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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平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 

廖浿晴 臺南藝術大學通識中心（兼任） 
 

探討問題 

本社群乃基於通識國文創意教學規劃的前提，針對通識國文教學現場所設想，試圖藉

由戲劇應用在日常的教學環境中，增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翻轉通識國文以文本閱讀

或改編創作為主語言學習應用方式。本社群將以戲劇為媒介導入「想像力」、「思考力」和

「敘事力」，改變單向的「教」、「學」關係，讓學生的創造力不僅停留在文本改編和劇本

創作，而是透過想像與實作，將日常生活經驗、社會議題或文本主題，轉化成具有戲劇性

的成果展現。考量本社群由中文系相關背景之專業教師組成，以戲劇應用結合通識國文教

學，並不需要專業的戲劇扮演和展演能力；相較於「展演」，本社群戲劇應用更強調以戲

劇作為教學媒介，教師可藉由戲劇之特性（包括特定情境、角色扮演）將課程主題導入，

透過「遊戲化」、「活動化」的課堂活動設計，進行中文書寫的學習與實踐，開啟多元化的

教學方式。學生也可以在學習過程中，透過即興發揮想像力，進入課程所需主題情境，讓

學生能夠真正投入學習過程，協助學生更了解自身的特質，並鼓勵同學藉由觀察與思考，

學習同儕之間的合作，交流彼此創作、生命經驗等，嘗試多元合作可能。 

執行成果 

一、簡要敘述社群活動成果 

1. 教師社群會議舉行 

本社群這學期一共開會了五次，針對本社群所欲探討及解決的問題進行相關的討論 

與舉辦一些教師研習活動。目前已將工作會議紀錄上網公告，提供全文下載。 

 

https：//ccur312.blogspot.com/p/blog-page_57.html  

2. 社群講座規劃： 

本學期於 03/29、05/30 舉辦教師專業社群課程講座，並預計於 05/09-05/14 舉辦「在嘉看

好戲──中正大學戲曲推廣週」活動，因疫情因素延至下學期辦理。 

https://ccur312.blogspot.com/p/blog-page_57.html


 

呂毅新老師帶來「故事的光譜──從兒童青少年劇場創作談起」，向

我們分享自身兒童戲劇創作與編導的經歷，以及分享及深入校園透過

戲劇、音樂、影音等媒材與孩童互動的過程。呂老師於 TYA 劇場創

作與演出，讓兒童、青少年們藉由劇場，激發無限的想像力、認識自

我，進而表達自我。如同老師於講座開始所說的的「劇場反映這個時

代」，呂老師透過與青少年的互動與創作，反映出先當代 Z世代青少

年們對於世界的想法，在演出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對白、每一幕中

書寫他們的生命記憶。 

 

沈惠如老師帶來「尋找編劇達人」演講主題，向我們分享分享自身中

文寫作與劇本創作相關經驗，帶領通識國文教師與學生了解臺灣編劇

產業現況。沈老師結合自身創作經歷，以業界的角度帶領我們了解文

創產業的運作模式以及當代編劇改編方式，並舉出大量中、西方電影、

影劇為例，讓我們了解編劇創作過程與改編方法。此次講座講者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以不同視野了解戲劇產業發展情況，給予再場教師與

學生們新的視野、啟發。 

 

（因疫情因素研至下學期辦理） 

本校中文系專任教師陳佳銘主任、王瓊玲老師、盧柏勳老師欲由中文

系協助辦理，並結合通識國文課程，於 5/9 當週規劃「在嘉看好戲─

─中正大學戲曲推廣週」活動，邀請臺灣豫劇團演員辦理數次講座（內

容包括身段示範、傳統技藝踩蹻、日常劇場訓練等），柏勳老師擔任

主持人，瓊玲老師擔任講者，共同規推廣中正大學戲劇教育，希冀在

場老師與學生對傳統劇曲有更深一層認識。 

二、整體活動執行成果效益 

1. 社群活動成果產生之影響或進一步推廣之可能性 

110 學年下學期的戲劇應用教師專業社群，週二舉辦社群會議以及老師間的教案演

示，將戲劇結合通識國文的教學，活絡課程學系氛圍，以「人物對話」的方式加強中文表

達能力的學習之外，亦訓練提升學生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再者，本社群規劃相關專業課程

