露了作者內心的文化意識，而其創作必

有內在的情感動機與本能反應，常於潛意識中反映在作品中。表演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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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因人類智慧的多面性而呈現多種風貌，以戲劇形態表現的有默劇、啞

劇、歌劇、舞劇、偶劇、話劇、歌舞劇、假面劇、戲曲、地方小戲、皮影

戲，此外，廣泛一點也可涵蓋說唱藝術中的相聲、數來寶、雙簧、口技、

大鼓、快書、脫口秀、以及歌唱、舞蹈、音樂演奏等等以人為主体，在觀

眾面前表演的藝術。 

戲劇的定義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由人來表演故事，演員在虛構的

情境裡假想自己是劇中人，演出一段故事，故而「扮演」和「想像」是戲

劇活動中的兩個主要要素，如果捨棄劇場中幫助表演的各種舞台技術的種

種，回歸至最原始的表演形態，只有演員和觀眾面對面直接的交流的關係，

那麼戲劇可以就是表演者即興地將某個理念用他的動作、聲音、想像力表

現出來、創作出來。在表演時他必定先得理解人物，然後運用自己的情感

經驗，再以他的身体、動作、語言表現出這個想像的角色，表演者可以在

扮演中体會許多人與人，人與社會互動的處世道理。 

戲劇活動既是以人的扮演為主体的表演，人類的精神、情感和一個社

會的人文思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戲劇的本質無非是表現人類的感情與各

種思想活動、人與人際、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種種相互關係，它具有展現

人文思維的價值，例如莎翁的「李爾王」悲劇中表現出兩個家族中親子間

的人倫故事，本劇描寫了不孝子女的忤逆，忘恩、奸臣的叛變犯上，對照

了孝順三女兒的善良、天真，與忠臣的誠實剛正，李爾王性格上的弱點：

剛愎、驕傲、昏庸、老眼昏花使他失去了寶座和權勢，淪為壞女兒眼中的

廢物，老人的可憐、愚昧、衝動，與得勢者的傲慢、忘恩、負義形成明顯

的對映，結局是良善者雖死猶生，令人嘆息，叛逆者最後難逃死罪的懲罰，

悲劇的沈疼帶給觀眾憐憫和恐懼，感人的劇情令人流下眼淚，淨化了人們

的情感，洗滌了人們的心靈，此乃淨化作用。此故事反映了人生賢肖智愚

不同的人性優劣德性，亦展現社會的人情冷暖與現實殘酷。三公主考地利

亞雖然兵敗被殺，但她高貴的情操、孝順的美德和賢淑的形象永遠活在世

人心中，隨著此劇的永存而精神不朽。當兒童觀賞此劇後得到的是故事的

精神內涵與人文思想，無形中領悟了孝順行為標準與道德的典範，不啻學

習上了一課人生的教育，欣賞或扮演此劇對於兒童人格的養成教育必然具

有正面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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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戲劇是整合了諸多藝術元素表現人類的原始情慾及想像力，以各

