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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腦力激盪，六頂思考帽等熟悉的訓練活動，培養孩子的創造思考能力，還可以怎麼做呢？ 其實將戲

劇融入教學中，不單可以把一成不變的學習變得更有趣，還可讓孩子們的腦動起來，創意、歡笑充滿在課堂

中！

壹、前言

　　隨著新世紀的來臨，面對社會的快速發展變遷，創新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已被視為是未來的關鍵競爭

力之一（Craft, 2005; Fryer, 1996; NACCCE, 1999）。世界各國，包括台灣，無不致力於創造力教育的發展，

期望透過學校的教育提升學童的創造思考能力（林文川，2002；林明皇，2006；許興武，2005）。 英國教育

學者Craft（2005）甚至稱這波提升創造力的潮流是「全球性的復甦」（global-wide revival interest）（Craft, p. 

3）。 

　　然而回到台灣，談起筆者的教學計畫，不論是為孩子打好基礎的學校教師或是望子成龍的憂心父母等，

不禁會問：鼓勵孩子成為一個有創意的人，這究竟是好還是不好呢？ 孩子們的基礎，國語數學都沒學好，花

時間搞創意、天馬行空，考試怎麼辦？用戲劇來培養學生的創造力，真會有什麼效果嗎？

　　筆者能明白這些的心聲與憂慮，不僅因為也曾是教育第一線的工作者，也因為筆者一直都認為打好孩子

的基礎是教育的第一要務。然而會有這樣的擔憂，首先是因為台灣社會目前對創造力的定義與圖像，多半仍

非正面。再者父母、老師對於孩子應該具備的基礎能力的認知，仍然相當侷限。另外一般大眾對於戲劇的看

法，也仍然停留於娛樂、表演的範圍，對於戲劇教育或融入教學，仍不了解。

　　因此希望透過將戲劇教學融入國小一般的課程中，能提供孩子一個不同的學習方式與經驗，同時也讓更

多人了解創造力與戲劇教學的深刻意涵；讓父母、老師、學生們聽到一個不同的聲音:「均衡一下，來動動創

意的腦，培養不同的學習態度與胸襟吧！」 

　　在本文中，筆者會先針對關於創造力、戲劇教育的觀點做進一步的探討，然後再分享將戲劇融入教學的

經驗、實例，學生們的回饋以及對於此教學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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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創造力（creativity）是可以培養的能
力？ 

一、Nature vs. Nurture 的爭論
　　長久以來，對於創造力的研究與觀點一直存在

著一個爭論，有人認為創造力是天賦、是與生俱來

的（nature），無法因後天的訓練而改變；也有的認

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創意的潛能，透過教育，創造

思考能力是可以培養與提升的（nurture）（Hammer, 

2002；毛連塭，2000；林文川，2002）。不過由於社

會趨勢與教育思潮的轉變，多數的研究者都採用後者

的說法，認為經由適當的教育方法與教育環境，創

造力得以激發與造就。（Craft, 2001a; Cropley, 1992; 

Fryer, 1996; Hennessey, 1995; Torrance, 1995b；毛連

塭，2000；林文川，2002）

二、創造思考背後的特質與能力

　　不論是先天遺傳或是後天的學習與培養，創造

力的發展與表現，都必須扎根於一些能力，包括：

判斷力、獨立思考、找出與解決問題等（Runco & 

Chand,1995; Sternberg & Lubart, 1999; Craft, 2005）。

而這些表現又是建立在一些重要的人格特質上，例

如：主動、自信、能接納不同意見（open）、有彈

性（flexibility）、不立即下結論評斷等（Hennessey, 

1995; Sternberg & Lubart, 1999）。

　　因此培育孩子的創造力，其實所要澆灌與培植

的，是遠超過字面上的意義；它背後所蘊含的特質及

能力，是筆者希望透過戲劇教學來培養孩子的基礎。

這些「帶得走的」基礎能力與特質，也正符合九年一

貫的課程目標之一：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以及十大

基本能力中的「發展潛能、表現與創新、主動探索研

究、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等。（林文川，2002；許

興武，2005）具有這些能力與特質的孩子們，並非只

會天馬行空、漫無目的地探索；也許剛開始他們還需

要時間與練習，但他們將是有彈性、有創新精神，且

能獨立判斷、具備著解決問題能力的未來人才。

三、如何透過教學來培養創造力

　　要問如何培養孩子的創造力，先要問什麼樣的環

境、什麼樣的教學以及什麼樣的教學信念，能提供孩

子發展獨立思考，創新精神與解決問題等能力的機會

（Torrance, 1995b）。 Fryer（1996）指出教學與環境其

實是一體兩面的；透過適當的教學策略以及教師信念

（supportive ethos），可營造出有助於學習的環境。

　　那麼何種教學策略是有利於創造思考能力的發

展呢？國內外學者的建議包括了支持性的教學氣

氛、鼓勵探索多種可能性、給予思考解決問題的機

會、創意有趣的教學、融入多元智能理論的教學等

（Cropley, 1992; McCaslin, 1984; Torrance, 1995b；

陳龍安，1997；許興武，2005）。至於教師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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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針氈 — 向主角提問的好機會。（詹淑惠攝） 人體雕像的呈現。（詹淑惠攝）



