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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主辦單位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來說，這樣

的教育劇場研習計畫已經持續好幾年了，過去因為

表演藝術師資比較缺乏，所以研習的重點是帶領老

師們怎麼用戲劇去教學，幾年下來我們發現老師們

的需求有所轉變，很多老師要求有進階的課程，所

以從上次開始就以成果演出的方式，讓老師們實際

地參與劇場演出的過程，此外老師們經常需要在學

校演出，讓這個演出經驗直接在學校實踐，這次的

經驗就是讓老師們能夠知道如何在學校演出，而且

把欣賞演出變成一套藝術與人文的教學課程。

這次也延續上次教育劇場的研習模式，同樣

是由老師自編自演，但不同的是最後實驗的教學

現場。上次是在南海劇場演出，南海劇場是一個專

業的表演場地，燈光音響與設備一應俱全，但是似

乎離學校演出還有一段距離，因此我們開始思考一

個新的問題。若是把場景搬回學校的教學現場，會

激起什麼樣的火花，對於戲劇融入教學的理念是否

可以更深入的實踐，讓學生可以透過劇場的演繹方

式更了解所要傳遞的意義。而且老師們的教學經驗

都認為，學校的藝術活動是最能夠聚焦，也最有影

響力，把表演藝術的節目帶進學校，又是由老師演

出給學生欣賞，一定更具吸引力，我們希望這一次

的研習也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台北縣北新國小教

授英文的周良謙老師過去常用不同的方式來帶領學

生學習，他說，之後可以增加一點戲劇元素在課堂

中，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和動機。

「阿奇在小學郊遊時買了一顆神奇的鴕鳥蛋之

後，原本被班上的同學當作空氣的他，身邊開始多

了願意跟他說話的同學。雖然大家都是為了鴕鳥蛋

跟他做朋友，但是阿奇一點都不在乎，只要有鴕鳥

蛋在的一天，他的生活就會變得很快樂……。有一

天班上的老大不小心打破了那個鴕鳥蛋。原本吸引

同學的蛋破了，還有同學願意跟阿奇交朋友嗎？」

這個故事是教育劇場的實際演出內容，創作發

想與劇本都由參加研習的老師編劇，然後自己粉墨

演出，更由老師們來寫演出前的前設問題、教學回

饋的學習單與欣賞後的教學引導。參與演出阿奇的

桃園縣仁善國小廖靜馥老師說：透過自己親身扮演

班上受到同學隔離的孩子，很能感同身受的設身處

地去想，要如何解決學生實際要面對的處境。

延續之前初步實驗模式

這樣一次有意思的戲劇類研習，來自一群全國

各地的30多位教師，她們在炎炎夏日群聚在北師附
小的地板教室。對於這群老師來說暑假並不是閒閒

美黛子（台語：閒閒沒代誌），而是學習更多的教

學技巧與增進自己在藝能方面知識的時間，好讓在

課程教學時可以有更豐富的素材及方式可以提高學

生學習的興趣，也算是這群老師自己給自己出的暑

假作業。

給老師的暑假作業
教育劇場的2度實驗與思考
Assignment for Teachers during Summer Vacation  
The Secondary Experiment and Philosophy of Theatre in Education

