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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鳳 │ Su-Feng LIN

宜蘭縣大同國小教師

戲劇元素在課程中的應用
閩南語教學良方一帖
The Application of Drama in Curriculums
The Case of Taiwanese Lessons

經驗分享

「聽沒到！」

我喜歡用簡短的故事劇，自導自演，做課前的引

起動機。說故事對我來說，是一種駕輕就熟的方法，

效果之好，屢試不爽。

這一天，小一下學期，剛開始上了兩次閩南語課，

我也想用我的故事劇來引起孩子的興趣。老師有說有

笑，加上比手畫腳，更將氣氛效果製造的有聲有色，

孩子忽而笑，忽而緊張，整個氣氛就如老師營造的，

隨之起舞。我得意的說完，發現有一平時很專心的學

生，一臉茫然，覺得奇怪，問他：「老師剛剛說的故

事不好聽嗎？」他還是一臉茫然。「不喜歡？」搖搖

頭。「那怎麼了？你怎麼沒有反應？」「聽沒到！」

「聽沒到？」「老師剛剛那麼打拼說，大家都聽那麼

高興，你聽沒到！」老師語氣已經有一點急了。他卻

一臉無辜，泫然欲涕的樣子，我心一揪，暫停詢問，

反思：怎麼一回事？忽然靈光一閃，我懂了！「聽沒

到」與「聽不懂」將閩南語的奧妙，在此展露出來。 

這堂課，我們教學重點不是課文，而是「聽沒到」

與「聽不懂」，花了十幾分鐘的時間，閒聊有關「聽

沒到與聽不懂」的小故事，全班都是小小主角，包括

我們的「聽沒到」小小先生。

成就與興趣

先有成就造就興趣？或先有興趣造就成就？

而我的學生總常在些微成就後產生小小興趣，也

因為這小小的信念，使得我總是挖空心思，為的只是

讓學生們，不時的得到些微成就。

戲劇元素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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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認為上語言課程，最好是多聽、多說，為

