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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過質性研究方法，對經過應用戲劇教學法培訓的 12 名小學教

師的第一次培訓反思進行文本分析，結果發現，培訓充分調動起教師

的參與情緒，教師在培訓過程投入中體驗到激情、快樂和放鬆，釋放

了教師的壓力；培訓還自然地促進了教師之間的互動與合作，使教師

對自己和同事的潜力、創造力有了新的發現，教師變得更為自信與開

放，願意接受新的方法和對自己的新挑戰；從情緒調整、自我認識和

對他人認識與相互關係方面對教師心理健康起到了促進作用。教師對

自己原有教學開始反思，真正的換位思考帶來內心的觸動，拓展了教

師看待問題的視角，促進了教師自我反思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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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教育部教育科學規劃十一五重點課題《應用戲劇教學
法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心理健康實驗》課題組成立，自此啓動了在一
所小學開展了應用戲劇教學法的行動研究實驗；至 2009 年 10 月，開展相
關研究進展 1 年，從教師培訓到實踐課，從學校文化與管理，從學生工作
坊，多方面探討應用戲劇教學法對于教師專業發展與心理健康的關係與功
用。本文是整體報告的其中一個部份，根據第一次教師培訓工作坊後，對應
用戲劇與促進教師心理健康發展和自我反思的發現作出階段性結果分享：

一、問題的提出

教師的心理健康是近年來越來越引人關注的話題，教師的心理健康狀
况直接影響到教師個人的生活和職業發展，也是對學生的心理健康和學習
產生重大影響的因素。

研究前期，我們與每位教師以及他們班級的學生進行訪談中發現教
師普遍有一定的職業倦怠傾向，其中情感倦怠特徵較為明顯，表現為：壓
力感大、情緒易衝動、對學生髮脾氣、疲憊、對人冷淡與疏遠傾向等；在
教師團體中，多數表現出消極被動狀况，教師在團體中的情感互動與交流
不足；三分之二的教師對自己的教學的和自身教學外狀况的改變持保守心
態，反思意識不足。

有研究（田寶等，2006）指出，學校組織氛圍對教師的倦怠水平有重
要影響。也有研究（甘怡群，2006）發現，人際關係對教師的倦怠水平也有
顯著的預測作用。研究（王芳等人，2004）發現，來自學校領導與學生的社
會支持、特別是情感支持對緩解倦怠更為有效。而研究（劉曉明，2005）表
明教師的自我概念等個性特徵也是影響教師工作倦怠的重要變量。

而應用戲劇理論認為（Yau，1992）戲劇是一種社會性活動（social 
activity），它能促進參加者的社交及人際能力。研究（O’Toole，2009）
顯示，戲劇能促進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透過表達提升自尊感
（self-esteem），幫助自我身份的認同。

依據人本心理學家羅杰斯的理論，改善人所在團體的氛圍，創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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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溫暖、寬鬆的團體環境，有助于改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使人更
好地進入自己內在，反觀自己，提升自我意識和自我認識能力，從而提升
自我反思能力，自我朝向更為積極主動的方向發展。

因此，本研究擬借助于應用戲劇自身所具有的寓教于樂、參與性、
平等對話的特性，通過應用戲劇教學法的培訓，激發教師參與培訓的積極
性，讓教師體驗應用戲劇所蘊含的人本關懷的價值理念、體驗兒童學習的
特點，感受所傳達的兒童觀與教學價值觀，在活動中，使教師獲得感悟，
改善教師的自我的認識，使教師對自己的態度變得開放、積極，引發並提
升教師對自我以及教學的反思力。同時活動可以給予教師間相互瞭解的機
會，增進彼此間的熟悉與合作，增進相互間的社會支持，期待有助于教師
心理健康的促進與發展。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一個重要的理論依據是有關唐納德．A．舍恩對實踐的「反映
理性」的觀點，該理論認為，複雜的實務問題需要特定的解决之道，而非
尋找「通則」；專業的工作是依賴于實踐者隱含的行動中的認識，實踐者
間「關係的動態網絡」協助實踐者們得以在面對複雜而不確定的狀態時
采取負責的行動，其協同關係是群體中平行對等的交流而非權力階級的交
易。反映理性支持實踐者自發的成長歷程，而不是由外在賦予它或要求它
做什麽改變。

