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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習劇場演教員培訓計劃 研習手冊 

〖說故事劇場培力工作坊〗 

 

 

 

 
 

日期：111/06/12(日) 時間：9:30-17:00 

地點：阿特文創 講師：劉仲倫

課程主題：說故事劇場培力工作坊 

課程內容：介紹說故劇場的技巧與方法

主辦單位：開心劇團 

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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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習劇場簡介＆為何選擇教習劇場 
 

🎭教習劇場（簡稱：T.I.E）是以劇場演出為核心，以教育目標為依歸，過程中強調 

觀眾的參與互動的戲劇演出。 

 

"教習劇場中的演員稱為「演教員」，不同於戲劇演員，需要對於社會議題有一定   

的敏感度，能操作運用戲劇策略來帶領觀眾進入議題的探討，並且在演出中適時的 

引導觀眾做有效的討論與建議。 

因此，演教員除了必須具備演員的表演能力，以及參與集體即興創作的能力，還要 

熟悉戲劇策略的操作，在演出中要能維持在角色的狀態內，同時也要具備教學者的 

引導能力，是一個不同於兒童劇或是現代戲劇的表演方式。 

 

我們希望能培育中部地區教習劇場的創作人才，一起來推廣教習劇場，用戲劇來探 

討關懷各種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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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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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教員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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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習劇場簡介＆為何選擇教習劇場 

 

🎭教習劇場（簡稱：T.I.E）是以劇場演出為核心，以教育目標為依歸，過程中強調觀眾的

參與互動的戲劇演出。 
 
"教習劇場中的演員稱為「演教員」，不同於戲劇演員，需要對於社會議題有一定的敏感

度，能操作運用戲劇策略來帶領觀眾進入議題的探討，並且在演出中適時的引導觀眾做有

效的討論與建議。 
因此，演教員除了必須具備演員的表演能力，以及參與集體即興創作的能力，還要熟悉戲

劇策略的操作，在演出中要能維持在角色的狀態內，同時也要具備教學者的引導能力，是

一個不同於兒童劇或是現代戲劇的表演方式。 
 
我們希望能培育中部地區教習劇場的創作人才，一起來推廣教習劇場，用戲劇來探討關懷

各種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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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活動

主題 

時間 
課程大綱 目標 

量化 

09:30-

10:00 

(30 mins) 

1. 暖身/聲 

2. 量化分享 

暖開身體以及聲音，感受夥伴，也感覺

自己今天的狀態，透過統一量化的方式

有共識的分享、討論，並準備開始課程 

雕像 

10:00-

10:30 

(30 mins) 

主題：《教育》 

 第一階段： 

討論，做各自認定的雕像，並選出覺得最

適合主題的。 

第二階段： 

一起做出一個合體且符合主題的雕像。 

刺激學員想像、聯想力，打開肢體來表

達情緒或是氛圍，並自然的接收回應別

人的想法，不論在語言上或是肢體上，

並討論想法的差異與跳躍性。 

教習

劇場

文本

引導 

10:30-

11:10 

(40 mins) 

《流言蜚語》引導 

由主持人傳出跟角色有關的流言，請大家儘量

加油添醋 

往誇張的方向再延伸流言的內容。接著，請大

家分享傳述流言的心情。 

然後，請大家分享假設自己是角色，聽到流言

的感覺，在講之前，主持人請大家閉眼，在學

員之間走動，讓大家再體驗一次被傳流言的感

覺。 

 

 

《前導影片》 

第一階段：事件 

第二階段：故事角色 

透過策略和前導影片了解故事脈落以及

人物關係、個性，還有遇到的問題。 

文本

分配

及討

論 

11:10-

12:00 

(50 mins) 

《小傑的心聲》 

主持人依照親情、友情、愛情分組發劇本，排

練討論，前面用影片引導大家了解角色的形

象，還有角色背景動機。 

實際參與劇本排練練習與討論分析。 

午休 12:00-13:30 

排練 

13:30-

14:30 

(60 mins) 

