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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教學增能計畫成果發表 
分項 

計畫 

名稱 

計畫 D--確保課程品質 

成果 

名稱 
105(2)「兒童文學」課程發表：兒童劇本編寫與讀劇展演 

舉辦 

日期 
106.05.15 舉辦時間 14：00~16：00 

主辦 

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 
舉辦地點 臺南大學文薈樓 J404 教室舉辦 

參加 

對象 

主辦學校 

參加人數 
87 名 

夥伴學校 

參加人數 
0 名 

其他 

參加人數 
0 名 

參 

與 

人 

數 

成功大學  名 中正大學  名 南華大學  名 

嘉義大學  名 臺南大學 87 名 金門大學  名 

臺南藝術大學  名 真理大學(台南校區)  名 康寧大學  名 

長榮大學  名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名 台灣首府大學  名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名 雲嘉南區域合作高中 ○○高中、○○高中  名 

執行 

重點 

及具 

體作 

法 

本課程目的，除了讓學生透過閱讀兒童文學作品，以具備兒童及文學性相關概念與素養外，

更著重在實際創作與應用的能力上。一方面，期望為台灣下一代的兒童文學領域培育出更多能量

充沛的創作者；另外，也希望將學生原創作品轉化成多元媒體形式。本學期則以兒童戲劇劇本的

創作編寫為主，並透過劇場讀劇的演出模式，讓學生對目前兒童戲劇與劇場的實務狀況有所認識，

並能在操作的過程中，培養多元媒體運用的能力及優質的識讀素養，人文思維的態度和素養也是

就業的重要趨勢之一。 

在過程中也能培養學生的團隊良性互動，透過同儕間的合作來學習，藉由溝通協調討論，學

生自己負責、掌握學習的節奏，並且主動積極參與，決定自己的學習過程。此外，當其他學生聆

聽各組進行讀劇時，也同時提昇傾聽的耐性和能力。最後在演出中獲得創作的成就感和享受兒童

文學的純真歡樂。 

本活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課堂的講解，讓學生明白兒童戲劇的概念與劇本的編寫方式，從

中了解一部兒童戲劇所必備的要素，掌握到吸引兒童的內容特質為何，並邀請劇場實務經驗豐富

的影響新劇團團長呂毅新老師，為學生分享創作經驗和演出歷程，加深學生創作兒童戲劇的概念。

二是實際操作以及構思的階段，在分工與時程規劃之後，給予各組共同的戲劇角色，並設定數種

可能性，讓各組自由發揮故事的發展。最後由各組撰寫兒童劇本，並小組討論出所要製作的兒童

戲劇形式、主題，以及流程等，進行工作分配。三是成果展現，此階段邀請了兩位具有戲劇領域

專長的戲劇系學生講評，在展演過程中，表現學生的創意和努力成果。 

 

執行 

成果 

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共編寫了十五部兒童戲劇，活動當天因乙班學生時間無法配合，所以主要

展演的兒童歌謠為甲班學生所創作，分別為「小黃奇遇記」、「一本有魔法的書」、「旅行的意義」、

「誰能吃蘋果」、「新編魔笛」、「神秘的盒子」以及「賣玉蘭花的小男孩」這七部作品，每組各表

演其劇本中的一幕，並邀請兩位具有戲劇領域專長的戲劇系學生李文洛、葉俍宏擔任講評人。 

講評的重點主要在讀劇過程中聲音及表情的展現，演出者必須去模擬劇本中人物角色，並帶

領觀眾進入故事中的世界。兩位講評人說明一人演出多角色時，角色之間轉換要有明顯的差異，

例如聲音高低大小的不同，並肯定學生對於塑造角色的用心，許多人物的形象都相當鮮明。講評

人讚許各組當天的表現自然大方，即使在眾人的注視之下也不會怯場，亦給予各組修正的建議。

如「小黃奇遇記」將日常用品的筆擬人化，而小組成員可以再突顯各種款式的筆的個性；「一本有

魔法的書」與「賣玉蘭花的小男孩」的演員們聲情表現良好，塑造出一個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旅行的意義」與「神秘的盒子」則需要些微的修正，如臺詞稍微拗口；「誰能吃蘋果」與「新編

