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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創造性戲劇及奧福音樂融入閱讀教學 

—以初小中文課為例 
 

麥泳茵   

中國語文及教育戲劇訓練老師 

 

(一) 簡介創造性戲劇及奧福音樂教學 

 

「創造性戲劇( Creative drama )定義為：一種即興的、非表演的，以過程為中心的戲劇形式。在這些

活動中，參與者在領導人的引導下從事想像、扮演與反應人類經驗，其基礎是建立在人類反應自己

對世界的看法，進而了解自己的能力與內在動力」（李秀姿、陳昭儀，2007，22頁）。張曉華

（2014）表示創造性戲劇是西方國家推崇及重視的一種藝術教育，於學校戲劇教學中最常用的初步

階段戲劇教學。因此「創作性戲劇教學是透過戲劇來進行的教學活動及方法，其教學過程以參與者

為中心，強調在自由、開放的時間和空間下學習與領悟，並透過引導讓參與者身歷其境了解學科的

內容及相關知識，並發揮其想像力與模仿力，利用肢體及口語充分表達情緒及感受學會控制情緒」

（葉玉珠、葉玉環、李梅齡、彭月茵，2006，4頁）。 

 

至於奧福音學教學理念與創造性戲劇有着很多共通點。奧福音樂教學理念沿自奧福博士，他認為每

個人天生都有音樂性，而且音樂須與律動、舞蹈、語言相結合才產生意義（林烙，2008）。「奧福

音樂教育重視孩童發展的基本元素，包括肢體發展、語言發展、認知發展、情緒發展、社會行為發

展等」（鄧兆軒、陳淑瑜，2010，81）。它不只是音樂教育，更關係到兒童人格發展，這點與創造

性戲劇有着共同的理念。奧福音樂教學包括說故事歌曲教學、語言說白節奏、視譜遊戲、肢體律動

與表演、鋼片琴與木琴練習、即興創作及自編小型音樂戲劇等（林青芬、吳淑明，2016，72頁）。 

 

(二) 簡介閱讀戲劇化教學 

 

許璦玲（2012）的著作《語文戲劇化教學》提及閱讀戲劇化教學，研究者對這種教學深感興趣。因

為許氏認為創造性戲劇沒有傳統的包袱限制，在小學教學上有比較多的發展空間，而且她嘗試以創

造性戲劇活動與閱讀教學結合在一起。 

 

首先，許氏闡述語文戲劇是指如何把語文應用到戲劇領域，使其發揮創意的功能。因為語文涉及口

語及書面語的文字及文章，而戲劇牽涉的範圍大，藝術層次多，因此可以把語文戲劇化，並用於閱

讀。「透過角色扮演，體會作者所創造的情境及所要表達的感情，增加了文學欣賞能力」（許璦

玲，2012，71 頁）。因此許氏認為閱讀教學與戲劇結合，能讓閱讀的理解能力延伸而出。她甚至認

為「閱讀最高境界在於它與戲劇結合的創意中有可能讓學生產出『無中生有，製造差異』的效果」

（許璦玲，2012，81 頁）。 

 

(三) 創造性戲劇及奧福音樂教學結合於閱讀戲劇化教學的教學實例 

 

以下是研究者與初小的學生，透過敍事文章《牙齒要搬家》進行教學，以創造性戲劇與奧福音樂結

合閱讀戲劇化教學，讓學生輕輕鬆鬆地掌握閱讀技巧，感受透過戲劇教育獲得的成就感及享受音樂

創作的樂趣。現節錄其中三節課堂的重點與讀者分享： 

 

  



9 

 

第一節： 

主題 蛙牙真痛苦 

圖示 

 
教學步驟 

及分析 

研究者先以「教師入戲」扮演《牙齒要搬家》內的人物美美，表示自己喜歡吃糖

果，愛用手拿東西吃，但又不愛刷牙和洗手，結果牙齒一天比一天變壞，想要

「搬家」（交代敍事文章內容）。在牙齒變壞的過程，研究者利用鋼片琴彈打不

同的節奏，由輕快逐漸變得沉重，透過樂器帶出的不同氛圍，與此同時，請學生

配合身體的律動及步伐，表達蛀牙為美美帶來不同程度的痛苦。 

然後研究者善用戲劇其中一個元素「道具」，請學生合作把白色輕黏土搓成小牙

齒，然後黑色水筆在「小牙齒」上畫上黑點，一邊填色，一邊以自創聲效，例如

「篤……篤……篤」、「澎—澎—」，模仿牙齒被病菌日漸侵蝕的情境，把抽象

概念具體化。從此觀之，「戲劇是多元化的藝術活動，兒童日常在語文、美勞、

音樂等學科學習之智能」（甄曉蘭，2003，31 頁），均可運用於戲劇活動。 

 