本研究另一個重要理論依據是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Carl 
Rogers）的人格發展理論，他認為，人格發展的終點是自我的客觀現實狀
况和個人所知覺到的自我之間基本的和諧一致。當個體在發現他們自己是
誰，自己認為將成為怎樣的人和想成為怎樣的人開始合並時，就不會產生
內部的矛盾和焦慮，他們能够毫無衝突地接納自己，他們的自我知覺與他
人之間的關係引出自我悅納和自尊，就是一個心理健康和潜能得到發展的
人。當個體與他人關係中實際的自我與個體知覺到的自我或理想自我之間
存在分歧時，就產生了心理失調。

羅杰斯經過大量的咨詢案例總結出人格發展轉變的基本條件是能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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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來訪者無條件的積極關注、接納、尊重、平等對待。

因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作為實踐反映者的行動研究者，帶著自己
所信仰的心理健康教育價值觀和應用戲劇所倡導的價值觀與學校的研究群
體一起開展研究，通過應用戲劇的手段向教師傳達這些價值，為教師創設
可以發生改變的中介條件。教師在安全溫暖的環境中投入參與，從中可以
實現平等對話，獲得積極學習的體驗，使得教師的態度變得開放、能够接
納自己，並且學習接納他人，發動起對自身的反思，由此帶來教師觀念和
行為的轉變。所以，我們構建的應用戲劇教學法對教師心理健康和反思的
影響模式，如下表1所示：

表1： 應用戲劇教學法對教師心理健康和反思的影響模式構圖（馬利文、
歐怡雯）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一所小學中進行。該小學為一所大學的附屬小學。研究對象
的選擇是研究人員向中高年級教師發出邀請，老師們接受邀請自願選擇參
加的。

參與研究共 12 位老師，分別來自三年級（ 1 人）、四年級（  3
人）、五年級（ 3人 ）、六年級（ 5 人）。她們的教齡分布狀况是： 20 
年及其以上的 2 人、 15-19 年的 2 人、 10-14 年的 3 人、 5-9 年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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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3 年及其以下的 5 人。

她們都是班主任，同時兼任其所在年級的思想品德課程老師。老師的
教學實踐在思品課程中進行。

四、研究方法與研究過程

整個研究為行動研究。整體研究計劃包含了培訓及實踐階段。此部分
重點介紹培訓部分。對培訓後的反思運用扎根理論進行質性分析。

（一） 培訓

培訓主要分為兩部分：（1）打開肢體、身體放鬆訓練；（2）應用戲
劇教學法工作坊。

（1）打開肢體、身體放鬆訓練：

主要是帶領教師參與一些游戲，引導教師觀察、體會身體的感受與變
化，幫助教師學習放鬆身體，並熟悉用肢體來做表達。在整個課題啓動的最
初時間裏我們安排教師的聚會，每兩周一次，每次 2 課時 80 分鐘時間。

（2）應用戲劇教學法工作坊：

通過帶領教師參與切合思想品德課學習主題的過程戲劇（process 
drama）教案，讓他們體驗和瞭解什麽是應用戲劇、應用戲劇具備的主
要元素、所傳達的核心育人價值觀，以及學習應用戲劇教學手法（drama 
conventions）的運用及設計教案技巧。工作坊分 2 次進行，每學期一
次，每次 3 至 4 天集中進行，每天 6 小時，帶領教師學習體驗了 8 個不
同類型及長度的過程戲劇教案。