周一彤 I-Tong CHOU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助理研究員

教學大補帖  ▎Teaching Design



7�美育第179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79

式、設計風格達到共識，然後由設計師開始構思舞

台、燈光、服裝、音樂等演出視覺美感的設計，這

次就要帶老師們走過這個過程。

老師們雖然經過第一週的40小時研習課程，但
要上舞台演出，還是需要經過演員魔鬼訓練。排練

時演員同時把劇本內容完全消化，想像成為劇中的

人物，這是一個漫長的磨練，包含讀劇、粗排、細

排和整排長達一個半月的過程，經過這麼長的排練

所做出的演出，老師們都有一個很大的期待，希望

透過在學校的演出，引導學生正確思考劇中所呈現

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教學法可以透過一些方法來帶

領、引導孩子進行思考。因此老師們在學生看了演

出前後，延伸出一些提供學生思考的小問題，讓學

生可以把劇中角色情境投射到校園之中。

反觀學生立場的校園問題

上一次我們的演出內容主要是以老師為主角，

包含了三個小故事，分別是「再見吧！安親班」來

描寫現職老師對體罰的感嘆，「今天有多乖」描寫

老師與特殊孩子的相處以及「魔鬼教師阿諾」來描

寫特殊教育老師的用心，演出劇名是《老師，今天

有多乖》，讓學生可以了解各種不同狀況下，不同

教育方式的老師。這次我們想改以學生的角度來看

一些校園的事件，所以也發展出了三個以學生為主

的短劇本，這三個劇本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學

演出置入學校的大膽假設

這個把表演帶入學校這樣的想法，在實際操作

時我們卻遇到許多執行的困難。首先是政府標案的

限制與標案得標廠商對學校演出的了解夠不夠，清

不清楚在學校所會面臨到瑣碎的教學相關問題。這

等於說是公部門必須與學校單位作密切的配合，讓

案子能順利的在學校做總結的成果。這方面很幸運

地由前一年的牛古演劇團得標，牛古演劇團的團長

廖順約本身也是台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國民小學表

演藝術的老師，所以比較了解在第一線教師在操作

教育劇場議題時，所要面臨的問題與實際問題的解

決方式。

為了要給參與老師一個完整戲劇製作與流程，

並在演出專業的分工上可以讓老師了解每一個環

節，我們把國內劇團的演出概念放到研習裡來，除

演出由老師自己擔任外，導演、燈光設計、音樂設

計與服裝設計等，都找專業人員來搭配。這時就顯

現出另一個嚴重的問題，學校並非專業演出場地的

限制，在這個克難的學校大禮堂中要怎麼做出燈光

效果？音效要怎麼克服回音的問題？還有化妝與服

裝的穿換要在哪裡完成？在專業劇場效果與學校一

般禮堂環境中怎樣取捨所需？經過幾次與整個製作

團隊的討論後，我們決定還是要儘可能在空盪的大

禮堂內做出劇場的應有規格。擔任這次導演的廖順

約老師說，演出是一個共同創作的過程，一切都從

製作會議和演出會議開始。會議討論必須依表演型

1 第一次排練前先進行工作的分配與故事情節的介紹。

2 排練時除了要記台詞，還要有動作配合。

3 北師附小禮堂裡外加的克難燈光設備與用黑幕遮起來的臨時化妝室。

4 化妝時第一次參加過的老師會幫忙其他演員，也告知舞台妝的技巧。

5 演出後進行的問題討論，老師會引導學生自由表達意見。

6  綠巨人總是班上被冷落的同學，他老是不清楚為什麼大家都不喜歡他。

7  樂樂剛轉學到一個新的學校，老師希望大家可以跟他做好朋友來照顧她。

8 駝鳥蛋男孩阿奇因為有了一顆有趣的駝鳥蛋，大家來跟他作朋友。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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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學校交不到朋友的問題，藉著來討論學校裡面

