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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表演藝術是一門新興類科，她包含於國

民中小學藝術與人文領域之中，卻尚未於國

內的師範體系內設立科系；此外，以戲劇為

主軸的表演藝術包含專業劇場展演活動，使

源自於師範院校體系之現任教師非學能所及

或較少涉獵，自此突顯出中小學教師研習與

瞭解表演藝術之內涵的迫切性。

表演藝術隨著九年一貫課程已於八十八

學年度於國民中小學兩百所學校開始試辦，

並於民國九十學年度起全面試辦。所幸教育

部近年來積極於各縣市補助舉辦表演藝術之

相關研習課程，供一般中小學教師參與學

習，彌補專業領域的不足。

而表演藝術乃以「教室」為主要的舞台

空間，搭配以創作性戲劇(Creative Drama)

為主要內涵，讓教師們一同於研習會場感受

「遊戲中學習戲劇」的概念，讓參與研習教師

輕鬆學戲，進而有信心地現學現用於教學課

程當中。

本文擬予探討的主題包括：

(一) 教育部的政策如何讓現職教師參與

研習？

(二) 表演藝術研習政策所制定的課程為

何？

(一) 如何聯結教師所學的音樂或美術藝

術於研習課堂中，再予以闡述表演

藝術的基本原理以及她與創作性戲

劇的關聯性？

(二) 如何引發教師們的興趣並帶領他們

實際操作戲劇活動以致日後實際應

用於教學當中？

藉由本文的探討，希望能幫助學校教師

對於表演藝術有基本的認識，並且瞭解如何

在教室當中藉由師生的想像力和簡單的戲劇

技巧，來落實表演藝術的教學課程。

貳、朝野協同納入表演藝術的
背景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政府宣佈解除戒嚴之

後，雖然政治的改革符合民心，有智之士及

民間團體仍不以此為滿足，認為應將憲政體

制「主權在民」的民主主張，向下延伸為

「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對於「填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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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堂」等等的制式化教育方式不予認同。

同年十一月「人本教育促進會」成立，秉持

的理念重點為講求「教的方法」，以啟發取代

訓練，以對話取代講授；並宣揚教育要使人

成為他自己(財團法人人本基金會，民91) 。

人本的教育新觀念產生不到兩年，一群

關心自己孩子教育的家長亦於「財團法人主

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成立教育委員會，

他們的目標為結合關心教育的家長，共同關

心學校教育與教育政策，並普及學習權與父

母教育權的觀念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民91) 。

他們契而不捨的努力，使得台灣的教育

界，面臨來自社會各界的教育改革聲浪，這

股教育改革的洪流終匯歸於八十三年四月十

日的萬人大遊行，當天來自台灣各地方的民

間團體與中產階級一同集結於臺北市國父紀

念館發動「四一○教育改造運動」，並聲明

「給孩子人性化的教育環境」；改變制式化

「規劃─限制─封閉」的封建牧民教育為「發

展─鼓勵─開放」的新世界教育觀。

「四一○」的效應，使政府不敢漠視地於

同年九月廿一日經過政府授權「行政院教育

改革審議委員會」，突破了以師範人為主的教

育防線，並於兩年後提出總諮議報告書，期

許教育部積極進行國民教育之改革與規劃，

教育界生態丕變 (袁汝儀，民91：1)。

《總諮議報告書》中提出為邁向二十一世

紀的新社會趨勢，並呼應「四一○」民間教

改訴求，教育的改革應朝以下五個方向(中央

研究院，民85)：1.人本化：全人發展，實現

自我。 2.民主化：民主參與，守法樂群。 3.