了讓學生能在閩南語的環境裡上課，因此，上課時我

會儘量用閩南語上課。但因這次的「聽沒到」事件，

我重新調整，並作了一個簡單的問卷，接納學生的建

議，除了閩南語以外，穿插國語註解。

但光這樣還是稍嫌單調，這時戲劇元素在活動中

的流動，則是一劑最好的滑潤劑。每當在教學中遇到

較難詮釋或學生不喜歡的單元活動，我很自然的就又

會將戲劇元素帶入，或角色扮演；或情境、氣氛等的

營造，讓孩子在老師營造的情境中，自然的發揮想像，

加上肢體、聲音的變化，讓活動變得有趣，讓文字變

成立體。學生學得輕鬆自在，老師也快樂無窮。

這次，當然也不例外 。

初試啼聲

教材來源： 二年級上學期，閩南語課本第三冊第三課

「十二生肖」。

教學方式：「十二生肖」的遊戲

十二生肖動作歌 → 搭配動作唱遊 → 模仿遊戲 → 

猜一猜 → 創作動作 → 搭配動作、歌曲與情境等，玩

動物聯歡舞會 → 複習

本課結束後的感想，大家都說「好好玩！」「還

要再玩！」，而在「好好玩！」及「還要再玩！」中，

他們已在遊戲中，不知不覺地將課文內容，自然的應

用在生活中、熟悉於活動中。本課的評量大家都輕鬆

應對，快樂通過，真是皆大歡喜。

輕鬆 1 在感想裡這樣寫著：

一開始老師讓我們趴下來，想一想要分享哪一種

動物，用動作或聲音表演給大家猜，我很緊張，但是

很喜歡。

可是我卻看不懂別人在表演什麼？我演的「豬」

幾乎沒有人看得懂，當然連我說的閩南語，都很少人

聽得懂。我覺得很好笑，但是我覺得這種方法很好玩。

好戲開鑼

教學觀摩是老師的夢魘，而我則是在萬般不得

已的情況下承接，既然是不得不做，也只好接受去完

成它。而如何讓師生都不要有太大的影響，考慮的結

果決定，用自己慣用的方式 — 戲劇元素帶入，來活

化教學課程。檢視教學觀摩的日期，配合各科教學進

度，發現閩南語的教學進度與課程內容，發揮的空間

最適合。因此選定以閩南語教學為此次的教學觀摩課

程。而角色扮演、音樂遊戲等最適合這次的教學活動

方式，是一個大膽的嘗試。

教學過程中，因教學活動設計時，時間考量不夠

周全，活動設計得太多，上課時發現時間不夠，因此

兩個角色扮演取消一個。

第一段的情境也臨時改變，因前一天到教具室借

了一籃子的數學教具（內有三小桶），在走回教室的

路上，碰到了一個班上的學生，她看到了老師提著，

很重的樣子，主動的說願意幫忙提，我請她幫忙提了

一小桶。我覺得她這種表現值得表揚鼓勵，剛好這節

課的活動可自然的帶入，因此把教學活動設計中的

「鬥提垃圾」的故事，改成「鬥提教具」的情節。我

想這是最新出爐的實例，拿來用，效果最好。又可跟

學生預告，老師又借了新的數學教具，一舉數得。

但結果，檢討會時有一個觀摩的老師，認為教學

觀摩的內容，應和教案相同較適宜。這是我事先沒有

考慮到的問題，可作為以後實作的參考。

教學觀摩與平時教學之所以不同，乃因平時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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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視教學的發展，作彈性的調整。而教學觀摩則與