魔笛」為改編作品，學生在劇情設計展現創意，如將希臘神話中三女神爭奪的蘋果切成三份，平

均分給女神後解決難題的創意獲得現場老師與同學一致的肯定。最後講評說明不論是原創還是改



編劇本，情節安排都相當吸引觀眾注意，有不少題材或主題都取材自日常生活中的現象或物品，

可見創作者對生活觀察入微。 

在就業力的提升上，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展現： 

一、 將理論轉化為戲劇形式的應用能力 

透過本活動的成果展現，學生不僅能學到兒童戲劇的概念與劇本的編寫方式，還認識劇場形

式與簡易的舞臺工具操作，完成現場的讀劇展演，不只加強學生競爭力，符合職場要求之外，更

重要的是透過此活動，使學生體會到「活用」的重要性。 

二、 創造力的展現 

在構思主題以及內容，皆可看到各組不一樣的巧思，並藉由互相分享欣賞，摩擦出更多創意

的火花。 

三、 溝通力的磨合 

在分組討論的過程中如何解決意見不合，以及分工操作時要怎麼配合彼此的時間，都考驗了

學生溝通技巧的運用。 

四、 自學力的提升 

大部分學生都是首次接觸讀劇這樣的演出模式，過程中，不論是多媒體程式的運用或者構思

出現瓶頸，學生都會主動找書或網路搜尋等方式來解決問題，對於自學力的提升自然有所裨益。 

由收回的問卷顯示，多數同學對於此發表會覺得滿意與喜歡，可見此發表會的成功，並有多

數同學認為此活動對於自身的幫助極大，建議未來可繼續辦理，使學弟妹也能有此創作與實用的

機會。 

活動 

剪影 

 

  

說明： 03/27於學生進行劇本編寫創作之前，邀請「影響．

新劇場」負責人呂毅新老師，分享創作兒童、青少年戲劇

的經驗，開拓同學對於兒童戲劇的想像和視野。 

說明：呂毅新老師於演講穿插想像力練習，讓同學嘗試以

新奇的角度，探索周圍事物的有趣之處，並讓同學發表對

生活經驗融入創作的心得。 

  

說明：05/15發表會當天，各組於展演之前說明創作理念及

構想。圖為「小黃奇遇記」展演發表。 

說明：各組現場展演創作的兒童劇本。學生用心表演詮釋

劇本。圖為「誰能吃蘋果」展演發表。 



  

說明：活動當天，所有人專注欣賞讀劇展演發表，並於表

演結束後寫下評語。 

說明：學生表演時加入創意增添戲劇趣味。圖為「賣玉蘭

花的小男孩」組，人體火車跑入觀眾席，與台下觀眾互動。 

  

說明：在所有曲目展演結束後，戲劇系學長李文洛為本次

活動進行講評，並肯定學生在作品上的創意展現。 

說明：在所有曲目展演結束後，戲劇系學生葉俍宏為本次

活動進行講評，並提供同學對於劇場實務方面的建議。 

 

改善 

措施 

及檢 

討建 

議 

一、由收回的問卷顯示，多數同學對於時間安排上，無法讓兩班同學順利共同參與全程感到遺憾，

建議未來可另外安排時間，讓兩班一起參與。 

二、反應時間安排不佳的同學，認為可以將發表會提前，比較不會跟其他學校或系上的活動撞期，

或是在展演之前安排一次綵排，表演者可以好好準備。 

三、無線麥克風多一點，更便於表演者演出。 

活動 

滿意 

度問 

卷結 

果 

當天有 87 人簽到，每人皆給予問卷以期共同改善活動，發表會結束則收回 69 張有效問卷。

根據整理出的數據顯示，喜歡本次成果發表會者，非常滿意有 48%，滿意有 46%，普通有 6%，

其餘則無；認為時間安排適切者，非常滿意有 58%，滿意有 35%，認為普通者有 7%；認為場地

安排適切者，非常滿意有 58%，滿意有 35%，認為普通者有 7%；整體而言，滿意此次發表會者，

非常滿意有 49%，滿意有 44%，認為普通者則有 7%；認為活動對自己有幫助者，非常肯定有 45%，

肯定有 42%，認為普通有 13%。可見雖然絕大多數的同學對此次發表或覺得滿意或喜歡，但有少

數同學覺得普通，顯然還有可加強的空間，但反映不滿意的人則沒有，足見此次發表會的成功。 

開放性回饋中，幾乎有八成以上的問卷都表示從本次活動中，對於瞭解兒童戲劇的概念與劇

本的編寫方式更為了解，另一成的人則表達從中學習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最後還有一成的人認為