多元化：多姿多樣，活潑創新。 4.科技化：

知識普及，能力導向。5. 國際化：立足本

土，胸懷世界。

教改風潮中，從醞釀至實際推動的關鍵

點為八十五年底政府公佈《總諮議報告書》，

奠定了教育改革的目標與方向。隔年三月十

二日，經由朝野的努力，表演藝術史無前例

的納入由總統府頒佈施行的「藝術教育法」

之藝術教育類別中，於藝術教育法第二條明

文規定，藝術教育之五大類別為：表演藝術

教育、視覺藝術教育、音像藝術教育、藝術

行政教育與其他有關之藝術教育(總統府，民

86)。使得教育部八十七年組成「國民教育各

學習領域綱要研修小組」核定的七大學習領

域裏，唯「藝術與人文」領域有法律條文依

據。

據此法條之保障，「表演藝術」才得以

夾存於既有的音樂與美術課程之中，正式納

入九年一貫課程的必修科目之一，冀以表演

藝術獨有的綜合藝術特性，協助教育部達成

教育改革的目的：讓學生快樂的學習，並獲

得統整的知識概念與基本能力(教育部，民

91)。

參、表演藝術研習政策與課程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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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教司為了順利落實九年一貫藝

術與人文領域之新課程改革政策，除了積極

試辦與宣導新課程、整備基本教學設施與社

區資源、修訂法令規章與暫行綱要等等配套

措施以外；在師資部份，積極研擬教師專業

成長指標，將現職教師進修納入教師教學評

鑑的必要條件，導引教師邁向專業發展 (教育

部，民91) 。其中對現職教師最有直接效益

的，莫過於教育部提供之國民中小學教師九

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領域專業知能研習課

程方案。

此政策方案特別附件於「國民中小學教

師九年一貫課程基礎及進階研習課程大綱」

中，作為教育部補助各縣市政府舉辦九年一

貫相關課程內容的依據，以提昇各國民中、

小學教師對九年一貫課程之認知與實踐能

力，進而落實課程改革的理想(教育部，民

91)。

九年一貫課程試辦後，現職教師確知教

育部對國民教育改革勢在必行。有些教師認

為非學所能及，產生憂慮與逃避的情形，能

申請退休的，早已退休；另一類教師，則積

極吸收新知識，嘗試改變教法、評量與教

材，只是苦於教學時數過多，或是行政壓力

過重，無暇補修新課程的相關學分；是以，

由教育部頒布的研習法規，讓教師在學校忙

碌工作之餘，得到喘息的良機，研習包含表

演藝術的新課程。

教師研習分為基礎與進階課程兩部份；

根據「國民中小學教師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

人文領域專業知能研習課程大綱」中明定：

本領域專業知能研習課程大綱分基礎課程和

進階課程兩層級規劃，修畢基礎課程者，得

參加進階課程。並將基礎課程分為如下三項

(教師創意教學，民91)：

(一) 藝術與人文養成課程：課程內容注

重跨領域知識間的連結，而非為專業知能增

加而設。研討如何引導學生對表演藝術欣賞

的方法。

(二) 分科與統整：選擇主題並導入藝術

發展的趨勢。藉戲劇的多元性質以遊戲方式

引導表現身體與聲音，瞭解民間音樂，並利

用科技以實例結合藝術。

(三) 課程設計與實作：經由分組討論、

整理並運用創意設計出適合各個學校、地方

特色及教學上最為實用的教案，予以整理後

以為未來教學時的參考。

一般而言，國民中小學教師經過基礎研

習時數二十四小時後，始可研習進階藝術與

人文領域課程。教育部建議之表演藝術進階

課程重點如下(教師創意教學，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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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課程內容可知，教育部冀望這些研

