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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戲劇於學習—— 
香港創意戲劇節及周年教師公演 

錢德順 
香港教師戲劇會教師培訓總監 

 
香港教師戲劇會一直組織活動，於課堂內外培訓教師，讓學生以戲劇學習不同學科，近年則更聚焦

於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成語和中文篇章。 

 

應用戲劇，就是把戲劇應用於不同的範疇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和動機，例如於應用於學校不同學

科的課堂教學上，如語文、人文學科、個人成長等，這些戲劇活動由教師設計，讓學生按學習的目

標，作多類型的即興創作：創作獨白、對話、定格、聲音及圖畫等。學生在過程中，搜尋資料，深

入思考並互相討論。應用戲劇需要展演自己的創作，其目標不在於培訓演技，而在深化認識學習的

對象，如成語或篇章。 

 
1. 香港創意戲劇節 
 
自從 2011 年起，香港的戲劇教育工作者組成了香港創意戲劇議會（下稱議會），讓學生透過創意

劇，表達意念，並發揮創意。過去 10多年，議會選取多樣化的主題，讓學生透過創作 3-4分鐘的短

劇而學習，有環境保護、論語故事等。近兩年則選取我國的成語故事，期望透過這項活動，讓學生

更深入認識中華文化。 
 
創意戲劇，本意是即興演出，要求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就着議會給予的主題，構思 3-4分鐘的短

劇。經過了十多年的實踐，考慮學生對戲劇的認知和經驗，議會在發放題目予參演隊伍後，給予隊

伍一星期的時間準備。參演隊伍 4 人一隊，演出的時限，小學組為 3分鐘，中學組為 4分鐘。演出

以簡約為主，各隊可以使用的只有一桌兩椅，以及演員身穿的服飾。各隊不可使用任何道具，亦不

能使用任何音效設備，議會期望各隊能更多運用演員的身體和聲線，以表達成語的典故和意思。 
 
議會為參賽學校的老師提供編劇和導演的培訓。議會把理念和各培訓細節，記於香港戲劇議會於

2014 年出版的《創意戲劇 – 審美、歷程、研究》中。 
 
編劇方面： 
第一，演出要突顯主題，就是要突顯成語的典故及其意義，或其於今天所應用的含意。很多時，老

師和學生把集中力放在令演出更為有趣，又或如何更有創意地使用景物等，而忽略了最重要

的，就是演出是為向觀眾傳達主題。	
第二，掌握編劇的基本方法	

Ø 第一步驟，是構思成語可能的人物。學生只有 4 人，人物當然可以超過 4 個，因為同一

學生可分飾多個人物。劇中的人物，有主角，亦有反角。主角當然在劇中要有他的目標，

而反角就是要設法阻止主角達成目標。	
Ø 第二步驟，構思故事的情節。故事情節離不開主角要達成目標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這困難當然就是反角設下給主角的阻攔，主角努力解決困難，但在過程中，反角為他增

添更多的難題，主角則鍥而不捨設法解決困難，結局如何呢？最終可以是主角解決了困

難，亦可以是主角解決不了困難。	
Ø 第三步驟，便是構思台詞了。台詞是至為關鍵的。情節佈局尤如戲劇的骨架，台詞方是

一齣戲劇的面貌和精粹。	
 
筆者於 2024 年 7月邀請了香港都會大學四名一年級學生，他們都沒有演出舞台劇的經驗。他們以香

港創意戲劇節的規定，在一星期內，創作連排練約 10 小時，就指定的成語「三人成虎」，創演兩則

以 4分鐘為限的短劇。讀者可從這四名學生的演出中，了解香港創意戲劇演出，如何能讓學生自主

學習成語典故的同時，了解成語於日常生活中可以如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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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語典故短劇方面，他們構思了四個人物，主角是魏國大臣龐葱，兩個反角是魏國大臣和魏王。情

