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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課程融入學校教育研究初探— 

以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為例 
温子欣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本文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研究案「國民小學階段私立實驗教育機構

/學校之素養導向教育實踐研究」之部份研究成果初探，本研究案內容包含研究

參與學校之素養定義分析、素養導向課程分析、戲劇課程教學分析、數學課程教

學分析，本文則聚焦於「戲劇課程」在其教育中之運作及對我國學校教育的啟示。

本文將先就過往的研究文獻中對於戲劇課程融入小學、中學之成效與優點進行文

獻探討，其次進行陽光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化名）戲劇課程設計與實際執行分

析，以顯示其結構、意義與價值。最終將探討學校融入戲劇課程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研究談到戲劇課程融入小學、中學時，大抵可分為兩

類，第一類為將「戲劇」融入某既有領域或科目的教學中，第二類為將「戲劇」

作為獨立課程領域（科目）。在一般中、小學之中，較普遍以第一類作法為主，

例如戲劇活動融入語文教育課程或社會領域課程，而本研究對象學校則是採行第

二類作法，由學校設立獨立的戲劇課程，語文、英語、藝術等課程學習成果則是

融入戲劇課程的劇本中進行展現。在陽光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此戲劇課程縱貫

小學、國中與高中階段，其地位與語文、數學、社會、體育等相等。 

二、戲劇課程的意義與價值 

在教育現場，已有部分教師嘗試將戲劇融入教學設計中，也因此產出部分研

究成果。關於戲劇活動融入課程與教學中的優點，茲分成以下數項進行說明： 

(一) 提昇口語表達能力 

戲劇牽涉複雜的對白以及不同角色人物的口吻風格，可提昇學生的口語表達

能力。詹美鈴（2002）舆洪慧瑄（2008）的研究皆發現戲劇融入教學可提昇學生

的口語表達能力，使國小學童口語表達更加流暢。 

(二) 增加肢體動作與肢體語言掌握度 

除戲劇對白外，演出者需透過肢體語言來加強情感表現，故戲劇演出也是肢

體語言或是肢體動作發展的良好機會。林玫君（2017）研究即指出創造性戲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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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學童了解與控制自我肢體運作，增加肢體表達能力。 

(三) 提昇人際互動與社交能力 

黎淑慧（2004）舆林郁軒（2010）的研究皆發現創作性戲劇教學融入語文教

學時，除使學習更加活潑有趣外，可提昇國小學童自尊心以及溝通互動、團隊合

作等社交技巧。羅綸新與簡良哲（2009）研究亦指出創作性戲劇活動可顯著提昇

學童人際關係，包括學童之「社會地位」、「喜愛同學」與「被同學喜愛」均有顯

著影響。曾佳雯（2007）之研究指出創造性戲劇輔導方案可改變國小兒童班級人

際關係結構，使被拒絕、被忽視與爭議性兒童之個人社會地位改變與提昇。 

(四) 具有情意教育的意義 

王蘭芝（2008）在其研究中，深度訪談曾經使用戲劇融入教學之教師，研究

分析指出戲劇融入教學對於情意教育有其重要意義。學生透過角色扮演，可體驗

劇中角色人物的思想與情感，可潛移默化學習角色美好的一面，並在排演討論與

修正過程中養成接受批評的器量，培養個人的責任心與合作的精神等等。 

(五) 增加對特定科目課程內容的理解 

在特定學科教學融入戲劇時，可提昇該學科學習效果。Arieli（2007）將創造

性戲劇應用於小學六年级科學概念教學，發現此作法可以增進學生對於科學概念

的理解。黎淑慧（2004）研究指出創作性戲劇可提昇國小學童國語文學習動機，

並讓學生察覺聆聽能力、說話能力、識字與寫字能力以及寫作能力之間的相互連

結性。林佳蓉（2009）則將創作性戲劇活動應用在閱讀教學上，發現創作性戲劇

活動能給予學生展現自我的機會、提昇學生對於閱讀與閱讀課的喜愛程度。研究

並發現可提昇國小高年級學童文本內容理解、情境理解、心得分享、解決問題四

個面向之閱讀能力。 

如就戲劇課程對於學生之總體效能觀之，蔡慧君、陳鳳如（2008）曾融合

Howard Gardner 多元智能理論，探究結合繪本與創造性戲劇教學活動對國小三年

級學童多元智能的影響。其研究結果發現學童在「語文智能」、「肢體－動覺智能」、

「人際智能」及「內省智能」有顯著提昇。張曉華（2004）則指出，戲劇教育融

入國民教育，如果是從共同編寫劇本、場務、排演、演出至演出後的反思整體進

行，將可完整符合當時九年一貫課程的十大基本能力，可見戲劇課程是對於學生

的各項能力或是素養的整全性培養。 

綜上所述，戲劇教育融入國民教育階段，可提昇學生之口語表達能力、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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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達能力、人際互動能力、具有情意教育意義，並且在與不同學科融合時，