方面則包括了：教師的開放的態度、彈性處事原則

（flexibility）、包容與接納學生不同的意見、不急

於做價值性的批判、鼓勵獨立思考與發表自己的想

法等等（Hennessey, 1995; NACCCE, 1999; Torrance 

1995b；陳龍安，1997）。如此營造出的學習環境，

能鼓舞、引發孩子創造特質與創思能力的發展；這不

就如同小小的種子需要的陽光與養分，才得以茁壯、

開花一樣嗎？

　　戲劇教育（Drama in Education）與創造力的培

養，有著密切的關係。以下將討論DIE如何能培養學

生的創造力以及分享將戲劇融入課程的實例。1

參、戲劇教育（DIE）與創造力

　　戲劇教育與創造力有什麼樣的關係，對戲劇教

育工作者、研究學者來說似乎是不辯自明、不言可

喻的。美國戲劇教育者Swortzell（1984, in McCaslin, 

foreword）甚至問：「戲劇有可能沒創意嗎？」

（Can drama be noncreative?）而與創意息息相關的

原因則在於戲劇教育的本質、教育目的與教學策略

（techniques）。

一、 戲劇教育的本質與教育意義（e d u c a t i o n a l 
objectives and values）

　　Heinig（1993）指出戲劇的過程是活潑多元的

（a dynamic process），戲劇領導人（drama leader，

通常是老師）引導孩子，在互動的學習過程中去探

索、想像、發展、表達想法與感覺、彼此溝通觀念。

每一次的探索是多面向、沒有絕對答案與價值評斷的

學習，營造出一個開放互動的學習環境；相較之下

這與坐在教室裡聽課的傳統學習方式是相當不同的

（McGregor L., Tate M., and Robinson K., 1977; Wagner, 

1999）。

　　另外戲劇教育並不以發表或展演為目的；它著

重「過程」而非結果，是一種以過程為中心的學習

（McCaslin, 1984）。而在戲劇學習的過程中，個人

的發展（personal development）是其關注的焦點。如

上所闡述，戲劇活動是多面向的、互動的學習過程，

能統整參與者個人的經驗、鼓勵自我探索省思、與他

人互動合作等，使個人獲得成長與啟發（林玫君，

2006）。

　　由於戲劇活動的活潑多元與重視個人發展的本

質，其營造出的學習環境能接納孩子不同的想法，而

其引導互動的學習過程能給予孩子創新思考的養分與

動力。McCaslin（1984）更進一步的說明：戲劇之所

以有價值乃在於其教育性目的，提供孩子在六大方面

的發展；而這六大發展之首，便是創造力的培養與美

感的陶冶。其他學者亦指出戲劇教育的目標包含了培

養問題解決能力與創造力、正面積極的自我觀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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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討論。（詹淑惠攝） 看完每組的即興作品，來寫個評語與回饋吧！（詹淑惠攝） 老師入戲與意識巷。（詹淑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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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絕對是戲劇教學與培養創造力的好材

料；然而筆者更希望藉此單元能鼓舞老師們化

腐朽為神奇，發揮創意，不放棄提升孩子的學

習興趣，相信他們也能感受到老師的創意，有

潛移默化之效呢！

（三）課程目標：

1.  深化學習 — 透過戲劇領導人的提問或是戲劇

融入情境的活動，引導學生探討與分析主角的

人格特質，面臨困難時的反應及如何與周遭環

境互動等；也因著分析、質疑、澄清等過程，

得以對課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2.  培養創思能力 — 藉由對紀政的個性、內心世