習的配套措施，能讓中小學現職教師從懂得

如何欣賞表演藝術開始，然後參與實作，最

後應用戲劇獨有的綜合特性，統整各領域於

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之中。

肆、研習課程的教學策略

參與表演藝術研習的對象，以音樂和視

覺藝術的老師居多，所以擔任研習的講師應

先從教師所熟悉的類科為起點然後逐漸將主

題導入表演藝術課程。譬如音樂藝術雖然注

重聽覺，但其在舞台面對觀眾演奏，亦屬表

演藝術之性質。反觀視覺藝術所繪製的色

彩，就表演的化妝與服裝而言，亦是相當重

要；再來，轉話題入戲劇藝術。

戲劇在八大藝術中乃是一門複雜的綜合

藝術，她包含有繪畫、建築、文學、音樂、

舞蹈等，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佔有空間和時

間，需要觀眾用視覺來看，亦需用聽覺來聽

（淩嵩郎，民79：53）；換言之，戲劇藝術

如同大海，納百川於一身，她的複雜性對應

而言也突顯出她的包容性。

戲劇與其他藝術一樣，她的題材來源幾

乎取自於生活，藝術與人文的領域中美術與

音樂亦是如此；但是，特別的是戲劇藝術將

社會上的人文生活精華，在舞臺上藉美術的

圖畫，讓觀眾產生身歷其境的效果；以音樂

的曲律，配合著劇情打動人心。戲劇對於學

生而言是動態的人文反映，倘若人文是教育

的根本，戲劇藝術則能以這股特殊的統整特

質，統整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甚至語文、

健康與體育、社會、數學、自然與生活科

技、綜合活動等六大學習領域。

今日九年一貫新課程中的表演藝術，已

非傳統劇展演出令教師們感覺費時勞心、痛

苦不堪的劇場藝術，而是在一般教室中，讓

教師自主規劃題材，與學生一同從遊戲或戲

劇活動中學習表演藝術。

「表演藝術」一詞，統稱其義，乃是演出

人直接面對觀眾表演的藝術。約可概分為戲

劇、舞蹈、音樂等三大藝術類別 (蔡美玲，民

78：16) 。是以在國內，表演藝術自然就涵

蓋了國劇、歌仔戲、相聲、舞臺劇、默劇、

歌劇、音樂劇、音樂會、現代舞蹈、古典舞

蹈、民俗藝陣與街頭表演等等類型。不過，

在國內的大專院校，已明顯地將表演藝術區

分為戲劇、音樂、舞蹈等三大科系。所以，

國人已習慣將表演藝術認定為此三學門 (石光

生，民91：48) 。

表演藝術以戲劇為核心，不過上課的地

點偏向於教室，而不在於劇場，所以從國外

引進新的戲劇觀念是有必要的。在美國，發

展於二十世紀初的創作性戲劇是由美國教育

學家溫妮弗列德．瓦德（Winifred Ward,

1884-1975）在一九三○出版《創作性戲劇

術》（Creative Dramatics）這本書的書名發

展而來。Dramatics的意思是學習或練習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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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戲劇藝術的技巧；從此得知，創作性戲

