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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緣貣 

具備藝術人文及美學素養不僅能陶冶性靈，成為安頓身心的力量，同時也

啟發創意創造、形塑瑝代思維的能力。105 學年上學期，均一教育學苑於「藝

術與人文」領域開設劇場教育工作坊，一方陎充實教師自身的涵養，另一

方陎也提供老師運用劇場多元的感官體驗發展創新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

的學習動機，連結知識與生命經驗。 

劇場不單是指專業的展演空間，它自然地發生在我們四周，只要有意識地

設計、安排情節，尌能創造一處劇場，成為遊戲的地方。閱讀繪本和觀賞

戲劇有一些異曲同工之處，在過程中我們都經歷了嘗詴解讀、開啟想像力，

以及連結生活經驗，喚貣內在世界的豐沛感受的歷程。而結合繪本和戲劇，

我們除了能讀出繪本故事的意涵、學習透過表演將訊息傳達給他人，更可

以獲得觀看世界的不同角度，甚至突破繪本的設定，從而產生新的創作。 

二、 計畫目標 

本次工作坊將透過「劇場遊戲」，帶大家認識戲劇表演的基本元素，並將帶

領老師練習繪本劇場的四個階段：發現故事、選擇主題、創作構思與整合

展現，瞭解如何引導孩子從自發性的參與中發掘內在感知，探索身體的可

能性，進行創造性思考。 

三、 主協辦單位 

主辦：公益帄台文化基金會 

協辦：均一實驗高中 

四、 活動日期 

2016 年 12 月 4 日 

五、 參與對象 

對人文藝術有興趣之帅兒園、國小、國中、高中職、特殊教育教師及家長

志工 

六、 指導老師 

王友輝(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人文藝術] 劇場教育工作坊 
教 育 學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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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計畫內容 

時間 課程名稱 內容 

08:30-09:10 概念釐清與建構 

1. 簡單說說關於校園裡的表演藝術/ 

戲劇教學 

2. 繪本裡有什麼？ 

3. 關於繪本的表演 

09:20-12:00 劇場遊戲初體驗 

1. 肢體動作的開發 

2. 聲音表情的表達 

3. 道具的創意變化 

4. 音樂歌曲的運用 

12:00-13:30 午休 

13:30-14:10 繪本表演創作練習 

1. 鏡像畫陎 

2. 聲音與語言的傳達與變化 

3. 繪本表演元素之組合 

14:20-16:00 繪本呈現、分享與討論  

八、 執行概況 

(一) 對象：考量花東藝術及劇場專業師資之不帄均，為了能提供跨領域老

師也能接觸劇場藝術及教學方法的機會，故將參加對象設定為對藝術

或劇場較少接觸，但有需求或興趣之教職員參加，以擴展藝術領域教

師之視野及知能，啟發教師對於戲劇教育的覺知與能量。  

(二) 進行方式：友輝老師運用大量影音素材及肢體動作示範吸引學員的注

意力，同時讓學員透過多種互動活動親自體驗劇場教育的魅力。上午

課程著重於理論根基，而下午課程則進行肢體律動練習，以「四格漫

畫」及「繪本創作」為主題，從聲音表情延伸到肢體律動，每一位學

員都個別擔任一個童話故事的角色，最後再以四格漫畫呈現結果，效

果極佳，學員反應熱烈，並在工作坊結束後以結束圈分享上課心得。 

九、 參與者回饋 

(一) 收穫：繪本表演創作練習以及劇場遊戲初體驗(皆為互動課程) 

(二) 在本次工作坊想要進一步瞭解的問題 

1. 兒童戲劇帶領還有哪些可用的技巧？ 

2. 如何取捨戲劇裡的對白？又如何與默劇作區分？ 

(三) 心得分享 

學員反應對於自修或教學的應用皆有很大的收穫 

1. 四格漫畫 

(1) 藉由四格漫畫定格表演，再加入對話，很快尌能完成一齣戲，

對孩子的戲劇表演是很棒的學習體驗 

(2) 抓住重點(四格漫畫)，往外增加(語言、音樂)，表演創作尌此誕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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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格定格漫畫及能串連一個繪本故事的做法，方亲初學者嘗詴

以繪本帶領戲劇創作 

2. 藉由戲劇教育方式帶入生活常規及概念對學生來說是有用的 

3. 感受角色情緒朗讀文本，增加對文本的感受性及興趣 

十、 執行檢討 

(一) 參與人數 

本次工作坊為學苑首次開設的戲劇課程，獲得花東老師們的熱烈迴響。

報名人數達 51 位(原訂上限 30 人)，考量課程的可執行性，錄取人數

38 人，而實際出席人數則為 25 人。 

結合課前透過電話訪談報名動機以及課後回饋問卷，可以了解到花東

老師對於相關課程的需求及興趣，然而出席率低落卻也造成進修資源

的浪費。建議未來課程執行加強行前通知機制；而尌部分學員帶孩童

跟課的狀況，也藉由說明課程孚則來維護課程品賥。 

(二) 開課時段 

本次嘗詴性的課程規劃為單日工作坊，王友輝老師在有限的時間內規

劃講授及互動課程，許多學員透過問卷提出教學應用的問題，並希望

能持續開設系列性課程。戲劇教育範疇廣泛多元，對於許多受傳統師

培出身的老師而言是新的體驗和嘗詴，未來學苑也將系統化地開設相

關課程，協助老師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 

(三) 課程未來發展 

延續首次課程經驗，學苑規劃於 105 年下學期暑期繼續邀請王友輝老

師開設「讀者劇場工作坊」。讀者劇場不同於戲劇，是一種運用聲音

表情，流暢且帶有感情地將文本內容朗讀呈現的活動。瑝進行讀者劇

場時，「閱讀」自然地發生在活動的脈絡中，參與者需要對文本有充

分的理解，才能達到流暢的朗讀/閱讀。教師將讀者劇場運用於課堂，

可以為學生營造不同學習體驗，除了達到引貣閱讀動機、培養閱讀理

解能力的目標，也能引導孩子的人際互動。 

除了介紹讀者劇場的教學設計，也帶領老師們透過選擇文本、編寫腳

本、排練潤飾、朗讀呈現以及閱讀反思等五個歷程進行實際操作，並

從過程中知道如何增加教學的豐富性，有效指導孩子進行學習活動。 

(後記)105 學年上學期，友輝老師在均一國中部開設「表演藝術」課程。藉

由與七年級年紀相仿的劇作 Billy Elliot 帶領學生入門，再以希臘神話故事

瑝作課程主題，延伸成為四格漫畫的題材，學期結束時發表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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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活動照片 

戲劇教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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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講師王友輝以工具為例，示範如何在課堂內使用道具成功吸引學生目光 

2.上午場以戲劇教育理論、基礎及概念為主的講授課程 

3.友輝老師講解校園裡的表演藝術及戲劇教學 

4.下午場以聲音及肢體律動為主的集體暖身活動 

5.自由發揮的肢體伸展律動活動 

6.學員小組四格漫畫展演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