界與人生際遇的分析探討以及角色扮演、情境

內的互動等假設性問題探討，來培養學生的同

理心、深度與獨立思考能力。

3.  培養創造思考的特質：在探討問題或角色扮演

的過程中，戲劇領導人鼓勵學生不同的看法、

解讀與解決方式，使他們明白不一定只有單一

的正確答案與選擇。

4.  學習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透過團體合

作，學生將共同討論議題、完成戲劇任務、團

體發表即興創作等。其間他們能有機會學習合

作、溝通表達、傾聽與分享的技巧。

（四）教學時數：160分鐘

（五）教學策略：

1. 暖身活動

每一次的暖身活動約八至十分鐘，可斟酌課程

而加減。它可以是一些肢體訓練的劇場遊戲，

讓學生放鬆、用愉悅的心與高度的學習興趣來

參與接下來的學習。暖身也可以是接下來主要

活動中將要用到的戲劇技巧，也可以與將要探

討的主題結合，例如在紀政的單元中，筆者採

用想像遊戲：假想自己是參加亞運的國手，奮

力在跑道上奔馳的表情與肢體動作訓練；是咄

咄逼人的批評、質疑者；是電視機前專心看奧

運比賽的觀眾等。

2. 主要活動

在四堂戲劇課裡，筆者採用的活動順序與目的

如下：

（1） 牆上的角色（role on the wall）：讓學生

依據課文來分析、探討主角紀政的個性

與特質。

（2） 人體雕塑（sculpting）：依照全班在上

個活動中所討論出的結果，以小組形式

共同創作人體雕塑來呈現他們心中紀政

的形象。

（3） 靜像劇面（freeze-frame）：包括呈現紀

政努力練習、面對質疑她放棄比賽的聲

浪以及她成功摘下獎牌等情形。

（4） 思路拍啟（thought-tapping）：這個活動

是與靜像劇面結合的。也就是當學生擺

出以上的情境圖時，戲劇領導人便拍學

生的肩，依他當時所扮演的角色，說出

角色內心的想法。例如質疑的大眾、紀

政、紀政的教練與親友等。

（5） 坐針氈（hot-seating）：這個活動筆者將

之融入記者會的情境，學生則以記者或

社會大眾的身分對紀政提問。

（6） 老師入戲（teacher in role）＋ 意識巷

（conscience alley）：透過老師入戲，筆

者進出角色間，與學生用不同的身分互

動，並帶入不同角度的觀點，給學生更

多情境的背景與訊息。同時孩子們在意

識巷弄中，以角色扮演說出對主角紀政

責難、質疑或是加油打氣等內心話。

3.  結束活動：結束活動包括回顧、討論或是延伸

的活動。雖是課程的尾聲，卻是很重要的一個

過程。通常在下課前留下10分鐘，討論剛才所

學到的技巧或觀念、延伸的議題或是對於之前

觀摩各組的即興創作給予回饋等。如此可促使

學生將所學的技巧、觀念與能力做結合。

二、戲劇課的看法與回饋 — 孩子們怎麼說？
　　剛開始六年級的大孩子們在言談與外表上，並不

會將自己的感受明顯地表露出，若不是筆者藉由他們

的回饋單與分享的小日記，不會知道他們原來對這堂

課是這樣的喜歡又期待。不過等到筆者與學生們彼此

熟悉、有默契後，他們的笑容常在上課前後燦爛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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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民意大調查：喜歡戲劇課嗎？