各組針對劇本片段排練並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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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帶入 

14:30-16:30 

(120 mins) 

【母與子的對話】 

將學員分成代表媽媽跟代表孩子的兩邊，一邊各表達一句話來對談，也可以一邊表達

多次，但都是從「我希望⋯」開始 

【坐針氈】 

讓角色坐在場上，觀眾可以自由對於戲中的角色提問，但角色要自己判斷怎麼回答。 

* 小組討論：形象劇場/百寶箱網站的朋友 

【論壇劇場】（取代） 

主持人會在一些問題的關鍵時刻暫停劇情，跟觀眾討論現在角色遇到的問題，並請有

想到可以怎麼解決的觀眾上來，取代他們覺得可以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人物角色演出一

樣的片段，看看會怎麼影響或是改變後面的故事。 

課程

尾聲

討論

與 

Q&A 

16:30-

17:00 

(30 mins) 

講師整理今日課程所使用的所有策略重點，與學員討論使用時機或方法、要注意的事

項，學員自由提問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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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ㄎ一ㄤ！青春變奏曲》劇情大綱 
現就讀高二的痞子平時是班上同學欺負嘲諷的對象，他唯一的好

朋友，同時也是暗 戀的對象，是從國小就認識的輕輕。不過輕

輕喜歡的，卻是班上大哥級的人物：強 哥。強哥平時也愛帶頭

嘲諷痞子，痞子對他是又羨慕又嫉妒。不過在一次事件中， 痞

子選擇幫強哥擋下麻煩，兩人就此成為了朋友。他們發現在彼此

不在乎的表情背 後，有著不為人知的家庭背景；但在輕輕生日

聚會的那天，表面和諧的三角關係， 卻在酒精與情緒的刺激下，

失去了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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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ㄎㄧㄤ！青春變奏曲》教育劇場演出流程
(依現場演出互動狀況進行調整) 

活動
時間
總長 

分項
活動
時間 

 

活動 
 

說明 
 

活動目標 
 

備註 

5 5 進場 ●老師帶學生進場就坐   

10 5 介紹角色- 

我想要 

●演員介紹將演出的角
色，並說出角色想要
的事 

●藉由角色說出想要的
事物，觀眾可連結與
比對和自身想要的異
同 

 

12 2 流言蜚語 ●班上有些關於角色痞
子的傳聞，請同學聽
到傳聞繼續傳給下一
個人，可以稍微把聽
到的傳言誇大 

●帶領觀眾進入戲劇情
境 

●觀眾藉活動連結自己
周遭發生的類似狀況 

 

17 5 討論 ●主持人詢問觀眾傳遞
流言時感覺如何 

●主持人訪問同學聽到
關於痞子的傳聞，並
詢問是否平時也有類
似狀況 

●意識到言語霸凌的起
因 

●討論玩笑與言語霸凌
的界線 

 

20 3 
 

劇情大綱： 
同學聽到流言蜚語後欺
負痞子 

  
第一幕- 
霸凌部分 

 

28 8 千夫所指 ●主持人邀請觀眾思考
主角痞子在劇中有被
霸凌的地方 

●主持人邀請觀眾上台
指出被霸凌的身體部
位 

●主持人訪問觀眾原因 

●同理被霸凌者的感受  

38 10 
 

劇情大綱： 
痞子雖不爽強哥將醜照
po 網，但沒有告發強哥
喝酒的事情，因而和強
哥建立友誼 

  
第一幕- 
成為好友 

 

48 10 
 

劇情大綱： 
強哥的母親因工作關係
長期飲酒、強哥為接喝
醉的母親和輕輕失約， 
又讓痞子看到母親醉酒
醜態 

  
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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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5 內心的秘密        ●主持人請大家分組， 
一半的組別思考強哥
母親承受的壓力是什
麼，另一半討論強哥
心裡的想法 