講座，增進社群教師、學生的專業智識與實踐寧利。透過會議討論與講座辦理，應用於通

課程教學與訓練學生思辨、表達能力中，觸發學生對當前社會議題的思考與判斷能力，藉

此助於自我主體性成長與建立。 

2. 社群成果之應用價值 

本社群對應社群計畫目標與價值包含「教案研擬」、「舉辦講座」（已如上述）、「學

生能力提升」等三大目標。 

(1) 教案研擬：本次教案演示邀請中國文學系兼任講師許正平老師，就單元五「時空交錯」

進行教案演示，透過老師文本解析與演示，帶領老師如何透過戲劇、電影等影音媒材

的方式，結合自身生命歷程，思考新舊時代的傳承。  



 

講座以「清明」為開端，並以宋朝高翥《清明》一詩帶領老師們思考

掃墓中生、死與節日之間的聯繫，生者之間悼念與珍惜家人相處時

光，並由此帶入探討動畫電影《可可夜總會》。《可可夜總會》以墨西

哥亡靈節為背景，思考人類「肉體」與「遺忘」的兩次死亡，探索傳

說故事的起源與成因，並與過去、故事和解，由時空交錯中重新認識

與了解自己。正平老師不局限於課程文本分析，藉由動畫、電影並結

合家鄉老家的傳說故事，帶領我們思考新舊時代的傳承，生命與情感

的延續。如何對於過往的歷史再次認識，並與歷史和解，時空交錯中

重新定位自己的存在，給予在場老師新的啟發。 

(2) 學生能力提升： 

本社群 110-2 學期的預期目標有四，其一，希望藉由「戲劇應用」之教學，讓同學們獨立

或分組完成「文本」的改編與創作。其二，在文本的選擇方面，將結合通識中文各單元選

文或教師自選教材，讓同學們從文學經典的現代詮釋中激發想像力，達成實用中文的創意

書寫。其三，透過戲劇的扮演實踐，翻轉「靜態化」與「被動式」的教學現場，改以「互

動式參與」與「自覺性實踐」的學習模式為主。其四，讓學生能在課堂學習中自我實現，

從中創造個人的獨立思維與團體合作的學習樂趣。本學期因遠距離課程因素，未能於課堂

間規劃學生戲劇演出，但透過學生獨立創作文本、剪輯影片的方式，將日常生活經驗、社

會議題或文本主題以影音方式表達，用以訓練學生敘事與表達能力。 

 

為配合遠距離教學，依據通識國文課程，安排同學

以影像敘事的方式描繪生活中的物品擬人化的「自

白」，並剪輯成相關影片，訓練學生表達與書寫能力

的同時，亦激盪學生的想像力。 

學生作品影片連結：https://reurl.cc/d2jre8  

3. 請就執行成果是否達成預期目標作綜合評估。 

主要探討以戲劇作為教學媒介，教師可藉由戲劇之特性（包括特定情境、角色扮演）

將課程主題導入，透過「遊戲化」、「活動化」的課堂活動設計，進行中文書寫的學習與實

踐，開啟多元化的教學方式。透過本社群五次的工作會議以及舉辦相關講座，從中凝聚共

識，以及老師們的觀察和課堂實踐，獲得了幾個重要的研究成果。 

其一、建立學生的身、心、靈的體驗：戲劇是一種結合身、心、靈甚至是書寫能力的

綜合體驗，所以如何能開展同學的身體感官體驗，一方面學生也可以了解自身的特質，必

定有助於寫作能力的提升。 

其二、主動學習的能力：在社群教師的引導下，學生不再是被動的學習者角色，而是

藉由戲劇參與，從自身長出不同於他人的學習成果。 

檢討與建議 

 

https://reurl.cc/d2jre8


成果照片或 

其他附件 

    
04/12 許正平教案演示   03/29 呂毅新講座     05/30 沈惠如講座 

※申請人應於計畫結案時(110年 12月 3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教學發展中心，篇幅以 A4三頁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