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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編寫短劇的可行方法 
錢德順 

戲劇教育工作者 

 

課堂實踐可看到，學生學習一門學問或發展一項能力時，常建基於多項較基礎的能力。很多時，

學生學習成效不彰，往往是由於未能掌握一項或多項基礎能力。教師要做的，是要逐一增強學生

在個別範疇的基礎能力，然後再增強學生綜合各項的基礎能力。 

 

對學生來說，編寫一個十來分鐘的短劇並不容易，因為編寫短劇需要掌握五項基礎能力，包括藉

戲劇探究主題的能力、構思故事情節的能力、以「場」來呈現故事情節的能力、創作人物的能力、

撰寫台詞的能力。(參表一)  

 

 
 

表一：學生編寫短劇所需的主要基礎能力 

 

誠然，學生透過多讀多寫劇本，再加上多欣賞戲劇展演，可以提升編寫短劇的能力。但如有系統

地培訓學生以上提及的五項基礎能力，學生則可在較短的時間內，便能寫出較理想的短劇。 

 

1.  藉戲劇探究主題的能力 

 

編寫短劇，學生遇到的主要困難，是作品沒有明確的主題。為甚麼會如此呢？學生對戲劇的認知大

多來自影片，包括網上的、電視或電影的，影片多具吸引力，卻不一定有明確的主題。很多學生以

為，戲劇很有趣，其主要目的是為觀眾開開玩笑，學生多不曾想過，要透過戲劇傳達一些有意義的

主題內容。 

 

教師要引導學生，編寫短劇時，如作一篇文，要確立有意義的主題。學生向中文教師遞交作文時，

大多能明白文章要有具意義的主題，這是因為中文教師自小便指導學生，作文不能一味為搞笑，

而需要先確定有意義的主題，在作文過程中，要緊扣主題。教師指導學生編寫短劇，也須如此。 

 

確定短劇主題，涉及兩個層次，一是選取合適主題，二是如何透過戲劇探究主題。教師或喜愛給

學生自由題，讓他愛談甚麼，便談甚麼。但事實上，給學生自由題，便是要學生同時兼顧選取主

題和探究主題兩個層次。學生自行為戲劇選題，對學生來說，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容易。試想中文

科要求學生寫文章，教師不也為學生設定題目、字數、體裁嗎？編寫短劇也當如此。教師為學生

設定短劇的主題，學生便可把全副精神放在探究主題上，毋須為選取主題而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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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教師應為學生設定甚麼主題呢？主題可以是很宏大的，如全球關注的問題，也可以收窄至學

生身邊周遭的家庭和校園事。一些宏大的主題，如家國情、關心地球另一邊的貧困等，學生得自

行花時間來收窄主題，凝聚焦點，然後搜集足夠的資料，進行分析探索。一些社會性的主題，如

環保、性別歧視、殘疾等，由於學生較不熟悉，教師須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搜集資料，讓學生對

主題有確切的認知。筆者就曾指導學生就同性戀為題編寫短劇1，學生固然很有興趣，但對問題卻

又不大認識。筆者花上了數月的時間，為學生安排了多次訪談，包括與同性戀者、宗教人士、社

工，又一起欣賞相關錄像和書籍。這些探究過程很重要，劇中的人物往往於探究過程中活現在編

劇者的腦海中，所編出來的劇本才具感染力。 

 

倘把主題收窄為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事，如友情、親情、師生情等，則可省回很多探究時間。筆者

曾指導學生以校園愛情為題，編寫短劇 2。校園愛情的探究來得方便容易，筆者主要用了問卷調查

和座談會，座談會上的學生，本身便擁有很多第一手材料，編劇組在一兩星期內便完成探究，著

手編寫具體對白了。 

 

2.  構思故事的能力 

 

戲劇的類型很多，不一定以故事為骨幹。但對初學編寫短劇的學生來說，教師宜讓他們從編寫有

清晰故事情節的戲劇入手。 

 

教師或以為，學生不難構思一個具完整結構的故事，因為學生自少便接觸無數故事，如白雪公主、

灰姑娘等。誠然，學生曾接觸過不少故事，但他們是否便懂得故事的結構呢？更進而能構思一個

完整的故事呢？在香港，學生在學校閱讀和寫作的多是散文，閱讀和寫作故事則少之又少。學生

都聽過很多故事，卻未對它們的結構進行仔細分析，又如何能編寫呢？ 

 