同儕關係。並且在演出之前我們在台北教育大學附

小與靜心國小，由參與演出的邱筠婷老師與徐聖惠

老師做了兩場演出前的前設問題引導教學，讓學生

可以先想一下自己的處理方式，看戲劇演出的劇情

模擬後再來思考，這部分我們希望每個學生都可以

挑一兩個問題來發表自己的看法，也藉由這樣的提

問了解教室的學生社群現象。課程裡給學生的幾個

問題如下所列：

一、 班上喜歡和別人吵架的同學，是怎麼和同學吵
起來的？

二、如果和同學吵架，要怎來化解呢？

三、有沒有想到和同學融洽相處最好的方式？

四、 如果遇到使用不同語言的同學，你會選擇什麼
方式對待他？

五、 有否你要對別人表現好感，卻被認為你是戲弄
她的經驗？你會怎麼解決？

六、你最喜歡和什麼樣個性的同學當朋友？

七、 你的班上有沒有經常被排斥的同學？你都怎麼
對待他？

八、如果被同學排斥，你會怎麼辦？

普遍性的回答都是「不知道怎麼辦」，或是

「報告老師知道」，我們發現學生在處理人際關

係上的缺乏經驗與無助。有了演出前的前設問題，

同樣地我們也在演出後設計了幾個討論的問題，讓

學生在一看完，記憶猶新或是劇中情節有疑問的時

候，提出來跟同學現場進行討論，這個討論的時

間，我們設定不需要很久，主要是讓有想法的學生

自行發表，其他同學則是以聆聽的方式，對照自己

的處理方式，讓有想法的同學可以再帶領其他同學

做一次更切身夠直接的思考。演出後給學生的幾個

問題如下所列：

一、 這次演出的副題為什麼叫做「只要多一點
愛」？三個故事的共通點在哪裡？

二、 綠巨人為什麼經常和別人吵架？他找到了和同
學相處的方法了嗎？

三、為什麼叫《友沒友關係》呢？是寫錯字了嗎？

四、 如果沒有鴕鳥蛋，阿奇的生命會不會有改變的
機會？

五、看了這個演出，你想到了什麼？

這次的現場討論，大多數的現場同學都給了

很正面的回應，多數表示有機會的話，會主動的關

懷同學與幫助他人。從演出前學生對問題一臉茫然

的眼神到演出後的直接反應與笑容，這個戲劇演出

的效果比我們想像的大得太多了，實驗的結果已經

寫在這群孩子的臉上。台北市南門國小許黎云老師

就覺得，這樣的演出可以讓孩子在劇場中學習價值

觀，達到正面教育潛移默化的功能。連在場陪同欣

賞的家長也覺得這次演出的不像是一般坊間兒童劇

團的動物奇遇與水果系列的表演，這種以學校實際

發生的事件帶給小孩的正面意義與成效大過於趣味

性高的戲劇表演。

幾種實驗中的執行思考方式

經歷這兩次的實驗後，我們對於之前的設定到

最後成果實現有高度的肯定。這些實驗前的預設目

標其實都是在一種天馬行空的思考下，尋找可行的

方式來執行。最後回過頭來看看這些初步的構思，

當中的許多想法恰好與目前坊間的由日本學者吉山

勇樹書中《提升3倍效率的工作預測力》裡的幾種思
考模式有所對照，我們挪用了這幾個思考模式來解

說這兩次教育劇場研習所採用的方式，權充這個實

驗的思考方法。吉山在書裡明白的指出在進行任何

一項工作之前，預先思考過所有可能會影響成敗的

問題或困難的重要性，並提出解決辦法。也提出了

五項的思考模式：

1.  垂直式思考：以既有概念做為出發點，深入挖掘
其他想法。我們從每年的教師研習中發掘實  際演
出的可能，並且先了解參與老師意願，然後在標

案中詳細規劃第二階段演出的事項，讓整個演出

在一個公家標案下能合理的進行，也確保得標者

得執行成果演出的實驗部分。

2.  水平式思考：就是打破原有框架，從不同角度剖
析及組合不同的概念。在此我們把每年的標案做

一個橫向的聯繫，除了每年度研習由當年老師參

加的方式，鼓勵前一年老師繼續參與隔年第二階

段的排練演出，不但可讓老師繼續學習成長，並

可以確保當年願意參加第二階段演出老師的演出

水準，造成雙贏的局面。

3.  矩陣式思考：利用下一個或多個九宮格矩陣，將

讓老師實際創作

與教學現場有關

的劇本內容

產出 3至 5組表
演藝術教案

鼓勵參與老師

於自己課內進

行教案分享

讓研習內容落實

於實際教學現場

讓老師學習一

齣戲的完整製

作與演出流程 

於每場教案分

享課程後與參

與教師進行回

饋與檢討

將研習所傳授的

表演技巧帶至教

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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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擺進正中間的格子裡，向外幅射思考，