●每組派人上台用雕像
表示角色的壓力與情
緒，並說出其內心狀
態 

●理解角色行為背後的
原因 

●思考親子間的互動關
係 

●體會不理性飲酒對家
庭造成的危害 

 

73 10 
   

第三幕 劇情大綱： 
強哥心情不佳，想用愛 
情、友情證明自己，最
後還想使用毒品，痞子
在愛情友情之間掙扎 

83 10 坐針氈 ●主持人跟觀眾說明將
邀請強哥出來，請觀
眾想想可詢問強哥的
問題 

●主持人引導觀眾與強
哥對話 

●藉與角色對話，發現
表面行為背後的心理
狀態與想法 

●演教員根據觀眾問題
與興趣，引導對兩性
關係或物質濫用的討
論 

 

93 10 討論 ●主持人說明等一下會
邀請觀眾替代台上角
色，試圖在第三幕解
決角色遇到的困境 

●分組討論輕輕和痞子
的困境與解決的方式 

●思考在劇中狀態下可
採取的行動策略 

 

113 20 論壇 ●主持人邀請觀眾上台
取代 

●觀眾取代角色與演員
對戲 

●主持人與觀眾討論適
才的取代是否有效 

●藉由觀眾實際的行動 
，與演教員的反應， 
發現策略實際執行的
效果 

 

115 2 謝幕 ●主持人、演員謝幕， 
感謝觀眾參與 

●觀眾與演員去角色， 
回到真實生活中的自
己 

 

120 5 反思 ●觀眾填寫反思問卷 ●從觀眾自身的角度回
顧今日的感想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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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跟《ㄎㄧㄤ！青春變奏曲》劇情有關的後續活動： 
 

活動一 心裡的祕密 Ⓒ 

 

活動目標 1. 同理不同角色心理的感受和想法。 

2. 辨察與表達自己心中的需求。 

活動時間 20-30 分鐘 

材料 四張椅子，四張紙寫有角色的名字 

活動流程 補充引導語與提醒 

1. 老師可以用四張椅子上面貼四位角色名字， 
回憶一下四個角色。 

1. 稍微提醒一下或請學生回憶一下： 
強哥、痞子、輕輕、媽媽的特質，他們有
不同的物質依賴或情感勒索。 
強哥：毒品 痞子：菸 

媽媽：酒 輕輕：男友 

2. 請兩人一組依序分享下列題目，分享完後， 
可以請同學站在他選擇的角色背後。老師可
以請同學說說他們的想法。 
題目：你比較能認同或熟悉哪一個角色？為
什麼？你覺得他需要什麼？或在意、擔心什
麼？你會想對他說什麼？ 

2. 如果班上同學蠻活潑，老師也習慣用動態方
式教學，提問時可以請學生用一定格姿勢來
表現角色的心情，一次看一組學生，其他同
學觀看，老師輕拍其中一位就可以動起來， 
在角色中表達自己的想法。 

3. 同上面活動。 

題目：你最不喜歡或不認同哪一位？為什麼 
？你覺得他需要什麼？ 或是在意、擔心什麼 

？你會想對他說什麼？ 

 
3. 如果老師不擅長用戲劇的方式，可以請孩子

寫下來：需要、擔心。進行大團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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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探討物質依賴的原因 ② 

 

活動目標 1. 就家庭層面透過戲劇元素讓同學探討物質濫用的成因 

2. 並思考如何面對依賴的方法 

活動時間 50 分鐘 

材料 《ㄎㄧㄤ！青春變奏曲》每幕的劇情提示 

活動流程 補充引導語與提醒 

1. 老師以報數或其他方法將學生分成約 4-5 個
人一組，讓同學回憶劇中的情節，分成八組 
，分別討論強哥、痞子、 輕輕、媽媽，他
們個別有不同的物質或情感依賴，請同學討
論它們的成因。 