在培訓過程中引導教師參與與反思，對培訓全程錄像與過程性觀察記
錄，每個單元的培訓結束後教師需要寫個人反思。並且，每次培訓後，都
有讓教師實踐戲劇教學的機會。第一次培訓後，教師必須應用該階段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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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別手法于思想品德課堂中；第二次培訓後，每名教師必須以應用戲劇
手法設計一個三節課的單元及自行教學。每次實踐課後，研究員會與教師
進行檢討反思。

（二）對文本的質性分析

針對教師在第一次教師培訓工作坊（見表 2 ）後的反思文本進行分
析，采用扎根理論方法，仔細閱讀文本後，不斷進行類屬分析與編碼，提
煉出應用戲劇教學法對教師心理健康和自我反思的影響作用。

表 2  第一次應用戲劇工作坊內容概要

進行日期： 2008 年 9 月 20 - 22 日 （共 5 節， 每節 3 小時）

目的 形式 主題 應用戲劇手法
示範

第一節 團隊建立
初步體驗及
介紹應用戲
劇教學模式

以游戲和小組合作活
動形式為主

教師的快樂
與煩惱

定格型像、圖像
、即興對話、提
問方式

第二節 體驗過程
戲劇

根據雷‧克裏斯强森
創作文本和迪克‧史
丹博格插畫的繪本《不
是我的錯》作為前文
本而設計的過程戲劇

校園欺淩 墻上的角色、定
格型像、思路追
踪、配音

第三節 體驗過程
戲劇

根據德國中世紀故
事 The Pied Piper of 
Hamelin 為藍本設計的
過程戲劇──《穿彩
衣的吹笛手》

誠信 建構圖像、說故
事、即興演繹、
啞劇、入角寫作
、隔墻有耳、全
體演戲、坐針氈

第四節 體驗過程
戲劇

采用陳玉蘭、歐怡雯
設計的過程戲劇教案
《誰的玩具》

環境保護 定義空間、對象
符號、教師入戲

第五節 小組設計
試教教案
交流討論

小組討論及全體交流
的形式進行

設計教案



169The Journal of Drama and Theatre Education in Asia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 

五、研究結果

（一）應用戲劇教學法培訓促進教師心理健康

（1） 協助教師調整情緒

1. 充分調動起教師積極健康的情緒

積極的情緒是促進認知發展最好的催化劑。培訓形式和內容讓教師感
到新鮮、有趣，調動起教師情緒，使教師體驗到激情、快樂與放鬆。「活
動無比的新鮮有趣。」 「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有些刺激的游戲不斷
地激發著自身的激情。」

這種被激發起來的情緒，使教師樂于學習和接受一種新的教學方式，
不抗拒，「我發現自己喜歡上了戲劇表演。感覺這種培訓很有意思，與以
往的教師培訓有很大的不同。以往的培訓或動基本上都是聽課、評課、教
材教法介紹等等，講解的形式多，參與在一起的活動比較少。而這次的戲
劇培訓活動則是讓人耳目一新的，受益匪淺。」

在教師參與的各類合作性活動中，教師感到戲劇這種形式「輕鬆愉
快，讓人很樂意參與其中」，「找到了在我們的成人世界裏缺失太久的東
西──『童真的快樂』，這讓我們非常驕傲。總之，作為教師就要快樂，
這應該就是我們教學生活的動力吧。」

2. 吸引教師能够全身心地投入

「參與的活動很有趣，特別是怡雯老師的全身心的投入，讓我們感受
到原來老師在教學中可以這樣放鬆。」

 「我們在培訓期間，參與表演、聆聽、觀看了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動
以及演出，都深受啓發。學習、瞭解到各種教育戲劇的形式與知識。並
且强烈地感受到教育戲劇在與個人成長、學校工作等方面帶來的諸多益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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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增進了教師對自我的新認識，增進教師的自信