種表演形式抒發人們內心的思維與創造力，尤其在國小階段，戲劇活動可

以透過角色扮演及演出故事來訓練兒童的語言、肢体的表達力、想像力、

組織力、情感敏感度、以及合作樂群的團隊精神。在創作的過程中兒童會

主動地發現某個新問題，思考一些觀念，關心某些議題、並尋求如何解決

問題，當深入某種情境時，他們將會探索事物的細節與原因，在他們扮演

角色時亦得設身處地的挖掘人物內心的思想和行為的動機，創作的過程中

學生不僅學到藝術表現的技巧，更激發學子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演完

戲之後所体驗的人生哲理比起書本上的知識，父母的說教都更具有立竿見

影的實質效用。 

戲劇是一門活的、立体的生活藝術，它是一種寓教育於娛樂，潛移默

化、移風轉俗、陶冶人心的藝術，它用於教育上是最活潑、有趣、有效的

教學方法，可以使兒童在「做中學」、「學中想」、「想中做」，培養一個身、

心、靈健全的兒童。 

青少年透過藝術與人文裡包含的音樂、美術、工藝、戲劇、舞蹈等藝

術教育，親身參與各種欣賞、創作、練習等教學活動，能夠認識各國藝術

文化的歷史、人文，社會，感受各類藝術作品的審美經驗，体驗發展潛力，

自我創作的快樂，進而理解藝術作品的文化意涵，社會背景、使之具備了

欣賞批評能力，培養良好的觀察力、同理心、溝通力、並能了解藝術與生

活的關係，進而培養出深厚的人文素養。故而表演藝術與音樂、視覺藝術

在美學上是有密切的共通性，融合性，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共生体。 

參、教育戲劇與教育劇場之不同 

近年來有許多兒童劇團如九歌、魔奇、鞋子、如果、紫風車、一元布

偶等劇團，都得到政府經費補助巡演各個國小校園，這種由大人演戲給小

朋友觀賞的兒童劇，多半是具有教育意義，但仍以娛樂兒童為主要目的。

它不能算是戲劇教育而是兒童劇場，對於九年一貫教改政策的推行確有推

波助瀾的鼓勵與示範作用。 

美國早在一九二五年，西北大學任教的溫妮佛列德．瓦德女士(Winifred 

Ward)已將戲劇教學法施行於伊利諾州．伊溫斯頓公立小學，一九三○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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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出了一系列的創作性戲劇相關書籍，推動戲劇教育於學校課程，影響頗

巨，至到了五○年代美國已有九十二所大專院校提供創作性戲劇的教學課

程
1
。瓦德女士所倡導的戲劇教學稱為創作性戲劇(Creative Dramatics)，顧名

思義是以誘導兒童身心發展、發揮創作力為目的戲劇表演，這種教學方法

具有戲劇與劇場兩方面，兒童在教師的引導之下，以戲劇的扮演模式，即

興式的對話或動作表演某種理念或故事，當創作性戲劇發展成熟、製作成

一齣戲，配上道具、佈景、穿上戲服正式演出時，就成為教育劇場，它是

以促進兒童的人格成長為目標而非以娛樂為目的，一般來說應該是一種示

範的性質。 

教育戲劇(Drama in Education )是運用戲劇的扮演與模仿特性做即興表

演的一種教學方法，以實現某種教學上之目的，主要是用來鼓勵學生學習

與創作，其過程遠比結果更為重要，故又稱之「過程戲劇」。美國兒童戲劇

教育家吉瑞汀．西克斯(Geraldine Brain Siks)教授說：「過程，是一種兒童置

身於所創作的戲劇裡表現自己的自然方式，如想像、扮演、即興的表演與

說話。用此方法，這種自然的過程是具体化的並且擴及包含了創作時運用

理解、形式、溝通、與評量的各種程序
2
」。澳洲戲劇教育學者 Jennifer Simons

珍妮佛．西蒙說：「戲劇教育的目標是為了讓學生能自覺自己的思考模式與

感受過程，能與同學老師合作，發展對特定議題的全面性認知
3
」。 

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則是注重戲劇與劇場結合的演出性，當

然劇場的形式也包含戶外劇場， 常是由老師或專業人士帶領學生組成，選

擇某一個主題以劇場的形式演出。英國戲劇教授 John William Somers 約翰．

威廉．撒姆說：「典型的教育劇場，通常會有一群專業的工作者，巡迴到各

學校，與學生共同完成一項具教育性的計劃，計劃的元素之一就是演出
4
」。

演出並不是僅為了娛樂的目的，而是將教育性的議題或媒材運用在演出的

                                                   
1
 張曉華（民 88）。創作性戲劇原理與實作，32。台北：成長文教基金會。 

2
 吉瑞汀．西克期 (Geraldine Brain Siks) , Drama with Children , Harper & Row , New York , NY , 

1983 (second edition) 
3
 珍妮佛．西蒙（Jennifer Simons）。反思過程中的教育戲劇。戲劇、劇場與教育歐亞連線國

際研討會論文集（2001 年 7 月 23-27 日），專題演講摘要。台北。 
4
 約翰．威廉．撒姆斯（John William Somers）。教育刻場的理論與實踐。戲劇、劇場與教育

歐亞連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01 年 7 月 23-27 日），專題演講摘要。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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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中，而把學生帶入到戲中的情境中，使之暫時產生幻覺，不知不覺接