1. 每個角色都有兩組，老師可從家庭( 社經背
景、習慣、觀念…等)、心理及同儕. .. 等面 
向引導，若沒有劇照，也可老師引導學生 
回顧思樂樂劇團演出的片段，讓同學討論。 

2. 每組就討論的結果，做二到三個跟每個角
色會依賴物質的原因，有關的定格畫面。 

2. 提醒每組的主角都要出現，這兩個畫面不一
定要跟劇情有關，但要邏輯觀念。老師可以
在每組討論時道旁傾聽與提醒不同面向的思
考。 

3. 回大團體分享討論，從畫面中看見物質依賴
的成因有哪些？ 

3. 老師可以在白板上做紀錄。 

4. 每組討論有沒有建議或方法面對這些成因？ 
再用一個 2 分鐘廣告的方式，演出這些建議
來。 

4. 老師可以提醒各種廣告的方法。例如默劇、
Slogan、一般話劇、背景音樂、 警示劇、
宣導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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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角色大對抗（Boxing）③ 

 

活動目標 1. 刺激不同立場的思考，知己知彼，才能有效溝通。 

2. 思考如何面對與化解衝突。 

活動時間 20-40 分鐘 

材料 《ㄎㄧㄤ！青春變奏曲》最後一幕的劇照 

活動流程 補充引導語與提醒 

1. 請回想最後一幕衝突發生前的場景。 1. 先口頭詢問還記得最後一幕嗎？發生了什麼
事?為什麼？再拿劇照給大家看。 

2. 全班分成五組( 一組是強哥、一組是痞子、
一組是輕輕、另兩組是老師、同學 )，去想
與討論一下三個人內在想什麼，再請各組派
出一位各扮演強哥、 痞子、輕輕，同組其
他成員像教練般給三位同學給策略和意見。
給完意見，三位角色回到舞台上從衝突畫面
開始對話(像拳擊賽般對打，我們稱 Boxing) 
，一旦當舞台上的角色不知如何應付，就可
以喊停，三位都下台請夥伴給意見。 

2. 規則：老師可以限制喊停時，角色可以下台
跟教練們討論三分鐘，三分鐘到可以詢問同
學需要長一點時間嗎？如不需要就帶著新策
略上台。 

 

提醒：採用的策略須符合邏輯思考，老師可
以到各處聽一下他們採取的策略，如果太誇
張或不合實際的(例如 請超人來)老師可以提
醒真實處境可能發生嗎？ 

3. 另外有兩組：一組是學校同學、另一組是老
師。Boxing 結束後，分享看到什麼？（旁觀
者），接下來討論同學和老師可以做些什
麼？ 

3. 可以用說的，試著去讓衝突化解，或用演的 
，三人正當衝突時，旁觀者有沒有新的看見
與策略，介入三人的衝突，試著不讓悲劇發
生。 

4. 團體討論 4. 提問：例如從這個活動中，看見衝突的當下 
，有沒有什麼新發現和學習? 其他人要介入
衝突有沒有要注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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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回音巷 ② 

 

活動目標 1. 投射自己的情感與想法在角色裡，可以抒發與釐清。 

2. 學習表達情緒、想法與立場，並傾聽他人的聲音。 

活動時間 15-20 分鐘 

材料 無 

活動流程 補充引導語與提醒 

1. 可以延續活動三，請剛剛扮演的同學再次扮
演強哥、痞子和輕輕。 

1. 請三位同學不用說話，試聽聽其他人看待他
們(故事中的角色)、其他人有 什麼話想說， 
當有人說話時就停下腳步，也感受一下若是
角色聽到這些話心中的感受與想法。 