通過培訓活動，老師們對自己有了新的發現與認識，讓他們看到自己
的潜力與才華，對自己有更進一步的欣賞與接納。

1. 發現了自己的潛力

「我今天對自己有新的發現，認為自己的戲劇表現力很强，還可以當
導演。另外，和大家的合作意識較强。」 「發現自己在表演方面還是有一
定潜力的，在戲劇的感悟方面也具備一定的能力。」 「通過活動，我覺得
自己能更放得開，能更好的通過肢體語言來表現自己。」

2. 自我有了新的突破

教師可以突破自己的局限，做出新的嘗試，大膽地使用肢體語言表
演，「能够克服心理障礙去表演一些動作。」 「在與同伴合作中，我覺
得自己的表演要比以前更投入，更放得開。」 「在體驗過程戲劇《誰的
玩具》中有一個環節是做記者去玩具公司采訪，在這個即興與人溝通的環
節，我克服了含羞、不好意思等因素，很投入的做了采訪，可以說是對自
己的一個突破。」

同時，教師也可以很享受這個參與表演的體驗過程， 「通過今天的
活動，我發現自己在觀察中更加清晰的學會擴大視角去看待所發生的一
切，並從中發現了自己的表演與體驗實際的能力，以往總是將自己定位在
一個旁觀者的角色裏，沒有充分體驗個案的發展過程，今天的自我已從觀
眾轉變成了劇中人，真實地感受了一把生活的過程。不僅是在演戲，更是
在重溫人生，重溫生活，體驗與感悟又增添了許多鮮活的內容，讓人生變
得立體，讓生活變得真實，讓體驗變得豐富，讓快樂充實內心。」

在參與的過程中，學習到了換位思考以及換位思考帶來的新的處理問
題的結果，「我瞭解到，自己越來越多的換位思考，站在學生的角度思考
和處理遇到的問題，可能結果會是更令人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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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有更真實情感的表達

教師在日常工作中極容易戴上面具，面具讓他完成社會角色的同時，
也會讓他容易丟掉真實的自己。戲劇教學的情境中，往往觸動參與者的內
心真實感受及同理感，讓教師可以開始慢慢放下自己的面具，去探查他自
己真實的自我。有老師在培訓中第一次講出自己塵封多年的故事和感受，
小時候頭髮顏色發黃，她遭遇的同伴的歧視與對自我角色的困惑；有老師
第一次講出自己在業餘時間喜歡看動畫片的愛好，一直擔心這樣的愛好與
教師身份不相符而不敢與人言；有老師第一次對面大家說出自己內心的自
卑，感覺自己既不聰明、能力也不够强，像《夏洛的網》中的那位小猪；
有老師第一次說出壓抑很久的內在衝突與焦慮，想做個超人，把一切難題
搞定，而現實却常常碰壁受挫⋯⋯這些真實的情感表達，都可以幫助教師
更進一步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看到每個人在環境中所承
受的和分擔的共同的群體經驗，釋放自己的壓力與緊張情緒。

（3）促進了教師之間的人際關係

1. 增進教師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彼此熟悉

教師雖然在每天都在學校中，但是由于教師工作具有單獨作戰的特
點，教師自身工作的繁忙，使得教師之間的個人關係建立並不親近，教師很
少有機會能够彼此之間有深入的瞭解，有的教師之間不過是點頭之交。培訓
的游戲以及各類不同組合的小組活動、大組展示活動，讓教師對周圍同事有
了新的瞭解和認識，促進了教師之間的熟悉，拉近教師之間的距離。

建立起人際聯繫：「我感受到，平日裏，大家因彼此之間缺乏交流而
苦惱。彼此之間關係紐帶也正在弱化。而在教育戲劇培訓的這樣一個平臺
上，無論是在創作的喜悅中還是在專注的表情中，似乎讓人感到存在著這
樣的紐帶的方法。雖然我們在培訓中的一系列活動時間很少，被外人看來
好像是花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却不能得到任何結果，但作為我們，却在這
個工作坊中感受到了從未曾有過的關係紐帶。」