受了計劃中的意涵。 

教育劇場在英國的起源早在一九五○年，第一個教育劇場是在卡溫翠

(Coventvy)的貝爾格勒(Belgrade)劇場誕生
5
。其實在歐洲最早提出將教育融

入戲劇的是德國的布萊希特，一九三○年他編寫製作的「措施」、一九三一

年的「馬哈哥尼」，及廣播劇「林登堡飛行記」，皆被稱之為教育劇，他把

劇本身視為一種教育，主張通過藝術達到教育目的，這些劇採用一種史詩

的、敘述、辯証的演出形式，有時加入合唱隊、幻燈片、影片、標語等媒

材輔助說明，他主張戲要與觀眾產生疏離的心理距離，以使觀眾在看戲時

保持清明的理性來思考劇中的種種問題，在他的影響下，以後的劇作家和

作曲家更企圖強調教育性，而不惜減弱娛樂性，他的理念影響了日後教育

劇場的興起。 

肆、當前台灣大學院校戲劇系的發展目標與課程內容 

目前台灣設有戲劇系的大專院校計有：台灣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台

北藝術大學、文化大學四所大學，此外台灣大學與文化大學還有戲劇研究

所，台灣藝大也有表演藝術研究所，每年的培養的戲劇畢業生將近有兩百

位可投入職場，而累積過去十數年來所培養的戲劇專業人士數量也著實可

觀，據了解各校校友們的就業情形不一，有一部份人投身於影視傳播業，

少數者活躍於專業劇場，投入高職影視學校當老師的也是不少，但是進入

國中小教育界的卻是微乎其微，主因以往國中小沒有相關的科目需聘用戲

劇系學生，畢業生亦未修教育學程不具備任教資格，無法進入國中小，還

有不少人找不到合適專業工作只得轉行而流失了，所以應有不少人才是隱

藏在社會的角落裡從事非本科行業，在當前急需國中小表演藝術類教師的

情況下，這些人是可以呼召加入國民教育的行列，以應國家的需要。 

戲劇系的教育目標是培養戲劇的編劇、導演、演員人才和從事劇場工

作的燈光、音效、佈景、服裝、化粧的實務人才，此外舉凡劇場經營管理、

戲劇製作、節目企劃、戲劇理論評論、研究的人才均在範圍之內。戲劇系

                                                   
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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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的科目完全涵蓋了教育戲劇和教育劇場的範疇，大學所開列的課程從

戲劇理論、戲劇史到編、導、演、技術各個部門的專業知識與技巧，以及

戲劇的應用科目，都設計得一一俱全，總之課程開列相當豐富、完整，學

生從設計理念到製作技巧都學習到了，並按各人興趣設計專攻某個方向，

從無中生有的創作技巧，延伸到舞台上具体呈現的實務過程，每一種的課

程都由淺到深，由初階接續至進階，端看學生自己如何以選修找到自己最

喜歡、最受用的課來培養自己的專長。 

就以台藝大學戲劇系的課程為例，專業共同必修課開列有五十八個學

分，另有九十個選修學分可供學生自由選擇，學生也可以跨系到其他系去

選修相關性課程，如舞蹈、電視、電影等系。這五十八個必修學分的科名

是: 戲劇導論、西洋名劇導讀、編劇學、導演學、表演學、戲劇原理、劇

場技術基礎、西洋戲劇與劇場史、中國名劇導讀、中國戲劇與劇場史、劇

場行政管理、戲劇鑑賞與批評、現代戲劇、排演（一）、排演（二）、畢業

製作。共計十六門科目，七十個時數。 

此外系上開列了九十個選修學分，科目是: 劇本創作、導演（一）、導

演（二）、表演（一）、表演（二）、表演（三）、肢體訓練、發音與唸詞、

默劇、素描、舞台設計基礎、佈景技術與實作、佈景設計、燈光設計、燈

光技術與實作、服裝設計、服裝製作、音效設計與實作、化妝與造型、創

作性戲劇、舞台藝術電腦輔助設計、影視導演、兒童劇場、戲劇治療概論。

共計二十四門科目，九十個時數。此乃正規戲劇學制所安排的課程內容，

學生接受如此專業的戲劇與劇場訓練，相信對於將來若擔任國小、國中的

教職，應是具有充分的能力而勝任無虞的。 

戲劇系的教學設備和一般科系不同比較特殊，一個設備完善的實驗小

劇場是不可缺少的，充實其中的燈光、音響設備相當複雜，器材設備所費

不貲，此外排戲的排練教室、訓練肢体的表演教室、舞蹈教室也是必備的

場地，另需有服裝製作室、服裝倉庫、錄音間、化粧教室、製圖教室、佈

景繪製教室、佈景製作木工室、視聽教室、電腦繪圖教室。由是觀之戲劇

系的教學成本比一般科系來得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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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表演藝術教學教法研習營培育教師的課程與經驗 

