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習過程的第一階段前期課程、第二階段中期排練

與第三階段後期演出中，更能了解戲劇的特性與當

前的教育環境，進而對自身的教育工作有更深入的

思考。

實驗前置的設想與困難

「教育劇場」的觀念引入國內已有多年，各公

私立單位舉辦這類的研習或座談也有多年的歷程；

但這類的教師研習課程或座談，除了在一直不斷推

動與釐清戲劇融入教材的觀念，以及辦理教師基礎

的戲劇訓練課程之外，其實並沒有一套實際執行教

育劇場的實驗方式。對於上過一系列基礎課程的教

師，對於戲劇的認知與劇場工作所須具備的知識技

巧能掌握多少？教師回到學校後，是否能利用研習

所學，落實到實際的課程教學？能否達到「教育劇

場」當初設定的戲劇教育目的？這一個面向並無著

墨、持續地操作下去，以致於學校內的戲劇課程只

偏重於教學活動與技巧的帶領，雖然戲劇活動化的

帶領雖廣受到學生的歡迎，但老師們缺乏表演理論

的基礎知識和表演能力，確實是教學深化的危機。

一開始決定要落實「教育劇場」這個想法時，

就先設定好實驗的幾個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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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一個安靜的週日上午，南海劇場湧進一群

家長帶著自家的小朋友來看一場不同於以往的兒童

劇 — 由現職教師親自上場演出的兒童劇。進場前工

作人員遞了一張問卷學習單給蒞臨觀眾，按照慣例

來說，一般問卷由大人填寫觀後意見並交回，但這

次不同！「這次特別是給小朋友填寫的」，工作人

員向蒞臨觀眾如是說。這張看戲後填寫並繳回的學

習單，並不是演出後表達演出意見並留下連絡方式

的問卷，而是這次實施「教育劇場」裡一個重要的

步驟 — 學習回饋。

當天兩場演出後共回收了368張由小朋友填寫

的問卷，讓這次參與演出的老師看過問卷後進行討

論。用這樣的回饋來進行學習對演出老師來說是非

常新鮮的。透過自己參與演出的戲劇，老師們可以

更細膩的了解小朋友對劇中角色的看法，以及對這

些教育議題有更深層的思考方式。在日後規劃及教

授相關的課程時，可以更準確落實與加強觀念的建

立與傳達。任教於三峽國中特教班的簡僑偉老師在

觀賞後表示：「若能將演出地點更直接搬至學校，

透過戲劇活潑的表現方式來深化教學目標，可以對

小朋友產生潛移默化的力量，來改善目前教育最難

實行的人文素質的養成，導正偏差的思想。」

「教育劇場」到底教育了誰？

戲劇一直以來都具備了教育的功能，古希臘

戲劇以淨化人心為演出準則，傳統京劇更有宣揚忠

孝節義的效果，近代戲劇教育者特別再將「教育」

與「戲劇」結合成「教育劇場」（THEATER-IN-

EDUCATION，簡稱TIE）的觀念，希望能透過演出

內容提供反思與討論的空間，讓參與者（包含演出

者與觀賞者）對自我、他人以及周遭的環境有更深

刻的了解，從而充分地表現出來。這種表演的方式

著重運用戲劇情境來分析和整理參與者的感受和見

解。

在還沒面對觀賞者正式演出之前，排練的老

師就已經面對戲劇隱含的教育議題有所感應並進

行思考。在「今天有多乖」演出中飾演自閉症女孩

瑋伶的盧怡珊老師，本身是新竹關西國小特教班的

老師，原以為特教班老師長期跟特教學生相處，詮

釋自閉兒應該能得心應手。但盧怡珊老師卻表示：

「正因為太過熟悉自己學生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外顯

行為，每次排練都想更精準、更全面的揣摩這些孩

子的面貌，加上必須衡量舞台效果，使得每次彩排

都必須不斷歷經自我推翻和修正，這反倒是最困難

的地方，並透過這樣的過程與劇情，更能引發自己

對面對這些學生時更多的觀察，不只是傳授知識，

更必須『因材施教』。」

在這次的「教育劇場」施行中，除了能讓小朋

友從觀賞中學習到戲劇裡所傳達的意涵，並對教育

意涵做出回饋。對於參與演出的老師來說，在整個

 《老師，今天有多乖》
一次教育劇場的初步實驗 
“Teacher, How I Am Well-Behaved Today”
A Primary Experiment of Theater in Education