發現其它人與自己有相同的想法與感受：「其它組的老師表演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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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也是老師們學校生活的一個個生動的畫面。讓我很有共鳴，感到很親
切。」

發現了每個人的天賦與創造力：「看到其它老師的作品感到很佩
服。」「每個人的表演能力不同，有些人很有表演天賦，富有吸引力。」 
「發現很多年輕的老師非常有創造力，尤其是排練 15 秒的廣告的過程讓
我看到了年輕老師驚人的創造力。」 「在游戲中大家都能够身臨其境的發
揮自己的潜能和創造力。」

2. 促進了教師之間的彼此合作

戲劇需要同伴之間的相互合作配合，「群體創作時體會到眾人拾柴火
焰高。」 「應用戲劇教學法設計品德課，每一個人設計點都值得學習，這
種方式比一個人冥思苦想效果好。」 「和老師們合作，第一次嘗試將戲劇
應用于課堂時，大家集思廣益，相信這樣的課堂一定很不錯。」

（二）引發與提升教師反思力方面

引導教師對自身和教學的反思，是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途徑。
每次的培訓內容與教師日常學校教學聯繫緊密，在培訓的教學情境中與之
後，都會强化教師的反思環節。 「集中培訓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戲劇教學
的法的奇妙效果，每一位教師在參與了教學後都會陷入深深的思考。」

1. 對學生課堂參與課堂情緒狀態的反思

「我們目前的教學形式過于傳統、單一，主要是問和答循環交替。學
生學起來死氣沈沈，老師教起來氣喘吁吁。課堂倒是比較安靜，可是學得
不是生動活潑。」

「我們目前把學生框在課堂內，把學生當成被動的機器，拼命地灌
輸，生怕學生知之甚少，一味大講特講。多數同學是當聽眾，放不開手
脚，打不開思路。課本內容死板，課堂教學生硬，學生學習效果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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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關注學生需要的反思

「過程戲劇《不是我的錯》，大家都對『他』的分析及從不同的角
度的分別呈現不同人眼中的『他』，因為在日常的教學中，在班級的管理
中，確實遇到過類于『他』的在班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孩子，感覺和日常生
活聯繫緊密。」

「從《不是我的錯》的戲劇中思考教育中類似事例應積極正面引導，
學會關注每個學生，關注弱者，教師應對受教育者有積極心態。」

（3）對課堂中教育的忽視學生體驗與感受的反思

「在應用表演的過程中體驗故事中發生的事件、人物在此過程中矛盾
與方式，從中去尋找理解與化解問題的方法，不光是說說而已，最重要的
是再現行動，用行動去解决人或事的方法，從而去調整人們的心態，體會
劇中人物的內心感受，這樣在揭示主題就顯得水到渠成了。」

「聯想到我們日常的教學如果大道理是講出來，我想給學生留下的指
示是片片零散的記憶，如果是孩子們在體驗之中悟出的道理我想這對于他
們的成長應該有著深刻而久遠的意義。」

（4）對學生的開放與接納

1. 由重視說教，變為戲劇表現

「我想如果把這種形式用到課堂，把教學內容由重視說教，變為戲劇
表現，讓學生根據書上提供的內容，加上自己對生活的留意和聯想，通過
表演，再現內容，學生可能更愛我們老師，更愛學習，更愛學校。」

「《穿彩衣的吹笛手》讓大家不由自主地成為了劇中的人物，隨著劇
情的發展，劇中的教育人們要誠實守信等的一切教育活動都是像水到渠成
似的完成的。所以我們在平時的品德課中要教育學生友愛、誠實、合作呀
等等內容時，都可采取這種生動的形式，讓學生寓教于樂，相信學生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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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于接受。」

2. 「學」變成了「體驗」

「應該改變一些固定的教學模式，課堂不一定總是『講座式』，而是
應該讓學生又聽又動。戲劇表演使學生增加了對課程的興趣，更重要的是
它使教學內容活躍起來，學變成了體驗，學生學到的不是別人的東西，而
是自己的。」