為了配合老師意欲進修的需求，協助實踐教育部順利推行新課程，加

強國中小教師對表演藝術學科的認識，以培育表演藝術課程的種籽教師，

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特於九十一年舉辦了四個梯次的表演藝術教師研習

營，成績斐然。時間分別是在九十一年二月四日至七日，參加學員一百三

十五人、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參加學員八十人、這兩場都是由教育

部國教司補助全額經費，老師全程免費參加，此外由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主辦，戲劇系承辦的兩個梯次，北部的是在八月六日至九日於板橋台灣藝

術大學舉辦，參加學員四十人，南部梯次是在十三日至十六日，借用屏東

師院的場地，參加學員四十人，這四場研習營總計參加的教師將近三百人，

每位都頒發了三十小時的研習時數條及修業証書。 

在這幾次的研習營裡，老師們表現的學習情緒十分高昂，學習精神令

人敬佩，老師們都抱著想要學到東西的期望來參加學習，有旺盛的求知慾、

很少是為研習時數而來的。就以本人所教的即興表演課來說，由於老師們

多有上台講課的教學經驗與豐富的人生体驗，本身就是很優質的表演者，

所以上課的反應、回饋、互動都非常的「棒」，四、五天研習下來讓老師們

對戲劇專業建立明確的認知與了解，對於戲劇與音樂美術的統整也具備完

善的觀念。老師們對研習課程安排也有所反映; 他們希望實作課多一點，

理論課少一點，因為很多老師已經參加過不少研習會，大都是專家學者講

了一堆理論，至於將來如何面對學生帶表演活動的實務，老師們一無所知，

以往也沒有接觸過任何表演訓練，不免很惶恐，擔心將來怎樣帶活動，所

以針對此需求我們的課程設計兼具了應用理論和操作實習，盡量讓老師親

自參與，動腦又動手，親身体驗。結業後的問卷調查結果，有些課像是即

興表演、創作性戲劇、兒童劇場、導演技巧，這些最能幫助老師實際操演

的方法與實務課是最受大家歡迎的。經過三十小時的研習，老師們都領悟

到戲劇其實是從生活中觀察、摩擬、想像、抽離經驗創作出來的，創作的

過程非常有趣，一點都不會困難，只要了解了方法大家都會創作，研習後

老師們得到充份自信與快樂，也懂得如何將戲劇與視覺藝術、音樂統整在

一起的方法，老師們自覺這個研習對他們的教學是有幫助的，主辦單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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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老師的可塑性與學習潛力是相當強的，因為老師本來就屬知識份子，

在科學智識與人生經驗方面頗有基礎，可以在短時間即能掌握方法，融會

貫通地運用表演藝術於教學。 

以下就是表演藝術教學教法研習營課程的科目與內容： 

一、藝術與人文表演藝術跨科統整教學課程之內涵與設計 

九年國教表演藝術課程係以戲劇為核心之教學，表演藝術跨音樂、視

覺藝術及其他學科統整，包括大單元及主題統整模式之程序與結構規劃之

理論與實作，教學的本質目標為文化與理解、審美與思辨及探索與創作，

期使學者樂於參與課程之學習其理論、架構與政策之推展。 

二、創作性戲劇教學原理 

此課程為戲劇之教學法，教師如何應用戲劇創作方式在教室內進行，

課程教學形式、素材、領導原則、教學項目與執行皆有介紹與說明。 

三、戲劇性教學活動領導方法與實務 

教師如何領導班級戲劇活動與創作的實務與經驗作說明與分享。 

四、兒童劇場製作實務 

以多年成功製作職業劇團的演出經驗，傳授、製作兒童劇場的實務，

以了解、鑑賞兒童劇場藝術的真實層面與教育價值。 

五、兒童劇場鑑賞 

兒童戲劇的種類繁多，呈現的型式、主題與活動的模式皆有其特定的

意義，本課程將引導如何深入了解兒童劇的內涵並欣賞，以利教師領導教

學之賞析與解說，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六、即興表演 

構思一個主題，以即興的方式來創作自己的戲劇，予以組織、結構及

細節的精緻化演練，以作為戲劇創作呈現與活動的基礎。 

七、兒童劇佈景道具服裝之製作與演出行政 

探討演出工作的佈景道具服裝，舞台技術部分該如何配合演出，如何

在經濟效用上利用現有物質、呈現虛擬幻境的強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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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表演藝術統整教學演練及示範觀摩 