可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學習內容。就學生個人整體發展而言，

戲劇課程可促進多元智能發展，戲劇是一種專案導向與實作導向的展演學習，學

生必須使用多元能力（智能）進行統合展現，因此不僅可以培養多種能力及素養，

並且可以透過演出這樣的具體成果，提昇其自尊心與自我肯定。亦即，與十二年

國教核心素養之精神進行比較分析，亦可發現學生在進行戲劇演出任務時，即牽

涉「知識」、「能力」、「態度」的綜合運用，符合素養導向精神。 

三、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戲劇課程分析 

本研究對象陽光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之戲劇課程為獨立課程，屬先前所提及

之第二類作法，其執行細節會在隨後的第一點進行說明。在研究過程訪談該校行

政團隊、課程設計團隊、戲劇課程授課教師，進行戲劇課程與戲劇公演非參與觀

察，公演結束後並進行學生訪談。在此將先討論此戲劇課程的特色與定位，其次

分析其所著重的自我探索、自我認識與自我發展課程特色，再者討論戲劇課程進

行中學生的成長與團隊合作情形，最後與文獻相對照，分析戲劇課程對於學生多

元能力與素養的涵育與發展。 

(一) 華德福學校戲劇課程為獨立學科且與其他學科處於平等地位 

陽光華德福學校之戲劇課程為獨立課程，此戲劇課程縱貫該校小學、國中與

高中階段，課程設計符合 Bruner 螺旋式課程概念，依據學生身心發展階段設計

戲劇演出相關結構，隨著年級提昇，展演時間將由短至長，戲劇包含內容將由簡

單提昇至複雜，比如從對白式劇本逐漸增加融入歌唱、舞蹈，至 12 年級演出時

甚至以音樂劇形式呈現。這些戲劇演出內容與元素的增添也都是呼應該校對於史

代納博士人智學當中兒童發展的歷程的理解，與理論相對應而設計的成果。 

陽光華德福學校戲劇課程之地位，與其他國語文、數學等課程相同，作為獨

立課程，並非將戲劇融入於例如國語文課程或社會課程之中，反而是將其他領域

科目所習得內容融入戲劇展演中。如本研究所觀察之國小五年級戲劇課程及公

演，融入國語文（相聲、對白）、英語文（部分英語台詞）、音樂（學生小提琴伴

奏、歌唱）、優律思美（劇中舞蹈）、濕水彩（布景繪畫）、手工藝（布景、道具）

等，戲劇排演及公演過程是不同科目學習的具體呈現，巧妙穿插於主體劇情中，

又不影響劇情完整與流暢性，使戲劇演出成為跨領域學習成果的展現。 

(二) 華德福戲劇課程重學生自我探索、自我認識與自我發展 

Goffman（1959）提出戲劇論，認為生活即舞臺，社會互動即為一種戲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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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每個人都是表演者。陽光華德福學校則認為戲劇是學生自我探索、自我認識