甚麼是完整的故事呢？教師可用中國傳統對故事四階段的結構，指導學生。故事首階段，是故事

的開始，此階段旨在讓讀者認識劇中各人物的性格和目標，人物間的衝突不太明顯，但已潛伏中；

第二階段是故事的發展，主角面對困難浮現出來了，人物間因着目標差異而起了衝突，衝突也隨

情節而高升；第三階段是故事的逆轉，人物間的衝突發展至高峰，通常主角所遇到的困境也達至

高峰，卻在此時，主角遇到出乎意料的際遇，故事情節的發展方向出現急劇轉變；第四階段是故

事的結束，主角的困境已過，他對人生亦有了新的體會。學生熟悉的故事，如《白雪公主》、

《灰姑娘》等，情節大都如是。 

 

因此，教師期望學生自行創作戲劇的故事情節時，宜先向學生教授故事結構，並指導他們說故事

的能力。 

 

3. 構思人物的能力 

 

對熟練的編劇人來說，構思故事情節和構思人物是分不開的，常常同時並行，又或先構思好劇中

人物，再構思故事情節。學生有別於熟練的編劇人，他們大都是先構思故事情節，而所構思出來

的故事情節中的人物都是很含糊的。 

 

 
1 參與編寫該短劇的同學有五人，劇目為《告別女兒情》，藉兩女生的戀愛故事，描述周遭的人對這份戀情的看法。該劇獲香港學校戲

劇節(1999-2000)學校演出期劇本獎，並公開演出期最佳劇本獎。 
2 參與編寫該短劇的同學有八人，劇目為《校園總是浪漫》，藉四男生和四女生的遭遇，展現校園戀愛生態。該劇獲香港學校戲劇節

(1992-93)學校演出期劇本獎，並公開演出期最佳劇本獎提名，並香港演藝發展局中學組最佳劇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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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中文課已學習描寫人物，我們可讓學生以在中文課學得的人物描寫能力，用於編寫短劇，

包括概括描寫、肖像描寫、說話描寫、行動描寫和心理描寫。短劇不單要求學生描寫人物，也要

構思人物，構思是「從無到有」的過程，這對學生來說是較困難的。 

 

以改編《龜兔賽跑》為短劇為例，除了龜和兔外，學生還可以構思些甚麼人物呢？這對學生來說，

並不簡單。 

 

學生在構思人物的另一困難，就是不夠鮮明。學生愛創作的，都是身邊的人物，如同學、老師、

爸媽等，人物間性格和功能常很類同。因此，在指導學生編寫短劇時，教師要讓學生明白「性格

鮮明」的概念，就是在短劇中，各人物性格要有明顯的差異，發揮着不同的功能。例如，在講述

代溝的短劇中，若爸爸和媽媽的性格差不多，兩者皆是欠缺聆聽兒子心聲的耐性，動輒便打罵兒

子，爸爸和媽媽兩人物的性格和功能便類同，就是不夠鮮明。相反，若媽媽性格不變，爸爸卻風

趣幽默，能在母子間居間調停，那麼爸爸和媽媽在劇中便有不同功能，全劇的變化亦較多，爸爸

和媽媽兩人物的性格，便更為鮮明了。 

 

4.  以「場」說故事的能力 

 

舞台劇以「場」為段落，所謂「一場戲」，是發生在「一個地點」和「一個時段」內的段落。誠

然一場戲有很多可能性，不一定便是「一個地點和一個時段」，例如可以「一個時段和兩個地點」

或「一個時段和多個地點」等，但對學生來說，向他們提供太多可能性，只會令他們感到混亂。 

 

「場」對學生來說，是既新且難的概念。一般學生在編劇時，往往把劇本寫成電視劇： 

 

此刻在教室上課，鐘聲響了便沿樓梯與好友邊走邊談，到學校小賣部買了飲品後，便到學
校的籃球場和其他同學聊天 

 

以上的情節是學生典型的錯誤，每場的時段短，台詞少，地點隨意變動。 

 

其實，舞台劇的時空受到一定的限制，倘這一場戲選取教室為事件發生的地點，那麼，在這場戲

的一段時間內，事件便會局限在教室內發生。 

 