周一彤 I-Tong CHOU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助理研究員

圖1　 第一階段的研習課程中對肢體開發的訓練，圖為多人以身體造型表現烤吐司機的樣子。（藝教館提供）
圖2　 課程中利用音樂來讓老師們感受律動，並搭配音樂進行肢體開發。（藝教館提供）
圖3　 在第一階段的最後，安排以「讀劇」方式來呈現老師們所編劇的作品。（藝教館提供）

由左至右

實驗帖方
Educational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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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How I Am Well-

Behaved Today”—
  A Primary Experiment of 
   Theater in Education

這些步驟其實除了研習與演出呈現外，其他的

部分並沒有明確的出現在企劃書裡，也就是說都具

備了不可預測的變數。整個規劃過程中遭遇外界最

大質疑的就是，真的會有老師願意在參加完可以領

取研習時數的課程後，願意再花上兩個月的課餘時

間來進行排練？「人」的這個問題一直到演出前都

是個不確定的因素，果然原本安排表演一段偶戲的

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林宗翰老師，因為九月分颱

風造成道路中斷而無法到台北來，所幸該段偶戲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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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串場演出，對整齣戲的影響不大。

雖然定義為「教育劇場」，但在主題上並不

特別要求老師針對目前的教育問題來創作劇本，希

望可以用引導的方式由老師們自己發展出劇本。帶

領這些研習老師的國北教大實小廖順約老師，利用

了第一階段四天各一個小時的實作時間，與研習老

師努力的完成了11個組的劇本，劇本雖然還不夠完

整，但因為是以老師自身經驗為出發來寫的故事，

劇本不但具有真實感而且非常吸引人。

最後是專業程度的問題，劇本的內容是可以

經過潤飾變得動人，但是能否將議題準確利用戲

劇方式呈現出來，不至於偏離原先的構想，就得考

驗剩下兩個月時間的排練。依照所挑選出來的三組

劇本，先進行演出教師的分組，為考慮到排練時地

區性的便利性，分成台北、板橋與桃園三組，並由

第一階段課程幾位授課老師分別擔任三組的導演

工作。除了每週平日的兩次排練外，利用三個周

六下午進行三組的整排與討論，互相觀摩其他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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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成果公演學習單的目的在整理看完演出後需要學習的東西，引導孩子加入學習，來激發思考。（藝教館提供）