與自我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學生透過戲劇角色扮演來認識角色，同時也認識自

己。戲劇提供一種安全的方式讓學生來探索自己，同時嘗試不同的潛能與可能性，

一個學生在他習以為常的生活中，可能只日復一日的重複辦演相類似的角色，劇

本裡的角色則可以讓他跨出固定角色，進行嘗試，體驗與自身不同之角色生活與

思考。 

華德福戲劇課程劇本選定與改寫，乃參酌學生身心發展階段決定，該階段學

生可能對哪些事情好奇？可能普遍面對什麼困擾？於是可以找到合適劇本進行

引導。例如研究中公演劇目「聖誕玫瑰」，其中主要重點之一在於處理不同角色

在價值觀上的差異與衝突，即劇中角色各自活在自我的世界觀或價值觀中，如何

透過反思與領悟，理解自己思考的侷限性，同時肯定他人或許比自己正確。在小

學五年級，學生逐漸產生抽象思考與批判思考，爭取獨立性，會堅持與捍衛自己

的看法，透過戲劇演出，可以看見針對同一件事情，原來有不同的價值觀與立場

交織，進而理解換位思考或多方思考。 

學生對扮演角色的選擇，來自學生的自主選擇或是教師跟學生討論後的共

識，老師可能技巧性的讓某位學生扮演一位對他有特別教育意義的角色。舉例而

言，如有一位同學平時較自我中心，在劇中卻扮演樂於助人的角色，他可能從中

體驗到助人的快樂，未來更願意主動付出。一位對自己未來發展疑惑的學生，可

能扮演一位同樣在自我探索歷程中的劇中角色，透過演出此角色自我澄清的過

程，學習深入思考，刺激其澄清自我的想法。 

(三) 特別重視學生獨立自主與彼此的團隊合作 

在戲劇課程設計中，每一位同學都必須上台參與戲劇演出，除了主要角色外，

有些同學甚至演出數個角色。同學們也要分擔幕後工作，製作布景、道具等等。

在相關的分工歷程，授課教師會儘可能採取低度介入，讓學生自主討論與協調，

發展成獨特合作模式，這也就是黎淑慧（2004）、林郁軒（2010）、羅綸新與簡良

哲（2009）等人所提及的戲劇教育對於人際關係與社交能力的提昇。由於授課教

師群重視學生的自主性，並且降低介入，也可以使學生自然發展出獨立自主與彼

此協調的能力。在本研究於戲劇正式公演進行非參與觀察時，觀察到戲劇課教師

是在遠離舞台的觀眾席後方控制聲光，劇場前、後台完全由該班小學五年級同學

自主合作，進退場、換幕完全由學生相互提醒、機動處理，後台完全沒有師長進

行指導或提點，卻依然順利完成所有任務，令研究者十分震撼。（該劇目演出時

間約 50 分鐘，且牽涉複雜的換幕與進退場）公演後針對演出同學進行訪談，同

學對於後台沒有師長這件事視為理所當然，可以感受到學生在戲劇課程過程中顯

現與養成的獨立自主性以及高度的彈性合作能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8），頁 33-39 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 主題評論 

 

第 37 頁 

(四) 符合專案導向學習，學生綜合使用多種智能 

專案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法，讓學習者

能深入的探討複雜的議題及專案，藉此成功學習知識及技能，讓學習者透過設計

思考、問題解決、決策討論或是解答調查等，歷經較自主且長時間的學習活動，

藉以獲得知識與能力的一種教學方式（徐金城，2021）。「專案導向學習」是根基

於建構主義理念的一種學習方式，藉由專題安排複雜且真實的任務，統整不同學

科領域知識的學習，學習者經由一連串的探索行動，以及合作學習的情境，學習

問題解決的知能以及知識活用的技能。此學習方式運用高真實性的內容、真實評

量、學習者導向的學習活動，提供學習者真實而複雜的專題計劃，學習者不僅合

作進行探究與問題解決，並以具體的作品呈現其學習結果（林維真，2023）。比

較陽光華德福學校戲劇課程，可知其符合專案導向學習的定義，學生須完成專案

目標（戲劇公演），且必須有合作學習的過程，其結果為真實評量、實作評量，

固可兼取專案導向學習的優點與好處：學生具自主性、教師扮演促進者、合作學

習、從做中學、問題解決、具挑戰性、可專注發展高階技能或統合性技能。 

Gardner（2000）提出語文、邏輯數學、空間、肢體動覺、音樂、人際、內省、

以及自然觀察八項智能，對照華德福學校戲劇課程作法，至少滿足前七項智能的

內容運用，茲表列如下： 

表 1 華德福學校戲劇課程多元智能運用對照 

多元智能名稱 學習形式/內容對應 

語文智能 戲劇對白、相聲、英文對白 

邏輯數學智能 問題解決、邏輯思考 

空間智能 美術形式表現，布景彩繪、道具製作 

肢體動覺智能 肢體語言表達、優律思美 

音樂智能 歌唱、小提琴演奏 

人際智能 自主分工、工作協調 

內省智能 排演與公演省思、修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依據本研究之學生訪談，學生可明顯感知自己透過戲劇課程與公演所帶來的

成長，除口語表達、肢體表達的成長外，學生亦可清楚感受在戲劇課程中總體展

現了諸多跨領域學習成果，如演奏、繪畫、語文朗誦、英文等。且學生認為其自

信提升，面對群眾（觀眾）的緊張感降低。至於合作行為與問題解決，學生表示

已成為自然的行為反應習慣。 

四、結語－戲劇課程融入學校教育的建議 

戲劇如以教學方式或學習活動融入既有學科，目前皆有教師嘗試施行，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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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如以本研究當中陽光華德福學校戲劇課程的設置與辦理方式，則學校可

酌予評估於校訂課程之彈性學習課程或彈性學習時間進行辦理，唯尚需考慮部分

因素。戲劇以獨立課程形式開設，在教學上需較高專業性，陽光華德福學校戲劇

課程授課教師是戲劇專業師資，具表演藝術專業知能與經驗以及戲劇課程設計之

能力，學校若欲嘗試開設戲劇課程，可能需優先考量如何取得合適師資。此外，

因牽涉公開演出，在行事曆安排以及經費協助上，也需預作估計。陽光華德福學

校戲劇課程推行多年，也對應華德福教育理念，故家長接受度高，若有學校嘗試

開設戲劇課程，與家長溝通並取得共識也是重要事項。戲劇課程學校教育對學生

有益，但有一定的執行難度，如學校欲投入，需與行政及親師生多作溝通與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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