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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科教案 

課題︰  集中能力 

範疇：表演技巧  

級別︰初中 

學生人數︰14 至 17 

 

 

參考書： 

錢德順、黃麗萍(2007)。戲劇教育第一冊。香港教師戲劇會 

 

 

教學目標︰ 

（一）認識集中能力； 

（二）了解集中能力對戲劇的重要性； 

（三）認識集中能力在日常生活的意義◦  

 

課前準備：  

（一）雪糕筒數個； 

（二）眼罩一個； 

（三）波子一粒； 

（四）提子乾三小盒； 

（五）工作紙 

 

 

教學過程︰ 

需時 

(分鐘) 

教學內容 

 

教師備註 

（改善建議或其他意見等） 

       5  帶學生到戲劇教室安頓， 

圍圈坐好 

 

這五分鐘是必須要花的了，唯有建立學生的自 

律及準時回課室習慣；建議圍成圓圈坐下的方 

法，比較有親切感。 

       3 開場白 尤其是開初幾課，用少少時間閒聊幾句，順帶 

記記學生的名字，談談功課做成怎樣，上一課 

誰的表現很好之類，可令學生心情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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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時 

(分鐘) 

教學內容 

 

教師備註 

（改善建議或其他意見等） 

       5 第一部份：講課 

教學目的── 

了解集中能力對戲劇的重要性， 

認識集中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的意 

義。 

(請參考戲劇教育第一冊第二課 

課文) 

 

 

 

可自行分享有趣的例子，或用問答的互動方式 

進行，尤其強調演員必須克服觀眾的注視，甚 

至要 享受 觀眾的注視。 

 

 

 

 

 

       15 

 

 

 

第二部份：活動 

教學目的── 

認識及體驗集中能力 

 

活動一：自我介紹 

教學過程： 

1.第一冊第二課練習一 

2.全部完成後，坐下討論當別人 

目光投射到自己時的感受。 

3.講解接著下來的練習，是分開 

   視覺、觸覺和聽覺去鍛練集中 

   能力。 

 

 

 

 

 

 

 

 

*適當的聲線及身體的熱身是必需的，尤其對 

  害羞及被動的同學而言，否則匆匆完成練習 

便沒有意思。 

*動作不一定要代表自己的名字，只要他們自 

  自己覺得很型很勁也可，能引發他們動力。 

*未獨立做之前，可以先一起做。 

*老師必須令同學是向其他同學做，而不是只 

  向老師交代；同時，其他同學也要集中精神 

  去看正在做動作的同學，精神不應散渙。 

*如不夠時間討論，可只提出問題，叫他們把 

  答案放在心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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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時 

(分鐘) 

教學內容 

 

教師備註 

（改善建議或其他意見等） 

 

 

       5  

 

 

 

 

 

 

 

 

 

 

 

 

 

 

 

 

 

 

       5  

 

 

 

 

 

 

 

      10  

（第二部份續） 

 

活動二：彈珠在哪裡(視覺集中) 

教學過程： 

1.第一冊第二課練習五 

 

 

 

 

 

 

 

 

 

 

 

 

 

 

 

 

活動三：摸手仔（觸覺集中） 

教學過程： 

1.繼續圍坐，其中一組派一名代 

 表矇著眼睛； 

2.第二組派一名代表去跟他握手； 

3.除去眼罩，跟第一組所有組員 

 握手，猜猜剛才握手的是誰。 

 

活動四：鯊魚水母（聽覺集中） 

教學過程： 

1.第一冊第二課活動四 

 

 

 

視覺集中的活動，還有戲第一冊第二課活動六 

「有何不同」；老師可視乎情況，決定使用哪 

項活動。 

 

「彈珠在哪裡」的意見： 

*圍圈做比排直線會看得清楚一點； 

*錯誤率較高； 

*叫同學解釋觀察理據，其實沒太多討論餘地。 

 

「有何不同」的意見： 

*錯誤率較低，有成功感； 

*未必一定是某一情境的定格，可讓同學留在 

  原位自由發揮； 

*改動項目的數量可靈活增減；* 

*停格給同學望著一段時間，好處是可順便訓 

  練演員「習慣被注視」的能力。 

 

 

 

*參與者只有矇眼者及對方組員，其他人較悶； 

*男與女握手並沒產生不好意思的問題； 

*不算太難，同學大可成功猜中； 

*個人覺得「觸覺」應放在感官記憶練習的課 

題，不太算是「集中能力」最合適的練習。 
 

 

*必須有足夠面積的房間，才能安全進行，並且 

  留心撞牆，或可用「雪糕筒」把安全範圍劃前 

，遠離牆壁； 

*逐步增加人數，好處是觀眾可以汲取同學的 

 「蝦碌」教訓，到自己加入遊戲時，集中力 

 會更佳； 

*提醒同學用眼睛望著老師發指令，是會逃得慢 

 些的，應用聽覺去集中精神； 

*是否進行第二階段，視乎學生進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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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時 

(分鐘) 

教學內容 

 

教師備註 

（改善建議或其他意見等） 

 

 

 

 

 

 

      5 

 

 

 

 

 

 

 

 

      15 

 

 

 

 

 

 

 

 

 

 

 

 

 

 

 

       2 

 

 

 
 

 

活動五：自我介紹 

教學過程： 

1.總結活動二至四的經驗，靜下 

  來想想自己有否進步； 

2.老師重複活動一「自我介紹」， 

  但可刪去熱身部份； 

3.完成後，分享今次和上次分別。 

 

第三部份：工作紙 

教學目的──強化同學對集中能 

力的體驗。 

教學過程： 

1.老師先示範一次，再由同學試； 

2.每次吃一粒提子乾，作勢吃下， 

其實可吃或不吃； 

3.合起手，等同學將答案寫在工 

  作紙的表格中； 

4.待全部同學作答後，揭曉； 

5.再重複 2 至 4 步驟； 

6.共進行五次，為之一個回合； 

7.首位同學完成後，另找兩位 

同學進行其餘兩個回合。 

第四部份：總結 
 

 

 

 

 

 

*和聽覺集中力有關的活動，也可選擇戲劇教育 

第一冊第 13 頁的活動二和三，可是趣味性不 

夠，對不願動的同學來說，更是完全行不通。 

 

 

*先要他們感受一下做完幾個練習後的得著，不 

用太急； 

*若發覺同學有進步，不妨立即讚賞； 

*做得太心急的同學，要他準備好再來一次； 

*對兩次活動的不同感受，要在工作紙中分享。 

 

 

 

 

 

*再次試驗觀察方面的集中能力； 

*每人各自有工作紙記下成績，以便老師評分； 

*留心同學作弊，要作答完成才揭曉； 

*答案一經塗改，作答錯論； 

*有提子乾作獎勵作用，同學樂於出來表演。 

 

 

 

 

 

 

 

 

*通常沒有時間剩下來總結，只能再講一次「今 

 日的題目是集中能力，記住喇!」便完場。 

 

其他意見：集中能力好的班別，活動的數目可 

減少，以便每個活動仔細去體驗和討論；但集 

中能力差和紀律弱的班別，可選擇多些項目去 

吸引住他們的專注。此外，先想好何時站立何 

時坐下何時去那個位怎麼排位等問題，因為這 

 

也有玩過「老師話」來搞氣氛，效果不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