一齣短劇約有三至四場，即是說，學生要在三至四場內把全劇的故事講好。以「場」為單位來說

一個故事，就是要求學生有能力為故事選取關鍵事件，當這些關鍵事件併合起來時，便能把整個

故事呈現出來。 

 

由於轉場容易影響觀眾欣賞的興味，全劇推進的節奏也易受到轉場的干擾，故轉場不宜太多，每

場戲也不宜太短，例如不少於 3分鐘。 

 

5.  運用台詞展現故事的能力 

 

學生閱讀和理解劇本不難，但要學生以劇本的對白為主的體裁寫作，則需要訓練。 

 

台詞在戲劇中有三大功能，一是向觀眾交待短劇的基本資料，如人名、人物的關係、地點、時間

等，學生要能以台詞自然地交待這些背景資料；二是向觀眾提供情節故事，例如各人物以台詞向

觀眾提供他們將要做的事情，要達成的理想和目標等，這也是故事將要推進的方向；三是描寫人

物性格，學生要能按人物的性格創作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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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自小便學習以文章來表達自己，文章多以第三人稱來述事，寫來比較直接。但劇本則以台詞

為主，劇中人物以第一人稱說話。寫台詞時，學生便要進入劇中人物內心，按人物性格，以人物

的立場來說話。 

 

初寫短劇的學生，基於本身在學校的中文寫作訓練，常以旁白來描述情節故事，也有一些把原來

需要演的情節寫為舞台提示，類似的現像很普遍。以下便是見於初寫短劇的學生所見的一例： 

 

於是小明的爸媽便在小明身旁，大聲討論着小明中文不合格的原因，小明仍默默地做着中
文的改正，數分鐘後，小明終於忍受不了…… 

 

以上一段情節，實應寫出爸媽討論時的台詞， 並不宜放進舞台提示內。 

 

要培訓學生以劇中人物的身分和性格寫台詞，其中一個方法是把他們分組，各自扮演劇中人物，

即興故事情節，並展演出來，過程中，教師必須給予學生充分時間來討論和排練。 

 

課堂的即興，實在有多重的學習功能。第一，學生每人專注一角，為所飾演的人物創作台詞，學

習效能比同一學生兼顧多個人物來得高。第二，展演前的討論和排練，能有效訓練學生多項共通

能力，尤其是溝通能力、協作能力、創意思維等。第三，展演短劇能有效訓練學生「聆聽」及

「說話」的能力。第四，展演能讓學生體驗「可演性」的意義，在下筆前能及早修訂「演不來」

的部分。第五，由於即興演出只稍加排練，學生須面對很多偶發的台詞和行動，有效地培訓他們

的應變能力。 

 

6. 總結：宜指導學生改編現成故事或繪本為短劇本 

 

以上所見，學生編寫原創短劇，其實對他們要求甚高。為減低編寫短劇的難度，教師可考慮讓學

生把現成故事或繪本改編為短劇，因為改編現成故事或繪本為短劇，所涉的基礎能力，比編寫原

創劇少，起碼學生不用自行構思故事，而現成的故事必然已約略提供了主題、情節、部份場景、

部份人物和部份台詞。 

 

改編現成故事或繪本，宜以 4-5 學生的小組進行。首先，各組學生要釐清現成故事或繪本的主題。

要釐清主題，學生必須對作深入的閱讀，翻查參考材料。教師宜要求各組以簡短文寫把主題記下，

例如 50-100 字，以便未來全劇能緊扣主題。第二，從故事中選取關鍵情節，並進行分場。教師宜

讓各組學生為各場撰寫以下各項：人物、地點、時間、及讓場內有何事件發生。第三，戲劇人物

性格要鮮明，也就是人物的性格和功能有差異。第四，學生為人物創作台詞，這與原創劇基本上

無異。 

 

對比編寫原創劇，改編劇對學生來說，有如臨帖習字，較為容易。由於主題多少被規範了，故事

情節有了，人物或多或少存在了，人物的台詞也或多或少有了，除選取重點作分場的能力外，各

項能力的要求相對下降。 

 

選擇故事或繪本給學生改編，長度宜約二千字以內，以便學生改編它為十至十五分鐘的短劇。有

一些故事和繪本的主題較易發揮，並從中反省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