節如下： 
龐葱一心輔助魏王，讓魏國強大，兩個反角只為自己設想，教唆魏王把財力消耗在無謂的事情上，多次為龐

葱所阻，含恨在心。一次，魏王要派太子到趙國當人質，反角乘機慫恿魏王讓龐葱陪同太子到趙國，好送走

這個經常反對他們的龐葱。臨行前，龐葱私下找魏王，對魏王說，若有一人告訴魏王市集上有老虎，他信

否？魏王說他當然不信。龐葱再問，倘若第二人告訴魏王市集上真的有老虎，又如何？魏王說會將信將疑。

龐葱再問魏王，倘若第三人告訴魏王市集上的確有老虎，又如何？魏王說他就會深信不疑了。龐葱說，他到

趙國後，必定有很多大臣在魏王面前說他是非。魏王卻說自己有決斷力，指龐葱過慮了。龐葱去後，兩反角

真的在魏王面前說龐葱的不是，第一次魏王不為所動，第二次魏王將信將疑，第三次魏王便深信不疑了。數

年過去，龐葱陪太子返回魏國，欲見魏王，魏王對他說：「你以為我真的昏庸麼？你的所作所為，全瞞不過

我，你以後不用再來見我了。」 
四位學生創作的短劇，既敍述了「三人成虎」的典故，也同時把典故的意義表達出來。 
 
現代生活應用短劇方面，情節如下： 

學生們也創作了四個人物，主角是一名中學生，反角是另外三名的路人甲、乙和丙。全劇開始時，主角正要

參與香港創意劇節的頒獎禮，卻遇上了路人甲，路人甲正跳唱着香港當紅女子組合 Lolly Talk 的金曲《三分

甜》。路人甲對主角說，今天頒獎禮的表演嘉賓是 Lolly Talk，門券每人$2000，問主角買了沒有？若沒有，

他還有三張，可以賣一張給主角。主角完全不相信，因為老師說頒獎禮是免費入場的，又從來沒有提及表演

嘉賓。此時，路人乙又在跳唱着 Lolly Talk 的《三分甜》，路人乙向路人甲查詢是否有門券出售，因他仍欠

兩張，路人甲遂以$4000售出兩張門券給路人甲。主角半信半疑之際，路人丙出，三路人跳唱着 Lolly Talk
的《三分甜》，三人稱$2000門券能與 Lolly Talk 同台跳唱，主角聽了後完全相信，卻發現自己沒有門券。

最終，主角以$2000向路人甲購買了最後的一張門券，又與三路人一起練習 Lolly Talk 的《三分甜》。突

然，路人們齊指向一處，大聲呼喊：「Lolly Talk來了！」主角馬上走向路人們指示的方向，但什麼也見不

到。此刻，三路人拿着主角的＄2000元，開開心心地離去了。 
四位學生創作的短劇，能以「三人成虎」，道出在今天日常生活中，仍有多少人因聽到一而再、再

而三的謊言後，便信以為真。 
 
導演方面： 
第一，由於全劇限時 3-4 分鐘，轉場是否暢順便很重要了。原則上，轉場是演出的一部份，既要讓

觀眾明白場景的變動，但也要緊湊而乾淨利落。	
第二，學生的表演技巧也相當重要，包括他們說話的能力，形體表達的能力，運用空間的能力，這

有賴老師的指導，尤其是空間的運用。	
第三，讓學生更多使用不同類型的形體動作，如律動、舞蹈等。	
第四，讓學生更多使用不同類型的說話方式，如數白㰖、詩白、唱歌等。	
 
創意發揮方面： 
第一，創意地構思情節，如讓人物與多年後的自己相遇、讓人物與歷史中的人物相遇、讓人物與未

來世界的人物相遇、讓劇作者與劇中人物相遇、以擬人法把死物或任何事物變成劇中人物等。	
第二，創意地運用景物，如把桌椅想像成其他物品或具備其他功能、把身上的衣服變成有隱身功能

的神奇衣物等。	
 
以上的培訓內容，包括編劇、導演和創意，可參閱香港都會大學學生於 2024 年演出的成語故事劇

「三人成虎」。議會期望於不久將來製作更多類同的演出供學校參考，更期望學校能應用戲劇讓學

生對成語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人成虎」成語故事短劇兩則錄像：成語典故 及  現代生活應用 

（請掃二維碼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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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周年公演 2024 

 

香港教師戲劇會每年組織教師進行公開演出，讓教師演出短劇，好把所得的戲劇經驗帶回學校，組

織及指導學生演出學校短劇。 

 