2. 其他同學排成兩排，一次一個角色從頭走到
尾，每個人可以選擇一個角色以上的角色， 
對他說自己內心的想法，一次一個人發言。 

2. 每次限制在八對(16 人)左右，其餘同學坐在
台下聽。才不會太長，後面說的人前面聽不
到，容易躁動。 

3. 請每一位角色說說他們走過的經驗。 3. 提問：聽完這些同學對你的想法，你( 可區
分在角色中與現實的你 )想說些什麼？哪些
話你聽了有感覺？ 

4. 大團體討論 4. 聽到大家對不同角色的想法，你有什麼感覺 
？這些角色或議題出現過在你的實際生活中
嗎？對你有什麼新的學習或看見？ 

 

 

 

 

 

 

 

 

 
活動五 霸凌三階段   ③ 

 

活動目標 1. 了解霸凌形成的階段與成因。 

2. 一起去思考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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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45 分鐘 

材料 白板 

活動流程 補充引導語與提醒 

1. 討論霸凌的故事，用定格形象表現五至六人

一組，可以從活動四中選出其中一個畫面， 

或是一起討論曾經聽過或看過的故事，請先

做出霸凌時的畫面。 

再次扮演強哥、痞子和輕輕 

1. 在分享故事時，提醒學生請重視同學的隱私 

，聽完後不隨便散播。並分享自己願意分享

的部分，可以是自己的經驗、亦可以是親友

的經驗，但仍不公開親友的真實姓名。 

2. 故事三階段，用定格形象呈現另外兩個畫面 

，一個是潛伏期、另一是萌發期。每個時期

至少相隔一周。前兩個畫面可以照原先的故

事有些修改，但請大家一起合作討論出符合

邏輯的因果。兩個畫面是指： 
 

＊潛伏期：當一些不均衡的權力存在，但當事

者並未覺察權力的濫用 

＊萌發期：一些當事者逐漸了解霸凌已經發生 

第三階段是 

＊爆發期：受霸凌者已經受害且霸凌 

2. 提醒學生霸凌的起因與發生有時間性與邏輯

性的。故事中除了霸凌與被霸凌者，盡量有

旁觀者的角色。或許不是直接旁觀，可能是

聽到或是相關人物例如老師、同學、家人。 

3. 霸凌劇情編排 

請每組輪流展示這三個畫面。每個畫面，每

個角色可以有一句台詞，再呈現一次。之後

再用這三個畫面串聯成一個二到三分鐘的劇

情故事，所以每個角色可以有對話、動作， 

故事開始在第一個畫面，最後停留在最後一

個畫面。 

3. 老師也可以省略三個畫面的呈現，在每組每

個畫面都排好後，請他們每個角色各加入一

句台詞。用慢動作轉化三個畫面。再做呈現 

。學生可以看完每一組，給一點建議。之後

再進行二到三分鐘的劇情排練。 

4. 論壇劇場 

每個故事演過後可以重演一次，問觀看的同

學，可以在何處喊停？畫面中的角色，誰可

以有不同的處理方式，讓事情有不同的結果 

? 

4. 如果時間有限老師可以選擇較成熟的故事小

組來進行論壇劇場，做深入的討論。之後可

以小組討論，自己小組的故事，可能會有什

麼地方可以轉變？ 論壇中我們不取代霸凌者 

，因為他會霸凌其實有很多的成因，不容易

在短短的戲劇中改變性格或是想法，主要是

讓被霸凌與其他旁觀者思考要如何面對此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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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青少年相關法規 - 少年事件處理法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 

第 2 條： 本法稱少年者，謂十二歲以上十八歲未滿之人。 
 

第 3 條 

左列事件，由少年法院依本法處理

之︰一、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

行為者。 

二、少年有左列情形之一，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

之虞者︰(一) 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二) 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

者。(三) 經常逃學或逃家者。 

(四) 參加不良組織者。 

(五)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者。 

(六) 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

品者。(七)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

罰之行為者。 

 
第 42 條 
少年法院審理事件，除為前二條處置者外，應對少年以裁定諭知下列之保

護處分： 一、 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二、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三、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或教養機構
輔導。四、令入感化教育處所施以感化
教育。 