「在我們日常的品德課上，應該重體驗，輕說教。團隊合作很重要，
相互幫助與感染使所做的事情能和諧統一。教師應該提供試圖讓每一個學
生都表達自己的想法的途徑，這樣可能提高學生的表達能力。」

3. 調動孩子們的想像力

「在班主任的工作中，對學生進行教育時，可以調動班中孩子們更豐
富的想像力，表述他們的想法，從而達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對我的教學啓示是， 10 歲左右的兒童，想像力非常豐富，他們參
與戲劇可以使想像力、感悟能力、表演能力有一定的幫助。」

4. 教師與學生的平等關係

「培訓老師的表演給我一種啓示，老師在教學時也可以適當放下架
子，在教學中扮演某種角色，和學生共同走入教學情景，幫助學生儘快在
感情上進入教學內容，這樣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課文內容。」

5. 讓學生多參與

「在課堂上可以把老師的主導變為人人參與，每個人都充分的展現
自己的想法，同時老師可以不斷變換角色，可以更多地把學生推到前臺，
而且有時並不一定給孩子一個明確的答案，可以讓他們獨立思考，獨立選
擇，正如培訓老師所說：有時黑暗面也是很好的教材。可以好好利用。」



175The Journal of Drama and Theatre Education in Asia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 

 「有的課程道理深刻，可為什麽講起來聽起來却使人無法產生興
趣？不如改變一種授課方式，通過應用戲劇的手段，讓每一個人都參與活
動，從游戲中發現自我，從故事中發現自己與他人的差距，從表演中會發
現彼此間的距離，從而學會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善待自己。」

 
6. 合作學習

「通過今天的活動，我想如果把這種形式用到課堂，給學生一個主題
情景，讓他們自由組合，或者按各種類型分組，多個組合，在合作中，會
讓學生有多方面的創新思考，多方面的定格啓發，這樣，課堂教與學的方
式會更加新穎，教學效果會明顯有效。」

7. 開放教學

「戲劇教學不要求教師給任何結論，而是開放式的課程，全部由學生
自己體會。而且許多道理在參與戲劇的開始是不知道的，到了最後的階段
自己才會慢慢體會出來，學生會很樂意參與其中，而且會在過程中深刻思
考，因此我很贊嘆戲劇教學法的奇妙效果。」

六、結論及討論

經過第一次教師培訓後，我們從上述的教師反思記錄中發現應用戲劇
對教師心理健康及反思起了積極的、正面的促進作用；但我們明白這些教
師心理素質的改變是專業發展的楔子，長遠的教學質量改變必須依靠教師
轉變的持續性及穩固程度，這些都得依賴其它外在因素如：學校文化及管
理、教師團體動力、對教師的支持機制、教師的持續學習動機、教師個人
成長。這都是本研究計劃的一部份，由于此文篇幅所限，在此只報告第一
次培訓後應用戲劇對教師的主要發現。關于研究的其它發現及結果將另文
報告。

注：本文為全國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 2008 年度立項教育部課題《應
用戲劇教學法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心理健康實驗研究》研究成果之
一，課題批准號 DBA080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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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n a group of 12 primary teachers 

after their first workshop on drama in education. The teachers’ 

reflective journals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drama activities, the 

excitement and fun helped to release the pressure and made them 

more participative. The workshop created a platform for colleagues’ 

collaboration which helped to discover on self and colleagues’ 

creativity. Teachers become more confident and open-minded, 

willing to take risk and trying out the new teaching methods. The 

new understanding on self and the others,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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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colleagues, is very import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eachers’ 

mental health. From the self-reflections after the drama, teachers 

start to think more deeply and from more different angl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article is on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which is Experimental 

Study on Improving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rough Drama 

Pedagogy, National Office For Education Sciences Planni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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