統整音樂、視覺、表演各部門呈現於一体運用於教學活動，主要重點

在每人皆參與工作，個個皆演員，學子互相觀摩、亦皆為觀眾的團體融合

式的呈現。 

九、教育戲劇之教學應用 

將戲劇的教學方法，融合在各學科及各種不同團體中實施教學，以提

高教學之品質、趣味與效果。 

十、「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統整教學實務 

台北市試辦學校之教學實例、課程執行之教學情況、評量學生反映⋯

等實務報告與經驗分享並指導學員完成教學之設計。 

、課程統整教案設計主題研究 

在專家指導之下，由學員分組討論，自行設計某主題教案。 

、課程統整教案實作 

學員分成小組，設計單元主題，並以表演形式呈現所設計的課程教案，

各組表演，他組觀摩，之後由三位專家交換心得，回饋意見，檢討改進。 

、名劇鑑賞 

介紹中外經典名劇，分析其人文思想、主題意識、藝術形式、表演內

涵與精神。 

、導演技巧 

導演的職責、畫面的結構、區位移動、強調與焦點的方法、節奏與速

度、劇本的詮釋、台詞與動作之配合、指導演員表演之方法、與演員溝通

的技巧。 

陸、表演藝術專業核心課程與未來師資的培育計劃 

為了培養未來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國中、小教師師資，由台灣藝術大學

的學程中心承辦，規畫了表演藝術的核心課程為十二門學科，其中八門是

戲劇類，四門是舞蹈類，由於學科性質上的考量，舞蹈肢体訓練的專業性

較高，非講授、理論可一蹴而及的，而且本身的統整性、包容性亦有限，

所以在比例上舞蹈科目較戲劇的為少，以課程的性質分配，史源方面的課

不多，戲劇史與舞蹈史僅各佔一門，以介紹其發展的淵源與途徑，了解歷



中小學一般藝術教育師資培育學術與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69 

史的來龍去脈，認識各種形式與潮流的演變為主，其他的課程多是以實用、

操作、實練的技巧性課程佔多數，期望能使老師們學習之後得到操作的實

務經驗。 

此十二門科目名稱如下：中西舞蹈史、音樂與舞蹈、舞蹈技巧、舞蹈

創作、戲劇與劇場史、兒童劇場、編劇方法、導演與實務、創作性戲劇、

舞台技術、表演方法、排演，所有的課程除了後兩者是四學分外，其餘的

都是兩學分，總計有二十八個學分，若是攻表演藝術專長領域的老師至少

要修滿二十六個學分，再至音樂或視覺藝術專業課程中各修四個學分，總

計要在三個領域裡修滿三十四個學分就具備了任教於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

師資格，這樣的要求是很嚴謹的，關於這些課程的教學目標與內容簡短介

紹如下： 

一、舞蹈創作 

透過創作媒材的運用進而學習舞蹈的形式與結構，從創作的作品中建

立自我語彙的組合與風格。 

二、舞蹈與音樂 

認識音樂在舞蹈創作中的角色和重要性。介紹中世紀至二十世紀重要

音樂舞蹈和各時代重要音樂的風格與思想潮流，了解音樂的特質。 

三、舞蹈技巧 

現代舞蹈派別的認識及深入派別研究的方法理論，探討某派別的理念

及動作技巧，及基本動作之流暢性、變化性、原動力、表演質感、方向變

化等要素。 

四、中西舞蹈史 

講述中西舞蹈的歷史源流與發展，介紹舞蹈與禮儀制度的關係，及其

對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宗教、風俗的影響。 

五、戲劇與劇場史 

瞭解中國傳統戲曲從古代源流到現今的發展流程，建立正確的中國戲

劇史觀。探討西洋戲劇文學及劇場表演之歷史演進；經由學習過程，使學

習者除了對西洋戲劇及劇場表演之形式風格演進有所認識，並期能對學習

者未來之戲劇創作、表演、評論及演出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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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編劇方法 