教案設計相同為宜。

歡喜收割

有辛苦就有收穫，因教學方法的改變，學生對閩

南語的學習已不再害怕，也因戲劇元素在教學活動中

的流動，讓學生對閩南語產生興趣，原來閩南語也這

麼好玩。

每次教學觀摩的檢討會，也是老師的夢魘，但這

次因是用自己的專長方式教學，給自己增加了不少的

信心。檢討會時，老師同儕給的建議，大都在教學過

程中已發現，因此當被提出時，內心只有感謝，感謝

大家的用心觀察給我確切的建議。也讓我再次肯定自

己在教學活動過程中的覺知。

‧老師的學習與感動（三月天）

時間：老師說：「下課！」小朋友即將往外衝時。

情景：五位小朋友，以跑步衝刺的姿態。

「無通走！」

「不是『無通走！』是『毋通走啦！』」

「毋通走！毋通走！」哈！哈！哈！

（大家齊聲說了正確的音，想到剛剛不正確的說法，幾個孩

子抱著肚子笑彎了腰。）

這是上課時，模擬玩過的短劇，不料在下課的當

時重現於生活中，這是老師教學的目標，能在生活中

實現，是最終的目的。目的能達到，欣慰之情不禁溢

於言表。旁觀了這一幕，帶著微揚的唇角，繼續埋首

於作業堆中。偶見龍飛鳳舞，微起的怒意，總在上揚

的唇間消失，讓老師能更理性的把對孩子的指責轉換

成提醒，師生的感情在良性的互動中繼續提昇。

‧學生的學習與自信（四月天）

上課鐘響後，老師未走到講台時，學生要念相關

的學習內容，如：國語是齊念課文。數學唸九九乘法

（這學期）。閩南語課當然是唸課文。其他課程老師

會視教學內容，給孩子指示，這是我的班級經營方法

之一。以往念閩南語時，總是零零落落，淒慘的程度

總讓我趕快上台，不忍再聽下去。而經過幾個月的有

效學習，孩子竟能念得有感情、有感覺，讓我總想多

聽一會。每次上課，總能帶著燦爛的笑容走上講台，

而孩子們也總是歡欣的接受老師燦爛的容顏，並報以

會心且自信的笑容，揭開我們的另一個有趣的活動。

‧師生的學習與互動（五月天）

不曉得是哪一位膽大包天的小朋友，在上國語課

時的問題回答，竟膽敢在國語裡加上閩南語，賣弄他

的閩南語功力，而老師竟也好像沒有感覺似的，國語、

閩南語夾雜著回答，一時全班興起，國、閩夾雜呼應

熱烈，快樂的一節課很快的過去了，而師生的感情也

在快樂的時間裡變得更深、更濃。

戲劇元素的加入，在情境中學習，讓學生學習得

自然、應用得自然，應是最大的功臣。

以下是學生們在這一段時間以來，對閩南語學習

的感想：（以下學生名字均非本名）

輕鬆：（對閩南語學習的重新解讀）

考試時我考了高分，老師說我有進步，我很高興。

回家我會用閩南語考姑姑和爸爸，姑姑無法過關，爸

爸是高手，每一題都對，真是高手，我還要再練習。

薇薇：

我覺得上閩南語課很好玩，我喜歡上閩南語課。

而且學會了，可以跟阿媽問好，也看得懂閩南語的電

視節目。

小節：

我本來覺得閩南語很難，但在老師的指導之後，

我開始覺得閩南語並沒有那麼難學了，我要謝謝老

師。

萱萱：

每次上閩南語課，我都又興奮，又害怕。因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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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好好玩，有時老師會讓我們上台表演，每

次我都好緊張，我很想舉手，又很害怕。

小穎：

老師像一個演員，上課像演戲，很好看。

我們也可以學老師上台演戲，好好玩，我喜

歡上老師的課。

音華：

老師的閩南語藏在一個個的魔法裡，讓

我不知不覺的學會了。

怡宜：

老師的閩南語藏在一個個的音樂遊戲

裡，我可以一面唱一面學，還可以一面玩一

面學，真好！我喜歡。

馨新：

老師的閩南語藏在一個個溫柔的表情和

動作裡，這都是老師送給我們的禮物，我要

把上課學到的，和老師給我們的禮物 2 收好，

並記起來，不要忘掉。

在教學觀摩的過程中，雖沒有達到平常

的上課水準，但由於老師對這種教學法的專

長與信心，以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投入，

使得整個教學觀摩的過程能平順結束。 

活化教學，可以讓學生對不喜歡的科目

變喜歡，變得更願意學習。

至於學習的效果，有很多是長遠的工程，

需要一點一點的累積，短時間不一定看得出

來。但是有了興趣的學習，是奠基最好的開

始。

在這一段時間裡，對整個過程的回想，

多有不足與值得改進的空間，記下寶貴的經

驗和多角度的看法與聲音，是一個多豐碩的

收穫與回饋。

落幕

落幕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永續努力的開始。

幕落了，有再起的時候。當幕再次升起時，這些問題將

都是變化、調整與改進的空間。如教學設計的準確性，如同

儕的寶貴意見，學生的學習情形等，都將會在我們往後的教

學活動裡，驗證、實現、發展，期盼開出快樂學習的花朵。

餘波蕩漾

餘波蕩漾，永不止息。因同儕的建議，「多做造詞、造

句的練習。」所以往後的教學中時時會提醒自己，總是想些

法子應用戲劇元素加入，例舉一課分享，滷肉這個詞，我們

是這樣學的。

．從氣味的體驗開始：

嗯～～足芳ㄝ  

滷肉，足芳ㄝ，足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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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學習