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為前項保護處分之前或同時諭知下列處分： 
一、少年染有煙毒或吸用麻醉、迷幻物品成癮，或有酗酒習慣者，令入相當

處所實施禁戒。 
二、少年身體或精神狀態顯有缺陷者，令入相當處所實

施治療。第一項處分之期間，毋庸諭知。 
 
 

第 43 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少年法院依第一項為保護處分之裁定情形準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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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青少年相關法規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
少年，指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 

 
第 43 條 
兒童及少年不得為下列行

為： 一、吸菸、飲酒、
嚼檳榔。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猥褻、

賭博之出版品、圖畫、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
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四、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
其行為。五、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
身心健康。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禁止兒童及少年為前項各款
行為。任何人均不得供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物質、物品予兒童及少年。
任何人均不得對兒童及少年散布或播送第一項第三款之內容或物品。 

 
第 47 條 
兒童及少年不得出入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
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禁止兒童及少年出入前項場所。 
第一項場所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應拒絕兒童及少年進入。第一項之場所應距離幼
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二百公尺以上，並檢附證明文件，經商業登記主
管機關登記後，始得營業。 

 
第 91 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情
節嚴重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供應酒或檳榔予兒童及少年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供應毒品、非法供應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
身心健康之物質予兒童及少年者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供應有關暴力、血腥、色情或猥褻出版品、
圖畫 
、錄影節目帶、影片、光碟、電子訊號、遊戲軟體或其他物品予兒童及少年者，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四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除新聞紙
依第四十五條及第九十三條規定辦理外，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公布其姓名或名稱及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情節嚴
重者，並得由主管機關移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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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青少年相關法規 - 中華民國刑法、酒販賣場所設置專區專櫃管理辦法 
 

三、中華民國刑法： 

第 18 條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
其刑。滿八十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第 89 條 
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禁戒。 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第 185-3 條 
【與酒駕有關】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四、酒販賣場所設置專區專櫃管理辦法 

第 2 條 

販賣酒品得以下列方式擇一展示陳列，並應與一般商品明

顯區隔： 一、設置專區。 

二、設置專櫃。 前項專區、專櫃，應明顯標示「酒品專區」或「酒品專櫃」

字樣，並應標示「飲酒過量，有害（礙）健康」或下列之一之警語，且

其字體不得小於長寬各三公分： 

一、飲酒勿開車。 

二、未滿十八歲者，禁止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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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場所不販賣酒予未滿十八

歲者。四、酒後不開車，安全有

保障。 

五、飲酒過量，害人害己。 

六、短時間內大量灌酒會使人立即

喪命。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之警語。 

前項各款之警語，得與「禁止酒駕警示圖」（如附圖）合併標示。但前項第一

款之警語， 應與附圖合併標示之。 前二項規定之標示，應使消費者清楚可見，

且不得以任何方式移動或遮蓋，並應固定附著於酒品展示陳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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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劇團  教習劇場演教員培訓計畫 

教習劇場編創與展演  研習手冊 
 

 

 

                      
 

主辦單位：開心劇團 

贊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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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教習劇場」 

 

教習劇場（Theatre-in-Education, 簡稱 TiE）是一種以議題為核心的劇場模式及教育方

法，也是一種應用劇場的形式，涵蓋了劇場演出、教育目標與觀眾參與等元素。教習劇場

的特色在於，能讓觀眾透過觀賞戲劇，以及參與戲劇來「學習」有關社會、歷史及政治等

等方面的議題，也鼓勵觀眾不只是坐著看戲，而是能以真實的身分或角色扮演直接參與演

出，同時在演教員的引導下，觀眾可以在演出過程跟角色互動，提出問題，甚至互相交流

想法，促進思考。 

 