教導編劇的基本方法與技巧，理論與實務並重，在小說、歷史故事及

生活中取材，在實作中增進編劇能力，闡述戲劇與人生的關係。 

七、兒童劇場 

認識兒童劇場之藝術要素與設計特性，導演技巧、教育性、演出評量、

如何掌握觀眾，講解兒童劇場之經營與管理。 

八、導演與實務 

講述導演的起源、發展，及導演的職責與統合能力，探討世界著名導

演的創作理念與理論、作品風格與表現形式、及其對當今劇場發生的影響。

解釋導演綜合劇場各種元素之方法與技巧，如何運用舞台空間、節奏，演

員、區位、移動之變化，設計畫面與特殊場面之調度。 

九、創作性戲劇 

使學生能夠靈活運用戲劇的創造性實作遊戲與活動，並從中學習其理

論。學會如何：客觀化的思考、蒐集與準備活動資料、帶領暖身活動、領

導及促進活動、準備主題或故事戲劇遊戲、評論創造性活動、複演、結束

活動等技巧與方法。 

十、舞台技術 

介紹舞台上的各種技術，如燈光、佈景、音效之設計理念及實作技術，

製作過程、方法皆包括在內，使學生了解劇場演出所需配合的。 

、表演方法 

教導表演觀念的認知與了解，透過諸多表演遊戲和練習的實作培養學

生實用的表演技巧與方法、使其具備詮釋劇中人物的表演能力。 

、排演 

改編小說故事為戲劇，或是指導眾人排練一齣戲以便演出，實踐導演

和演員的合作，將表演與導演的理論運用於實務工作呈現出來。 

教育部實施九年一貫新課程已在今年九月正式在全國的國中、小實

施，據報載：基層教師反應最激烈的心聲就正如先前大家所憂心的三個問

題： 

一、單科教學變成領域教學時執行上的困難度，統整的課程如何由專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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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一人教，跨學科如何讓人消受。 

二、受制於規定時數，現有師資配搭不足之下，教師感到不能勝任的憂心。 

三、缺乏表演藝術類科的教師，目前都由音樂、美術老師教表演藝術。 

針對第一個問題，各類組教師的再進修是刻不容緩的，新課程強調的

是多種科目統整為一個領域，例如社會領域的內容就涵括了歷史文化、地

理環境、社會制度、政治發展、經濟活動、公民責任、人際互動、鄉土教

育、生活應用各方面的學習，於是原本教公民的老師必須也教歷史和地理

學科的課程，使原來在大學只接受單科專業教育的老師非得同時也去教本

來不熟悉的科目，這當然是會有一點力不從心，但如果從終身學習的觀點

來看，老師可以跨越原來的知識領域而擴展其學習範圍，多了解一些相關

的知識是有益教學相長的，只是需要一段過渡時期讓老師安排機會再進修。 

至於第二個問題，在藝術與人文領域方面，各校幾乎都沒有表演藝術

的師資，只得由美勞和音樂老師兼教，以課程內容的教學情形而言，若以

美術老師為例，他同時得教音樂和表演藝術，所謂隔行如隔山，原本從事

繪畫美勞的老師現在需要涉獵到音樂的五線譜和比手畫腳的表演界域，的

確是很不容易的事，那麼建議各校宜先採用協同教學的方式來解決不同專

業領域的統整，以兩位或三位老師合作分擔藝術與人文的課程是可以解決

當前之急的，學校必須接受協同教學的專任教師時數，即使是三位老師一

同上課，每位老師的時數都應該照算。 

第三個問題，當然最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各校速新聘戲劇系的畢業生

來教表演藝術，或是修過表演藝術專門課程的藝術本科生，只要一名，即

可解決很多麻煩問題。此外現職國中小教師可利用夜間至相關藝術大學進

修，大約半年即可修完藝術與人文的補修核心課程，例如美術老師可來補

修戲劇或舞蹈的四個學分，再補修音樂的四個學分，即可以彌補原來對音

樂、戲劇之不足，取得合格証明。目前台藝大學進修推廣部夜間增開了許

多學分班，也接受外來無學籍人士隨班附讀，為有意進修的老師設立了補

修學分的管道，開了方便之門。 

重新設立一個戲劇教育學系在師資與軟硬体設備兩方面都不是短期一

蹴可及的，師院体系的學校不妨找一所藝術大學來結盟，交流師資與課程，

讓兩校學生跨校互選姐妹校的課程學分，這是短期可行的一個解決國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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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文教師荒的方式。 

各個國中小學校長才是推行九年一貫新課程的重要推手，改革是否能

順利進行無礙，校長能否針對問題誠懇地解決，實是一個重要關鍵，教育

行政主管宜重視現存的師資問題而儘快解決老師們的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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