老師說故事 — 下願 唱遊 — 創作篇

下願 綜合複習



滷肉，足芳ㄝ，足好食，我也想秣食。

．而後，老師展示滷肉詞卡：

老師：考考你，這是啥米？

學生：滷肉。

老師：嗯～～足芳ㄝ，有聞道嘛？（聞到香味的表情）

（老師展示圖卡給小朋友看）

老師：來～恁嘛聞看覓咧。

學生：嗯～～足芳ㄝ（聞到香味的表情）

（小朋友很自然的，不只跟著說，也像老師一樣加上聞香

的表情和動作，模樣之傳神之可愛，讓大家不禁又唸又笑。

「嗯～～足芳ㄝ」這個形容詞，相信大家能記得久久，不易

忘記。）

　　桌頂有……

大的叫做碗公，小的叫做碗。大的叫做盤子，小

的叫做碟子。深的……，淺的……。

我們的學習是有情境、有氛圍的。不只可以有想

像，還可以隨時與生活契合。就這樣，我們將學習變

得更精彩了。

良心的建議

如果教學的發展達到較完整的劇情，想要公開呈

現時，必須考量呈現時的壓力及方向和重點，如在孩

子的發展尚未成熟前，建議最好不要做公開性的呈現。

孩子的天生氣質

孩子的天生氣質各自不同，有的入戲時間從頭至

尾，有的入戲時間或進或出，但就算他們出戲，他們

的精神還是在戲裡，這就夠了。當仔細觀察時，你會

發覺那只不過是由當事者換成旁觀者或是暫時脫離，

只要不影響整個活動的進行，這在戲劇教學裡是能被

接受的。

當然老師必須能敏感到這游離的部分，適時的將

他們帶入，或讓情境氣氛將他們一起涵蓋。

課堂中的教學技巧 

基本的控場能力

如一個鈴鼓、一首美妙的音樂、一雙靈活的手、

甚至幾下掌聲、或是一個簡單的動作都可當成控制活

動進行的關鍵，或動或靜或開始或結束，掌控的靈巧

不只是明確的指令，更是師生間的默契。

基本的暖身技巧

暖身技巧多練習自能嫻熟，不斷的變化，不僅能

提高孩子學習興趣，更能引發無限創意，而方法則有

多種相關書籍可參考。（如張曉華著《創作性戲劇原

理與實務》一書裡有詳細且多種例子可供參考。）

角色扮演

老師在角色扮演中的必要條件並非真的那麼難，

抓住訣竅，選擇適合自己的部分加強，做不到或不易

做到的部分，只要知道，隨時提醒是否能做到即可，

並不一定要要求自己是十全十美的老師，否則這些美

好的東西，若無人去嘗試了，豈不更可惜！

內在心理建設

認清事實

教學活動是一個不斷在改變的進行式。每件事都

不可能十全十美的，如果想做到盡善盡美，只會苦自己。

人不是萬能的，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自己一人能處

理的。承認自己的不能，就表示會努力的去尋求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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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達到自己能的部分，是個可喜的現象。

觀察、記錄，可助分析與反思，是個很好的途徑。

掌握學生學習的興味

剛開始只要做到快樂學習即可，如果大環境情

況、學生素質、教學時間允許，再進行技巧等的深入。

快樂就好

有云：「有快樂的老師，才有快樂的學生。」倒

過來說更合理：「有快樂的學生，一定能成就一個快

樂的老師。」如何培養快樂的學生，是身為老師的挑

戰，也是老師的智慧。而在戲劇教學裡，快樂的學生

處處皆是，當然也伴隨著快樂的老師。

有行動就有希望

就算是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至少也活化了課程。

而我則是先有實務經驗，再一面做，一面對應理

論。只要對事物有些許敏感度即能做得到。如一定想

先精熟理論再去做，也許會更難，只因為沒有實務配

合的理論大都是艱澀的。

快樂就好

剛開始只要做到快樂學習即可，如果大環境情

況、學生素質、教學時間允許，再進行技巧等的深入。

好戲並不一定偉大

一齣好戲會使人去思想或感動；一齣偉大的戲會

使你思想和感動。

「好戲」讓人思想或感動是切身的，是與我同融

的。

「戲劇教學」就是要讓它是一齣好戲，但不一定

是偉大的戲。

唯有這樣，進行起來才會快樂、才會去思想、才

有可能受感動。而不是一種包袱、一種負擔、一種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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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是一個對閩南語一點也不輕鬆的孩子。外省籍，從小不曾接觸過閩南語，一句也聽不懂。

曾經在學期初的問卷中，希望老師在上課中，能夠在每句閩南語的後面，加上國語的翻譯，否則他都聽不懂。

我常把課外的補充，當作小禮物，送給小朋友，他們可以選擇接不接收，是個輕鬆的課間轉換。

當然囉！孩子都很喜歡接收，因為它的內容大都是與課程有關的小故事、小詩、社會新聞，甚或是一個動作、一個愛的鼓勵、一句讚美的話。這也是增

進師生感情的好方法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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