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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作者想從兩個面向去探討，其一是從表演

藝術形式的角度，從文本的意義到空間視覺美學的呈

現對兒童學習認知的影響；其二是以藝術教育的立場

為起點，以兒童心理學的角度來省思，在寓教於樂的

目標下，兒童戲劇表演藝術的目標對象是誰，也就是

說，誰的兒童戲劇？ 

貳、表演藝術形式作為學習認知的媒介 

　　戲劇作為一種表演藝術形式，藉由語言、動作、

音樂、舞蹈、偶等形式達到敘事目的之舞台表演，

其形式是多樣化的，眾所週知的如舞台劇、舞劇、歌

劇、音樂劇、偶戲等。而現代戲劇觀念強調舞台上所

有演出元素以實現綜合的藝術效果為目標，元素包含

演員、舞台景觀、道具、燈光、音響、服裝、化妝、

節奏以及劇本等一切的總稱，同時也包括台上演出與

台下觀眾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觀演關係」，簡單的

說就是表演者和觀賞者在同一個空間的關聯。這種觀

演關係應該如何開始才能引起孩童的注意力，以及如

何擴延其關係以產生互動作用？對孩童而言，以故事

作為學習與相互交流的焦點是無庸置疑，在一個具體

的空間內展演故事，全程則是以動態的視覺意象引導

孩童認知發展的過程。

一、以故事的概念為學習出發點

　　一個戲劇故事的基本條件：角色人物、事件、時

間、空間、動機。演員扮演說故事的人，如何參與

在故事之中，進入情境，進入角色去述說一些事情，

在一個合理富邏輯的架構下，必需對「人 — 事 — 時 

— 地 — 物」五個環節交代清楚，故事的主題與發展

是否契合兒童心理發展，故事中的角色性格與彼此關

係是否有任何隱喻象徵的意義，舞台上視覺色彩的情

感表現，例如冷淡的、平衡的、晴朗的顏色給予人的

感覺是多麼的不同。因此，演員在現場說故事，觀

眾聽故事和看故事，對觀與演者而言，都是重要的過

程，以故事作為學習的起點，以感性經驗入手，讓孩

童經歷美的感受，進而認識自身的生活教育、面對衝

突的態度、社會互動的概念、文化環境的想法。

二、動態視覺意象與故事的聯結

　　「意象」這裡指的是可以被看到的具體事物樣

態。有人聲稱電影是一種流動的意象。然而，劇場更

是一種提供「當下的」流動視覺意象，它運用了日常

生活符號與某些文化象徵在「現場」進行「人 — 事 

— 時 — 地 — 物」的統整，在一個活動空間裏整合

實質呈現的點、線、面、空間、色彩、節奏、聲音及

音樂於當下片刻，這些都是實際真實地「存在」於眼

前。

　　觀看，可以說是人類最自然最常見的行為，無可

避免，觀者則與之「共時共存」於現場，這樣的情況

意味著另類的學習與思維模式。觀看，實際上是一種

異常複雜的文化行為，人的眼睛不只是看到周遭的人

在眼前晃動，也看到其親屬關係的結構，例如，看到

母親的形象，除了形象之外，也有其他意義的延伸。

所以，我們對世界的把握在相當程度上是依賴於視

覺。觀看，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而是主動發現的過

程。

　　上述之戲劇概念也應適用於兒童戲劇的展演過

程，我也進一步說明在表演者和觀賞者在同一個空間

的關聯，在這個實質的空間共同創造歡娛之外，我們

還能為兒童做什麼，兒童進劇場時彷彿像一張白紙，

Neil Postman在《童年的消逝》談到兒童天生具有坦

白、體諒、好奇心和自動自發的能力，他的好奇心在

這短短幾小時之內隨時被牽引出他個人認知和情感的

發展，因此，總體演出的呈現就更應注意表演者、觀

賞者和空間的關聯發展，它不應只是技術性的表演呈

現，而是在這三者之間激發孩童的思維與想像力。

．表演者與表演空間

　　英國哲學教授David Best曾說藝術欣賞是一種全

然的理性行為。透過兒童戲劇的演出，我們成人究竟

希望兒童在觀賞過程得到什麼？純粹的娛樂，還是還

有其他主張，我想後者比例應較重。戲劇中所有內、

外在經驗都透過語言和肢體行為來表現，就如同在一

般生活裡，我們經由聽和看來了解一個人的行為與動

機。欣賞戲劇這麼一個客觀的藝術，運用一種參與式

的過程，包括參與者觀眾及其他因素，如音樂、小道

具、裝置等，傳遞一種溝通與互動的訊息。這種完全

現場感的儀式效應不僅強化專注力，而且感染力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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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就是這種情感的共鳴使人產生反省與教化的機