從中可以接觸戲劇知識，學習到舞台走位以及如何表達台詞的情感和音調，增進口語及肢體表達

能力。 

此次活動大多數人都對於講評人的講評給予肯定，認為很有建設性，除了在劇本內容的提點

上十分中肯，令各組在劇本設計的改良獲得相當大的幫助之外，特別在劇場實務及戲劇的呈現方

式方面，更是提供了專業的建議。 

附件 

資料 

附件 1. 發表會議程 

附件 2. 發表會海報 

附件 3. 發表會專家指導意見追蹤表 

附件 4. 發表會簽到單 

附件 5. 活動問卷 

附件 6. 活動成果分析 



附件資料: 1. 發表會議程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兒童文學」課程成果發表會 

兒童劇本編寫與讀劇展演 

活動流程表 

時間 流程 

14:00~14:05 發表會開始：講評人介紹及致詞 

（發表會進行說明＋學生現場展演,每組表演時間約 13分鐘） 

14:05~14:18      第一組：小黃奇遇記 

14:18~14:31      第二組：一本有魔法的書 

14:31~14:44      第三組：旅行的意義 

14:44~14:57      第四組：誰能吃蘋果 

14:57~15:10      第五組：新編魔笛 

15:10~15:23      第六組：神秘的盒子 

15:23~15:36      第七組：賣玉蘭花的小男孩 

15:36~16:00 講評人一致講評 

活動結束 

 

  



附件資料：2. 發表會海報



 

 

附件資料：3. 發表會專家指導意見追蹤表 

 

     課程成果發表會專家指導意見追蹤表 

成果發表會 

辦理時間 
2017/5/15 填報時間 5/20 

開課學期 105年度第二學期 必/選修別 選修 

課程名稱 兒童文學(下) 學分數 2 

授課教師 陳昭吟 

專家指導/評

論建議事項 

同學們都拿出了最好的一面呈現，也充分展現自己對於兒童文學的

熱愛，在呈現時雖然緊張，但卻樂在其中，也都認真觀看其他人的

演出，值得讚賞。 

              專家/學者(簽名)：葉俍宏 

 

 

很有意義的活動，讓同學練習編寫劇本，也能自己演出來。在讀劇

的過程中檢視劇本編寫的問題，是修改劇本很好的方式。班上有戲

劇系選修的同學，可以將他們打散到各組，應會有不錯的效果。 

 

                       

                    專家/學者(簽名)：李文洛 

 

授課教師處

理策略或改

進方法 

兩位戲劇系學長都提供了非常專業且中肯的建議，讓初次體驗兒童

劇編寫和創作的同學收穫很多。同學的回饋反應中也一再提及兩位

學長給的意見，不同專業領域所關注和表現的重點截然不同，確實

讓國文系的同學開了不少眼界。 

選課的戲劇系同學若能打散入各小組一起編寫劇本，應該會有更直

接的效果，之後課程安排可加以考量。 

 

                 授課教師(簽名)：陳昭吟 



 

 

附件資料：4. 發表會簽到表 

 



 

 



 

 



 

 



 

 



 

 

 

  



 

 

附件資料：5. 活動調查問卷 

國立臺南大學 105-2課程成果發表會 國語文學系兒童文學課程 

「兒童劇本編寫與讀劇展演」問卷調查 

親愛的與會學員，您好： 

首先，感謝您熱情參與本次活動，為了能讓下一場活動更貼近及符合您的需要，期盼您協助填

寫此份問卷，提出寶貴之意見，以做為日後舉辦相關活動之改進方向與參考依據！ 

---------------------------------------------------------------------------------- 

此部分請您依據實際情況與感受，在最適當的□及問答欄中打（V）及填寫 

一、 基本資料 

   1.身分：□校內老師 □校內學生 □校外老師 □校外學生 □其他________ 

    2.本活動消息來源：□海報 □同學介紹 □網路 □老師介紹 □e-mail  □其他____ 

二、参與活動的感想及建議 

    1.我喜歡本次讀劇展演哪個部分（可複選）：□展演人員  □有創意的劇本 □展演呈現方式            

                                           □道具效果  □其他________ 

    2.本次讀劇展演，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3.我今天最喜歡的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原因： 

 

三、對於活動安排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我喜歡本次活動主題           □        □        □        □         □ 

    2.時間安排適切                 □        □        □        □         □ 

    3.場地安排適切                 □        □        □        □         □ 

    4.整體而言，我滿意本次的活動   □        □        □        □         □ 

    5.活動內容對我很有幫助         □        □        □        □         □ 

      （本題請約略說明： 

四、其他建議或想法：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 

 



 

 

附件資料：6. 活動成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