第二節： 

主題 刷牙歌 

歌曲內容 《刷牙歌》 

「向上刷，向下刷，不可放任胡亂刷，應防牙縫藏辣撻，想防蟲蛀應該刷。 

你又刷，我又刷，光輝潔白唔辣撻，應防牙兒黃又黑，起床臨瞓都應刷。」 

教學步驟 

及分析 

研究者與學生進行奧福音樂教學的歌唱及律動教學。首先與學生一起欣賞及學習

唱歌曲《刷牙歌》，然後再為歌曲分組合作即興創作肢體創意舞蹈，最後分組表

演，表演時加入說白、歌唱、律動及利用樂器製造音效，在歌曲終結時，大家要

合作做一個「定鏡」（常用的教育戲劇習式），以表達歌曲主題。 

 

有一組學生的表演令研究者印象深刻，現細說如下： 

 

學生先用木魚敲擊說白的節奏，然後說白： 

 

「趕緊刷牙、趕緊刷牙，向上刷，向下刷。 

如果你不刷牙，如果你不刷牙，牙齒要搬家。」 

 

然後大家一起唱歌及跳舞，唱到最後一句時大家以肢體動作扮成一顆「牙齒」作

為「定鏡」。當大家以為表演結束時，突然有組員拿着小鼓跑出來，站在「牙

齒」旁邊，然後擊打小鼓，每打一下，「牙齒」就向下跌，最後隨着急速又澎湃

的小鼓節奏，「牙齒」跌落在地上，表達不刷牙的後果。 

 

在這組學生表演後，大家一起分享感受，有學生表示敲打小鼓能帶出澎湃的感

覺，與第一節大家要依照不同節奏表達不同步伐，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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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留意到表演者扮演一顆「牙齒」時表情十分痛苦，因此當它跌在地上時，就代

表「蛀牙已經脫落了」。此外，創作說白的學生表示留意到研究者把歌詞及《牙

齒要搬家》文章貼在白板，於是嘗試在文章內找創作靈感，因此引用文章內「趕

緊去刷牙」、「牙齒要搬家」及歌詞「向上刷，向下刷」等句子用作說白的內

容。 

 

透過以上活動及學生之間的交談，可見學生不僅「啟發肢體感知及創意」（林青

芳，吳淑明，2016），而且懂得運用歌曲及肢體動作帶出主題，把戲劇情景欲表

達的氣氛渲染出來（香港創意戲劇議會，2014）。 

 

第三節：  

敍事文章內容 《牙齒要搬家》 

一天晚上，美美躺在牀上睡覺，睡得正甜時，她做了一個夢；「我長得愈來愈

黑，真難看！」牙齒不高興地說。「每次美美沒有洗手就拿東西吃，我真的很擔

心。」嘴巴也說起話來。牙齒接着說：「美美太不講衛生了，我真想搬家。」 

第二天早上，美美還記得昨夜的夢，她想起牙齒和嘴巴的說話，心裏害怕起來，

趕緊去刷牙、洗手，從此做一個講衛生的好孩子。 

學生的即興歌

曲創作內容        
牙  齒  生 氣  啦 嘴 巴  擔 心  啦 

    
美美  不講  衛 生   牙 齒 快要  搬  家 

   
 怎   麼  辦  呀？ 怎  麼  辦  呀？ 

教學步驟 

及分析 

研究者先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把《牙齒要搬家》內容演繹出來，有的負責旁白，

有的負責扮演牙齒，有的負責扮演嘴巴，有的負責扮演美美。 

 

然後進行奧福音樂之中的即興創作教學。研究者請學生運用 、 音符，即興

創作 6 節 4 拍子節奏，創作完成後用鋼片琴把創作成果敲打出來。學生們都紛紛

拿起文章閱讀，並即興嘗試了很多不同的節奏組合及配上歌詞。 

 

透過反覆的練習，學生既提升對 4 拍子的各種節奏組合的認知，又能豐富詞彙，

並且提升學生對閱讀的主動性。由此可見，創造性戲劇及奧福音樂教學融合在一

起時，的確能為學生帶來不一樣的戲劇、音樂、閱讀新體驗。 

 

（四）總結 

 

透過以上的教學實例分享，可見學生在「學習音樂的過程，能培養出創造思考、建立自信心」（謝

宜芳、李友婷、宋佩容，2017，10 頁）。與此同時，奧福音樂講求的肢體活動、聆聽專注及即興創

作都與創造性戲劇理念一致，「在戲劇化表演中必須透過肢體、動作及語言的表達方式」（許璦

玲，2012，292 頁）。此外，當學生以戲劇化生動地演繹閱讀文本時，就是顯示閱讀戲劇化的威

力。因此，研究者建議大家多嘗試透過創造性戲劇及奧福音樂融入閱讀教學之中，發挖更多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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