圖4　 成果公演「老師，今天有多乖」
的宣傳海報。（藝教館提供）

收到了演出傳達的意涵，參與演出的所有老師也學

習到了更完整的表演藝術教學。

初步結論與後續構想
    

藝術學習是體驗學習的過程，音樂、視覺藝

術老師都需親身創作的經驗，表演藝術當然也需要

親身創作的歷程。參與研習的老師在四十小時的課

程中，體驗了教學的方法和內容。但在劇場的正式

演出，因為牽涉到技術、經費和工作團隊的組合等

多方面的整合過程，老師缺乏學習這方面的實作機

會。這次演出主要的目的在於讓老師有一個親身體

驗這樣過程與學習的機會。排戲之後終於有老師說

出，原來排戲這麼辛苦、原來上台表演需要那麼多

的時間練習、原來戲劇的演出需要那麼多在黑暗後

台默默地工作的黑衣人。這些「原來」都是老師在

排戲之前無法感受的！老師們經過這次演出，對表

演工作有更深入地了解，對於表演藝術的學習歷程

也有更深的體會。老師的表演素養藉由實作大幅地

提升，表演藝術教育才有慢慢深耕的可能。在這個

初步實驗中，「教師」就像一個實驗者，戲劇提供

了一個教師進行行動研究的介質，可以沙盤推演，

也可以實際操作，用批判的精神去發現最深刻的問

題，帶領著學生發掘自我內心的自發性省思。

在現今如此詭譎多變的教育現場上，若能夠靈

活運用這樣的「教育劇場」教學技巧，無論在班級

經營或課程計畫的推動上，必然能夠開創一番新局

面，讓表演藝術有無限的可能性和爆發力。在今年

的規劃上除了將成果公演團展至校園內，更期望可

以成立一個戲劇社團，逐年進行校園的巡迴活動，

藉由這演出期待能夠實際地結合學校課程資源，成

為一股足可潛移默化的力量，來改善目前教育所面

臨的問題。

的演出。接連兩次的整排，老師們的演出雖然不如

專業演員的精準，但已經有相當的水準。在排戲過

程中老師發現「原來演出是那麼辛苦，以前看戲劇

演出，都覺得那些演員很輕鬆又容易，現在自己演

出才知道過程那麼辛苦。」透過參與這樣的演出過

程，體驗過程的甘苦，對於表演藝術教學才會有深

入的了解。

觀賞學生的學習回饋

這次的教育實驗劇場共回收了368份學習單，從

學習單分析看來，這次的演出是成功的，學生們都

很專注的觀賞了整齣戲劇的演出。也發現了多數學

生在看完戲劇後對於老師及特殊學生的觀感有很大

的轉變。

從學習單分析來說，一般的學生在學校的上課

過程中很少有機會接觸到有自閉症或其他學習障礙

的同學，只能從特殊學生的外表去評斷同學，不能

感受到特殊同學的辛苦學習過程，甚至還會嘲笑特

殊同學。在看完演出後，大多數的學生對於特殊同

學的辛苦都能感同身受，進而體諒、包容、關懷特

殊同學。另外學生也很容易因為老師的威嚴，總覺

得老師很兇，無法親近，產生距離感，在觀看演出

後，同學也較能體會老師教學的用心與辛勞，對學

習更加認真，這些也就是當初想傳達的教育目的。

實驗演出的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對於教育劇場所

提的議題的認知程度，達到劇場教育的結果。由於

本次演出主要的對象是國小學生，希望藉由簡單易

懂的演出來達到教學的目的。也由於利用戲劇表演

傳達教育目標，相對地也比純文字敘述或課堂講述

更能夠讓觀賞的學生吸收、體會。綜觀這次從第一

階段的學習課程到演出後的學生學習回饋，這是一

個過去少有的、非常完整的學習過程，不只學生吸

圖6　 「再會吧！安親班」中討
論上安親班，小朋友無法

得到適當照顧的問題。

（藝教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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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How I Am Well-

Behaved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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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經常覺得大人的意志像是強加之物。」