讓發想變多變廣，可以儘可能聯想，讓整個想法

更多元化更豐富，然後再挑選可以實現的部分實

施。

4.  聯結式思考：就是從某一個行動開始，一個串著
一個不斷地聯想，最後每項工作都會連結起來，

便能掌握事情的順序和邏輯。在我們的預先設定

如下：

 （1）於始業式宣布第二階段成果公演的事項。
  （2）誘導而非規定老師以教學現場所發生事件為 

 創作腳本。

 （3）進行劇本的挑選，並修整挑選出的劇本。
  （4）依參與教師所在地，分為三組人員，以方便 

 排練。

 （5）於本組派任一位有經驗的劇場教師帶領。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個實驗包含了許多的溝

通，我們為了要讓老師願意於課程結束後，自己多

利用一個半月的時間進行排練。不斷的處理突發狀

況和對應不同的想法意見，讓參與老師能夠理解並

認同我們辦理的用心，而順利完成整個成果公演。

除此之外，我們也以老師自己創作的劇本自己演出

做吸引，並提供國內專業劇團戲劇製作的完整流程

與專業分工（每組均有專業導演帶領、化妝與服裝

專業人員配合），演出場地供成果發表，以及要求

建立演出後學員間教案分享管道與回饋方式。

在學校演出，雖然沒有專業劇場的設備，但只

要做了最完善的準備就是一場成功的演出，大家都

在等待這一刻的來臨。遠從花蓮每週來台北排戲的

花蓮縣富里國小曾惠苓老師說，菜鳥學表演真是太

刺激了，車資一萬個值得，透過戲劇的演出給我們

這群老師無可取代的人生經驗，讓教學方法更上一

層樓。有人說劇場千萬辛苦換得一刻的迷人，當觀

眾走進劇場，我們的舞台大幕開啟了，演出正式開

始了！

老師，今天乖不乖？

這次，學生會很乖。

（本文圖片提供：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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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記：三段故事，三個不同狀況的學生

上次一群老師寫了三個故事，都以老師的故事為主，所以主題是《老師，今天有多乖》，這次是系列二，不是續集，副題

叫做「只要多一點愛」，這次的演出將由三十位老師，來演出三個學生的故事。

「沒有人關心我」：綠巨人每天都和同學吵架，有一天，在校外的時候，他睡著了沒有跟上全班回家的時間，有個天使出

現了，帶他回到過去，找出他和同學吵架的原因。在班上是否有同學受到冷落，大家都不喜歡接近他。演出的老師因為看到這

種情況，才用卡通人物的腳色來把她演出來，你能了解這些同學的心情嗎？如果你被冷落或嘲笑，會不會害怕？

「友沒友關係」：樂樂因為媽媽轉調大陸上班，單親的她只好回到在客家庄的阿嬤家，不懂客家話的樂樂，如何和他的同

學重新建立關係呢？如果有人先伸出友誼的手，同學很快就會變成朋友，可是在學校裡，是不是有同學經常吵架、生氣呢？你

願先伸出那隻手，跟你的朋友和好嗎？

「駝鳥蛋男孩」：阿奇在班上是個不受歡迎的人，因為在校外教學時買了一顆駝鳥蛋，同學們因為好奇開始和他接觸。有

一天，駝鳥蛋被班上的大哥威豪打破了，沒有了鴕鳥蛋，同學們還會接近阿奇嗎？真的因為一顆蛋，改變一個小孩的生活嗎？

阿奇其實只是需要同學接觸與了解，只要多一點愛，他的人生也許就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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