　　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說非常喜歡，目前為止沒有

人是排斥的態度。不過，讓他們喜愛的，通常是那些

能讓他們充滿笑聲的有趣活動，像是肢體遊戲、老師

入戲等等。而讓他們覺得印象深刻的，則是以往他們

沒有接觸過的活動：包括表演訓練遊戲（雖然筆者從

不稱遊戲，但學生們都主動稱為如此），以及不同風

格的戲劇元素，例如可以用肢體來佈置背景（靜像劇

面）、停格、思路追蹤（角色的內心話）等。

．戲劇課的學習方式與要求，困難嗎？

　　平均來說一半的學生認為沒有困難，他們學得快

樂極了，希望常常能這樣上課。而另一半的學生則指

出困難的部分：包括立即在課堂上思考、創作；在課

堂上發表自己的想法、在舞台上表演。覺得困難的原

因大多是害羞、怕說得不好或說錯了、不習慣這麼主

動等等。

　　其實應該是全部的孩子都同時面臨了這樣的困難

與挑戰，畢竟這是非常不同的課程、有著不一樣的

學習要求；只有少部分的孩子，因為本身的性向或天

賦，對於戲劇課的許多任務、挑戰、丟出的變化球，

能輕鬆地接受。然而覺得戲劇課沒有困難的學生，或

者是愉快的上課記憶超過了他們對困難的記憶，所以

他們是在不知不覺中伸展了自己的境界。也有許多學

生表示這樣的學習方式與環境，有更多的空間與自由

去發揮與學習，所以不但不困難，而且很享受！

．戲劇課對他們有任何幫助嗎？

　　學生覺得戲劇課程對他們的幫助及啟發有兩方

面：第一是戲劇技巧，包括了肢體動作、聲音及表情

的運用、還有戲劇畫面呈現等的技巧。另一方面則是

個人的發展，有想像力與創意的訓練、團體合作能

力、表達 / 表演的膽量、靈活思考等。

伍、回顧與建議

　　在課程的最後，筆者安排了其他班的同學與老師

來觀摩，好讓學生有機會與人分享平時的創作片段，

同時也是一個寶貴的學習經驗。而這樣的演出，忠實

呈現了平日上課的內容，並沒有特別為演出而做排練

或修正（神奇的是學生們都記得他們當初的動作、位

置或台詞）。然而小觀眾們似乎很喜歡這樣樸素的演

出，不時傳來開心的爆笑聲。這其實就是給演出的人

兒一個很好的鼓勵！

　　就這樣，沒有化妝、沒有精緻戲服、沒有舞台布

景、音樂、特製道具，孩子們就這樣用創意肢體、用

即興的台詞、用自己的想像力與手邊有的東西，自信

地演了起來！他們的純真、創意、豐富的想像力，讓

人很感動；看得出他們將這十週的努力與進步，都融

在這些演出中了！

　　回顧培養孩子創造力與戲劇融入教學的過程，筆

者獲益良多。不論是親身教學的體驗，或是從學生的

回饋、同事間的討論，了解到由於台灣的教育環境與

價值體系，與創造力或戲劇教育等西方的理念有所出

入，因此期望這方面收到相當的學習效果，需要循序

漸進。以下筆者提出的三點建議，便是在戲劇教學中

的領悟，相信掌握了這些原則，能使戲劇與創造力的

教學達到更好的效果。

一、與學生保持良好互動

　　相信許多老師都有這樣的經驗：聰明、喜歡思考

的孩子常會對於權威產生質疑。若是持續用威權教

學，終究會失去孩子的信任。因此用肯定接納的態

度，不批評，多鼓勵，能促進師生間良好的互動，使

老師的教學或叮嚀，得以被孩子接受。

二、開放不等於放任

　　國內學者陳龍安（1997）提到創思教學的原則之

一，便是注重創造的倫理，自由、尊重，但不放任與

放縱。在戲劇教學中營造一個開放的氛圍，可鼓勵多

面向的思考與創新；然而自由開放與秩序自律之間，

拿捏得宜而不偏左右，才能使孩子有均衡的發展。能

獨立思考、彈性有創意的孩子，也應該要有自律、尊

重群體等民主的素養。

三、建立創意的典範 — 改變的第一步從老師做起
　　老師是學生學習的典範，不管是特意強調或是耳

濡目染，老師的一言一行常影響孩子。若老師用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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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思在教學、與學生互動或是教室環境佈置等，學

生一定能感受得到。所以提升創造思考能力，老師的

改變會是孩子們發展的第一步！

　　另外若能在實施戲劇教學時，取得足夠的支持，

例如較寬闊的室內場地以及更彈性的課程時間（有時

最後的延伸活動若有充足的時間，可讓學生有更深入

的討論與學習），或是同事、行政同仁精神上及實質

上的支持，相信會使得教學更加順利。

　　透過戲劇融入教學的初衷，是希望將戲劇的美感

養成、與戲劇過程所鼓勵的創造力發展，注入到國

內孩子的學習中，帶給他們一次不一樣的學習經驗與

均衡、健康長成的養分。而最終希望孩子們從戲劇中

帶走的，是靈活的思考、那份自信、積極的態度，開

放的胸襟，還有融入戲劇中的樂趣。既是帶得走的能

力，期盼對他們往後學業、生活上，甚至進入社會都

有所幫助。

後記 — 

　　說到創造力與戲劇教育這兩個領域，在台灣已有

許多前輩投入研究與推廣的工作。而有幸因著他們的

拓展，筆者得到許多資訊，也決定前往英國 — 戲劇

教育（Drama in Education）的原鄉作進一步的學習。

在過去兩年到現今，昔日的同事非常慷慨地在擁擠的

學校課程中，撥出許多時間，讓筆者ㄧ方面做教學研

究，一方面能回饋所學。

　　如今希望將這些經驗分享出去，除了讓更多人能

了解戲劇教學的好處與魅力，也讓與筆者一同悠遊戲

劇教學世界的老師、學生們知道，我從他們那裡得到

的，也很豐富！

■注釋

1  英美對戲劇教育有許多不同的名稱，例如creative drama、
classroom drama、educational drama以及 drama in education
等，但也常常直稱「Drama」。因此下文中的「戲劇」或drama，
皆是指戲劇教育。

2  由於在英國的小學課程裡戲劇並非獨立的科目，而是包含在英語
課的「聽、說」部分（speaking & listening），有鑑於此，許多
藝術教育領域的學者大聲疾呼不該忽略了戲劇本身的美感培育

（aesthetic）（Abbs, 1996; Hornbrook, 1989）。
3  活動名詞請參照附錄1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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