劇並不著重於戲劇文學的內涵理論探究或是

劇場舞臺上的演出效果，而是讓教師運用戲

劇的技巧從實作中，讓學生學習相關戲劇的

知識，進而使他們從戲劇的體驗的過程中，

獲得自發性的團體學習，增益人格的成長。

這樣的藝術理念相當符合課堂教學，因為創

作性戲劇實際上的核心是重視參與學生的

「人格成長」為目標，此目標正與九年一貫的

課程目標相吻合，兩者皆是以人為本，進而

開發人的潛能。

一旦瞭解核心問題，就可以推演而出

（如上圖），「人文與道德知識」是教育與促

進「人格正向成長」的重要養分；不過，大

部分學生不喜歡老師在課堂上直接訓示應遵

守或應該有的道德觀念；這就好像人們生病

不喜歡打針吃藥一樣，他們明知良藥苦口，

卻厭惡接受。然而，人們的天性是愛好學習

的，因此需要一種新的方式讓課堂教學活潑

化；而創作性戲劇就是新的解決方法，他改

變了傳統演講式的教學，轉而讓課堂的老師

運用戲劇的技巧─想像、即興、扮演，引導

課堂中的孩子，學習戲劇的互動特質，間接

深耕學生道德觀；換句話說，此時的「表演

藝術活動」，就如同在苦藥外表抹上一層糖衣

一般，讓學生既能在課堂裏，興意十足的學

習表演藝術，又能獲得健全的社會人格。

教育部冀望藉由教師研習的配套措施，

能讓中小學現職教師從懂得如何欣賞表演藝

術開始，然後參與實作。是以，中小學教師

參與教育部所舉辦的表演藝術研習講座，所

要學習的表演藝術乃是以創作性戲劇於教室

內的戲劇「實作」技巧，再配合研習戲劇藝

術的概念，豐富教師的藝術欣賞涵養；此

外，教師們也自知他們迫切需要的不是繁瑣

的表演藝術理論，而是如何「作」戲，如何

教戲。因此，表演藝術研習不該僅是坐著聽

的研習講座，而是站起身的戲劇實作。

研習的課程內容必須符合下列要點：

一、為現今中小學教所量身訂辦的研習

課程，必須囊括實作性質。實作的過程正符

合約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

「從實作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的經驗

學習理論。

二、實作的過程必須由簡而易懂的戲劇

活動開始，互動式的讓教師舉一反三戲劇技

巧，諸如：模倣、想像、扮演、對話，突破

對戲劇畏懼的藩籬。研習的活動應逐步的讓

教師，由坐在位子開始參與活動，突破心

防，建立信心。

三、授課講師在取得教師的參與氛圍

後，除了適時的正面性鼓勵之外，還要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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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理論的知識，使教師奠定良好的戲劇基 礎。

講師下台促進研習教師編輯故事與故

事接龍。

(雲林縣正心高中／張世鈴提供) 

台下接龍故事，台上照故事即興演出。

(雲林縣正心高中／張世鈴提供)

四、示範創作性戲劇的實施程序：計

劃、暖身、解說與規範、討論、演練、評

論、複演、結語。透過系統化的教學步驟，

讓戲劇教育學得更容易(張曉華，民92：

76)。

五、將被動化為主動。引導教師分組，

並實際依照程序自主性地以簡單的童話故事

或社會事件演練至少一次，讓教師在實作

中，除了學習戲劇以外，還能開放式的衍生

更多問題，真正獲得學習的興趣。

六、教師參與研習後，自修與進修資訊

的傳遞。在研習講義中，最好能註明相關的

戲劇參考書籍，並在講座的尾聲中傳達戲劇

課程進修的管道，方便教師未來在職自修與

深造。

這種以實作驗證戲劇理論再讓研習教師

分組即興創作的連貫性教學方式可以讓沒有

接觸表演藝術課程的國內中小學教師克服從

未學過的畏懼感，從解除心防到逐漸接受新

課程，最後自我練習以奠定日後表演藝術的

教學知識與能力。

伍、結語

九年一貫課程於二十世紀末試辦新課

程，藝術與人文領域之表演藝術類科的師資

不足問題，使教育部訂定現職教師研習表演

藝術課程條文，並責成各縣市政府積極舉辦

表演藝術研習營等活動。研習營在政府法令

下達後，經由教育部國教司的直接經費補

助，於各縣市相關單位聘請學有專長之表演

藝術教師授課，而且中小學現職老師幾乎不

須繳費就可以享有研習新課程的管道。

教師於表演藝術研習所需求的進修課程

方向為「教學演示」與「教材研發」；換言

之，教師期待研習課程避免單方面演講，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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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教學實作為主、表演藝術理論為輔。參

與研習的教師在創作性戲劇與教育戲劇等相

關課程方面，不僅邊學邊作，還能學到新課

程的計劃、程序與評量，為日後自編教材與

研究深造，提供良好的戲劇基礎與進修資

訊。倘若教師能將此一課程理念帶回任職學

校，經教師統整會議協商後，予以實行於中

小學；如此，肯定能使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

減少枯燥，學習充滿興趣，製造教室中師生

之間雙贏的局面，不但增益師生情感，也讓

教育的目標達成。

不言可喻，教師研習表演藝術新課程只

是一個過渡時期，教師於大學院校繼續在職

進修勢必需要；因為跨領域教學趨勢與戲劇

知識的推陳出新，既然無法避免，中小教師

為了提昇教學品質，應該進修相關課程或學

習第二專長，以補不足之處。於今，教育部

積極協調大學院校，讓教育學程單位或進修

推廣中心，專為現職教師廣開符合他們所需

要的進修課程，以滿足教師熱切的進修意

願。此外，新表演藝術教師培育亦在逐步進

行，只是一批批取得中等教育學分的準老師

們，於九十二學年度始開放少數名額進入國

民中學實習，實屬憾事。這些課題，都需要

有識之士予以持續關心，才能使表演藝術新

課程如期全面實施，符合全體國民對教育改

革的殷切期望。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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