教習劇場除了有戲劇演出的內容外，在劇情間也會加入多樣的戲劇策略 (或稱戲劇習

式、Conventions)。戲劇策略是一種互動劇場活動，通常會安插在劇情之中，中斷情節，

目標是要在「疏離」的情境中刺激觀眾思考，引導觀眾提供想法與意見，並且透過互動的

形式，達到觀眾與角色、或觀眾與觀眾之間的思想交流。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1 7/13 6:30-9:30 肢體開發 

建立團隊默契 (椅子鬼、壓迫者的靜像畫面) 

2 7/20 6:30-9:30 集體即興創作練習(五花八門 die、故事接龍) 

3 7/27 6:30-9:30 議題發想/提出議題/確定議題 

4 8/3 6:30-9:30 集體即興創作，分組故事發想 

5 8/10 6:30-9:30 集體即興創作，確定故事大綱 

6 8/17 6:30-9:30 集體即興創作，劇本完成，確定策略運用 

7 8/24 6:30-9:30 排練 

8 8/25 6:30-9:30 排練 

9 8/31 6:30-9:30 排練 

10 9/8 6:30-9:30 排練 

11 9/10 9:00-17:00 彩排呈現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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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常用戲劇策略： 

 
 

1. 請聽我說：觀眾分為兩組，分別代表青少年和家長，互相向對方表達心聲。 

2. 坐針氈：觀眾對戲中角色進行提問，以加強對角色的了解，或提供角色解決困難之道。 

3. 選邊站：面臨兩難困境或角色間意見相左的情形，詢問觀眾比較贊成或反對哪種看法

和理由。 

4. 牆上角色：利用海報畫出角色人形，填上角色的特性、特徵，用來分析角色外在行為

與內在心理變化。 

5. 靜像畫面：以身體呈現靜止狀態，來表現事情發生的當下狀況，或是代表某種意義的

畫面，或是強調某部分情節。 

6. 思路拍起啟：在靜止畫面時，以拍擊肩膀為信號，當老師拍觸學生肩膀時， 學生必須

說出當時所扮演的角色內心的想法。 主要在 代入角色發言，了解人物感受 。 

7. 思路隧道：進行時，學生要面對面站成兩列，形成一條 隧道  由老師或一位同學扮演劇

中人物甲，慢慢從 隧道中走過，行進時，兩側的同學會發出聲 音，表達意見。  若想

探討甲的想法，可請同學說出他可能的 心境。  

8. 即興表演：是指學員沒經排練，直接進入設定的角色來表演及說話。  即興表演通常由

老師入戲來帶動，以便掌握即興的 方向。  了解學生對情節及人物的了解  培養分析能

力、推論能力及創意 。 

9. 教師入戲：老師扮演劇中一個角色。 這種方式使老師能在戲中與學員直接互動， 由這

個劇中人透露劇中其他訊息，並藉由這 個劇中人刺激孩子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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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結構

 
 

戲劇家維多利‧薩杜曾整理出一套戲劇性發展的順序規則： 

1. 開場：透過影片開場，觀眾可瞭解人物的身分、過去、計劃，以及他們彼此間的關係與

情感。 

2. 激勵動作：通常是在電影發展後不久所發生的一些困擾人物的事件，當它發生時觀眾可

洞悉劇情將如何推展，以及人物可能採取的下一步行動。 

3. 上升動作：發生在激勵動作後的事件，能加強戲劇性的趣味，使衝突逐步升高，並使情

節複雜化。 

4. 高潮：指電影故事中發生的事件、動作等的巔峰狀態，它集合各種事件與動作而塑造出

扣人心弦的場面，在此關鍵點上主角所做的決定，往往會影響到戲劇衝突的結果。 

5. 下降動作：在電影高潮後發生的事件或情節片段。 

6. 結局：電影故事中的最後時刻，在這段時間內所有各自發展的故事線、懸疑、不明狀況

都被揭發，糾纏的情節終得解開，所有情節的矛盾處都得到合理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