近兩年公演的主題都是「寓戲劇於閱讀」，培訓教師應用戲劇於提升學生對篇章閱讀的興趣。今年

教師培訓的劇目是《背影背後》，導師以朱自清的《背影》為素材，創作連排練共 7次約 21小時，

培訓教師藉戲劇活動，並通過戲劇創作以研習中文篇章。(黃麗萍，2023a) 

 

我們運用多項戲劇習式（drama conventions），這些習式都是教師較易在教室用以教學的戲劇活動，

包括說書人、以歌曲概括篇章主旨、對話創作、獨白創作、定格創作、場景創作、閒言閒語、良心

小巷、內心抉擇的光譜等 (Neelands & Goode, 2015)。這些習式固然能用於課堂教學，但也是很好的編

劇手法。在是次演出中，參演的教師便運用這些習式集體創作公演的劇本。教師們先透過不同的途

徑，如瀏覽網頁或翻閱書冊以尋找資料，構思人物、情節佈局，再以戲劇習式把《背影》的背景呈

現出來。 

 

全劇的人物和情節如下： 

� 開始時，演員們「以歌曲概括篇章主旨」，合唱《背影》。 

� 「說書人」說明場景正值朱自清中學畢業。然後，演員們以多段「二人對話」，介紹朱自清在

揚州的家： 

Ø 朱自清與父親朱鴻鈞新舊文化對立； 

Ø 嫲嫲很疼愛孫兒朱自清； 

Ø 媽媽對朱自清很信任； 

Ø 爸爸的潘姨太太對爸爸醋意甚濃。 

� 「說書人」把場景引到徐州，以「定格創作」刻劃了朱鴻鈞在徐州夜夜笙歌的生活，其間結識

了歌女紅紅，並娶了她為姨太太。 

� 「說書人」再把場景轉回揚州，以多段「獨白創作」，描述朱自清到北京大學前，娶了武鐘謙

為太太。 

� 「說書人」又把場景轉到徐州朱鴻鈞的辦公室，那是極多衝突的「場景創作」，那個陰謀取代

朱鴻鈞的副局長，安排了多人同時出現在局長的辦公室，新娶的姨太太紅紅上來找局長之際，

揚州的潘姨太太突然出現，見到紅紅，當然大吵大鬧，恰巧兩名記者和副巿長竟到同步抵達朱

鴻鈞的辦公室。事件鬧大了，朱鴻鈞被革職。 

� 「說書人」把場景轉回到朱自清的揚州的家。因朱鴻鈞被革職，四周的「閒言閒語」把嫲嫲氣

死，朱自清對父親的所作所為甚為氣憤。 

� 朱自清大學畢業後，當了教師，與妻子武鐘謙只能以書信傳情表意，妻子表示在家中生活安

好，朱自清甚為欣慰。 

� 朱自清忽回揚州家，竟給他發現爸爸和潘姨太太對妻子態度惡劣，加上父親透過與校長的交

情，從校長處直接拿走自己的薪金，再想起爸爸氣死嫲嫲，一怒之下，朱自清帶同妻兒離開了

揚州，父子關係決裂。 

� 「說書人」把時間一轉，朱鴻鈞的健康大不如前，想起兒子，是去信兒子？還是不去？朱鴻鈞

內心衝突不已，以「良心胡同」呈現出來。最終，朱鴻鈞決定去信兒子。 

� 「說書人」又把場景轉向朱自清那邊。接到父親來信，朱自清「內心抉擇如一光譜」：堅決不

回信？傾向不回信？回信不回信之心情參半？傾向回信？堅決回信？最終，朱自清選擇光譜

「堅決回信」的一端，寫下了著名的《背影》。兩父子最終和好如初。 

� 結束時，演員們再「以歌曲概括篇章主旨」，合唱《背影》。兩父子最終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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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演出後，參演的教師都更明白如何應用戲劇習式於教學中，以深化學生的閱讀篇章。 

 

            
《背影的背景》短劇 
（請掃二維碼欣賞錄像） 

 
3. 展望 

 
香港教師戲劇會將繼續推動應用戲劇於學習，按筆者的觀察和與參與教師的訪談，參與以上兩則活

動的教師都表示，應用戲劇真是很好的教學手段。教師們都認為，應用戲劇於課堂，參與其中的學

生都很感興趣，學習動機和學習效能都得以提升，更能提升學生的創意。當然，教師必須多加應

用，方能掌握應用戲劇的課堂設計方法，並提升課堂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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