會。

　　每次在台灣閱讀兒童戲劇演出節目單時，都有製

作單位和編導等相關工作人滿滿的期許和沉重的責

任包袱，這些情感全部寄託在演出的作品，為了減輕

沉重，又在故事發展中添加一些無意義的笑鬧情節，

多餘的語言減損了想像空間的可能。且不論兒童戲劇

表演的形式為何，其戲劇的創作更應該思考：孩童現

在需要什麼？他現在會面臨什麼問題？藉由一個藝術

作品的介入讓孩童的心理認知與學習產生相對的影響

和作用，而不是一味地將成人的思考架構放進對孩童

的期待，希望兒童未來應該成為什麼。戲劇的演出是

否應提供與他生活經驗可以相互轉換的情境，讓孩童

能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所以從幾個不可避免的元素來

看：

1.   戲劇文本 — 故事所呈現的內容，其中包含有事件

情節、人物、時代、背景、地點等。

2.   戲劇語言 — 言語的與非言語的表現方式，也就是

演員的對話、動作、故事發展的節奏與步調。

3.   演員 — 角色，表演的動作與節奏，有機的聯繫

體。

4.   劇場空間 — 表演場地的實質空間以及提供舞台設

計的空間，用來轉化故事中所需要表演空間，並

同時傳達故事中視覺藝術的意涵，例如色彩、空

間區塊等。

5.   光和影的存在 — 光影的變化賦予靜止空間一種動

態的時間向度。  

6.   聲音、音效及音樂 — 一種實際的節奏與律動，立

即牽引觀眾情緒。

7.   舞台布景所呈現出的具體空間 — 故事發生的地點

和場景。

　　教育心理學家Jerome Bruner提出「發現學習」的

概念，他認為在教育上僅傳授知識不算是完整的教

育，應該讓學生自己探索，推理思考，解決問題，發

現事實與法則，享受學習結果之快樂，促進好奇心，

鼓勵創造與探索未知世界，這樣才是學習的重要課

題。假設我們藉由戲劇表演來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主要是讓人對所存在的社會與世界有一共通的經驗，

這樣的經驗經過個人的思考、反省、內化成某些知

識，這種經驗知識無法靠強記死背來學習，而是透過

自身體驗與分享的歷程所獲得的，就是一種發現學習

的態度與能力。當兒童從觀看中學習認知，並發展與

轉化成其個人經驗時，已經形成一種理性思維，不要

小看兒童的能力，他會從他的經驗去檢驗兒童戲劇作

品。

．觀眾與觀賞空間

　　藝術家以具體的形象展現作品，戲劇更是如此，

綜合多元藝術於一家，觀眾在欣賞作品時所得到的刺

激也會在每個人心中產生新的想像，因此，欣賞演

出對觀眾而言也是一種創造的行動。所以，當兒童在

觀看的同時，他也在理解當中，他在「思考」和「焦

慮」舞台上演員的遭遇，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產

生：

1.  觀眾和演員之關係 — 劇場中最基本的要素，在同

一個空間，既有區隔又相互融入的方式，彼此是彼

此感情的交流與對照。

2.  觀眾的角色 — 群體的感染力；透過整體劇場藝術

訊息的傳達，在一個虛擬的故事中去反思在現實社

會發生的現象，藉以尋求人最後的價值到底是什

麼，兒童觀眾也有其立場和觀點的表達。

　　當兒童是觀眾時，同時也是學習者。David Best 

在藝術欣賞的態度提出抽離和介入的態度，兩者是相

輔相成，其實就是理性與感性的交互作用，戲劇欣賞

亦是如此，只採取一種心態會造成失衡現象，如果沒

有感同身受，如何進一步達到認知的理解。

參、教育、心理、兒童戲劇  

　　以藝術教育的立場為起點，以兒童心理學的角度

來省思，在寓教於樂的目標下，兒童戲劇表演藝術的

目標對象是誰，也就是說，誰的兒童戲劇？ 

　　戲劇是藝術的一部分，戲劇教育自然是藝術教育

中的一環。在台灣藝術教育長足的發展過程中，戲劇

教育可以說是處在一個邊陲地位。為何會產生如此現

象，主要還是歸因於國內一般民眾對戲劇的觀念大部

分仍停留在「演戲」及「演員」這種表面的認知。戲

劇和表演藝術可以有一些聯結，進入劇場，去觀賞一

場演出，這樣的行為可以增加觀賞者些許藝文氣息。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絕對不會認為戲劇和教育有關，

更遑論是透過戲劇達到認知與理解。

　　民國87年10月1日教育部發布「國民教育階段九

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教育部，民87），將課程統

整為七大學習領域包括語文、健康與體能、社會、藝

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科技、綜合活動等，以統整

合科教學為原則。其中「藝術與人文」包含音樂、美

術、表演藝術等的學習，陶冶學生對藝術作品的感

受、想像與創造的人文素養、並積極參與藝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