— Tim Etchells

假設你是名戲劇工作者，有人邀請你與一群八

歲至十四歲的小孩一起做一齣戲，內容與形式自由

發揮，你會怎麼做呢？你期待創造出什麼樣的作品

呢？2007年11月，前往巴黎的「龐畢度文化中心」

觀賞《夜以繼日》（That Night Follows Day）之前，

內心預先設想了幾個可能的形式。

然而，《夜以繼日》的演出完全超出觀眾的

期待，表演形式之「簡單」、「自然」，內容之

幽默、深刻，讓在場的所有成人觀眾感到溫馨卻又

不時心驚肉跳，一方面得以重溫兒時生活的美好回

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反躬自省教養小孩的問題，

英國導演提姆．艾玦爾（Tim Etchells）確有本事。 

此番演出是本人2007年冬天在巴黎看到上百

齣戲之中的小品，只有短短七十分鐘，雖然小朋友

演出有點生嫩，帶點天然的拙趣（這點應是最珍貴

的，他們沒有被教成professional），內容卻縈繞腦

海，讓人久久難以忘懷。國內兒童劇場近年來蓬勃

發展，國外罕見的豪華兒童歌舞機關秀大行其道 1，

戲劇早已成為九年一貫教育的課程之一，另闢蹊徑

的《夜以繼日》或可作為參考。

兒童合誦隊

《夜以繼日》為比利時根德市（Gand）的維多

利亞（Victoria）劇場製作的系列節目之一 2，十六名

表演者都是小學生。維多利亞劇場邀請了目前火紅

的英國前衛表演團體Forced Entertainment的藝術總監

艾玦爾擔任導演一職。身為兩個孩子的父親，艾玦

爾一直想為孩童做一齣戲，於是對這個計畫充滿熱

情。

艾玦爾不想重複表面上天真爛漫、實則假惺惺

的兒童劇窠臼。不過，要怎麼做？做什麼呢？經過

深思熟慮，再考慮工作條件與環境，他最後採取了

兒童合誦的形式，安排所有孩子站成一長排，要他

們齊聲道出台詞，讓台詞由此產生巨大的力量。

事實上，為了管理，大人最愛把孩子排成一

列。這群台上的小演員，就像我們期望的樣子，乖

乖的、受教的、有禮貌的。每個都長得像洋娃娃一

般可愛，尚未開口，已贏得大人的心。等他們開始

說話，眼睛勇敢地迎向大人的視線 3，我們這才發

覺洋娃娃、小天使原來也是個小大人，有自己的想

法，不可輕侮。

齊誦是演出的基調，或全體合誦，或分成兩

半，或三三兩兩，或中間插入個別發言。「合誦」

的表演形式，接近歐陸劇場近十年流行的「合聲

性」（la choralité）實驗，演出凸顯了角色的集體 / 

歌隊性 4，強化演出的力量。直到演出結束前十分

鐘，艾玦爾才讓小孩子恢復他們的本性，他們可以

像是下課了一樣，在台上東奔西跑，盡情玩耍，全

場演出到此時方才放鬆，聽見了吵鬧嬉笑聲。

「你養我們」

出人意表的演出形式之外，艾玦爾寫的「台

詞」實為演出的菁華，內容像是目錄，羅列了小孩

對大人入微的觀察。試讀全劇開場白： 

「你養我們。

    你為我們穿衣服。

    你為我們挑衣服。

    你洗我們。

    你為我們洗澡。

    你清洗我們的牙齒。

    你為我們唱歌。

    你看著我們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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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與養：談一齣別出心裁的
「兒童劇」《夜以繼日》 
On Upbringing: Tim Etchells’Original Children Play 
“That Night Follows Day”

楊莉莉 Lilly YANG

國立清華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附記：三段故事，三個不同形象的老師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辦理戲劇類的教師研習已有六年，一直以來也都只

進行基礎教師培訓。這一次將「教育劇場」研習予以延伸，也是初步的實驗。

在這次為期六天，共40小時的基礎訓練課程，以提升教師個人編、導、演的基

本能力為重點，利用老師研習時所編寫的小品劇本，進入第二階段的專業講座

與分組排練，最後在劇場上作一次成果的專業演出。這次的演出內容有三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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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會吧！安親班」是現職老師的感嘆。學生在學校裡，老師絕對不能

打罵，但到了安親班，學生被打，家長還要感謝老師，唯一的目的就是功課要

好。這個故事是老師們藉由自己在學校的所見，讓家長們來思考孩子到安親班

的情形。

「今天有多乖」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學校的學生狀況越來越多，特殊孩子

在學校的狀況各有不同，老師如何面對一個活在自己世界裡的自閉小孩，藉由

兩個老師對於這個孩子不同的對待方式，孩子的反應模式來證明，只要能有適

當的教學方法因材施教，也能跟特殊孩子相處。

「魔鬼教師阿諾」是一個特殊的老師，我們都經常要求學生要乖，但有不

乖的學生，有沒有不乖的老師？故事藉由一個行事獨特的老師，以另類的方式

帶領一個在社會邊緣的學生逐漸改變的過程。雖然是令人害怕的魔鬼老師，但

有一顆天使的心。 

圖7　 「今天有多乖」裡，患有自閉症的瑋玲常常
自言自語，常讓新的級任老師不知所措。

（藝教館提供）

圖8　 「魔鬼教師阿諾」一劇中，另類教法的阿諾老師遞給
頑皮的學生阿松一個愛心便當。（藝教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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