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一、戲劇正式納入國中小學教學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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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戲劇現象觀察：以「如果兒童劇團」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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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說書人（水果奶奶）的角色扮演功能

一、從兒童心理學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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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員、觀眾、說書人：三個典型的出場方式

參、兒童劇劇本語言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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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Drama: Ifkids Theatre Company

《故事大盜》演出劇照（「如果兒童劇團」提供）



Theater: play production for the child audience

plot character

situation

econo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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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劇本語言的節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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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之歌》演出劇照（「如

果兒童劇團」提供）

A Study of Children's Drama: 

Three scripts of If kids Theatre Company

《流浪狗之歌》演出劇照（「如果兒童劇團」提供）



Lucky

Lucky

85美育第152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52

Ifkids Theatre Company

《雲豹森林》演出劇照（「如果兒童劇團」提供）



二、劇本語言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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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kids Theatre Company

《雲豹森林》演出劇照（「如果兒童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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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劇本語言的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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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兒童戲劇特殊性功能：具有教育意義

一、《故事大盜》：「童年裡的孩子愛聽故事，父

母要把握時間，跟他分享，否則這種幸福的時

光稍縱即逝。」

二、《流浪狗之歌》：「透過歌舞劇的型式，要與

親子一起分享負責任的愛以及對生命的尊

重。」

Cats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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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吳靜吉：談表演藝術活動與文化。文化傳播叢書，頁1-9。
2 http://www.cyberstage.com.tw。
3 詳見附錄一。

4 《故事大盜》為趙自強先生、劉亮佐先生及張嘉驊先生三人之
創作作品，首演於2001年8月，《流浪狗之歌》、《雲豹森林》
均為趙自強先生的創作作品，首演分別於2002年9月及2003年
3月。

5 Davis, Jed H.＆Watkins, Mary Jane Larson（1960）.
Children's Theater for the child audience, p. 72.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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