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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戲劇亮晶晶

參與計劃前，對戲劇教學的看法

要穿著一些戲服
有一個表演台
有不同的角色
要有劇本
音響效果
表演道具

中央工作坊→戲劇遊戲／技巧
校本工作坊→戲劇遊戲／技巧

→與主題教學的結合

計劃為教師提供的專業培訓 分享主題
K1:食物
K3:種植

如何把戲劇教學元素滲入主題教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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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全人發展的理念架構圖 課程設計理念
本校以戲劇促進幼兒的全人發展作為周年計劃的關注

事項。課程設計以兒童為本，著重幼兒的個別差異，

並配合幼兒的學習能力，興趣、生活經驗和需要，學

習活動以多元化為主，更配合課程指引的六大範疇作

統整，根據德、智、體、群、美及態度的全面和均衡

性發展，培養幼兒懂得禮貌、分享、珍惜的態度，提

升幼兒的自信及品德的情操，更發展他們的創作力和

幻想力，從學校、家庭及社區的配合，透過活動及遊

戲的實踐，達致全人發展。

K1:食物 K3: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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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戲劇元素的教學活動

「估估怪怪大變身」:運用肢體模仿不同的事物

「內心獨白」:代入所扮演的事物, 表達內心感受

「劇場創作」:共同創作故事和對白,並加以演繹

肢體扮演活動：蘋果、香蕉、
提子等等

幼兒學習戲劇後的
成長：
觀察力、模仿能力增強
加強肢體的運用
懂得自己找朋友扮演角色，
幼兒的社交能力得以大大提升。

K1 戲劇活動內容估估怪怪大變身

肢體扮演活動：蘋果、蔬菜、
等等

幼兒學習戲劇後的
成長：
懂得找朋友以小組合作形式，
成為一個部分的戲劇，並商討
如何扮演內容，大家互相溝通、
合作、接納對方的意見，
幼兒的觀察力強、肢體靈活度
高，社交能力更廣更闊，關係
更密切。

K3 戲劇活動內容估估怪怪大變身
如果我是一粒提子、我會
如果我是…..

幼兒學習戲劇後的成長：
能說出水果的特徵
提升了語言表達和組織能力

K1 戲劇活動內容內心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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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一個蕃茄、一棵
蔬菜、一朵花等等，我會…..
如果我是…..

幼兒學習戲劇後的成長：
懂得從不同角度思考(代入不同物品
去思考) ，創意思維無限，幻想力豐富、
情感的表達能力強，提升了幼兒的句
子表達力和組織能力。

K3 戲劇活動內容內心獨白
故事:
「小獅子吃東西」
小獅子肚餓了，現在要吃意

粉和飯，小獅子不知用什麼餐
具進食，請幼兒延續故事，學
習如何幫助小獅子
角色扮演(筷子、匙、叉)
代入角色遊戲(認識如何正
確地用餐具)
幼兒學習戲劇後的成長：
小朋友幻想力豐富，更
愛創作故事，充滿歡樂的
笑聲，提升了幼兒的自信
心和表演欲。

K1 戲劇活動內容劇場創作

角色扮演，幼兒自選(農夫、種子、雜
草、害蟲) ，幼兒在生日會向低年級小
朋友表演，他們的表現就像大哥哥般成
熟。

代入角色
學習自己用農具及如何學習農夫耕種
延續故事

幼兒學習戲劇後的成長：
小朋友幻想力豐富，更愛創作故

事，也學習解難過程，互相影響同
伴成長，過程充滿歡樂的笑聲，提
升了幼兒的自信心和表演欲。

K3 戲劇活動內容劇場創作

身體：更多的肢體扮演動作

美藝／美感：更有耐性地創作

認知／語言：表達、說話及用詞比以前更
完整

情意／社交：活動中，小朋友的互動性更
強，關係更密切

幼兒全人發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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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成效---幼兒全人發展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rough drama”

以前幼兒的表現 現在幼兒的表現

不敢嘗試扮演角色 能建立自信心及發揮才能

欠缺個人風格 刺激想像力和發揮創意能力

被動活躍 能百分百參與活動，更有興趣
地投入戲劇活動

少表達自己 加強表達能力

情緒發展較慢 在情緒方面得以更大的提升

不敢當眾表演 主動參與扮演活動，信心提高

甚少和同伴溝通互動 提升互動機會

幼兒自我中心較強 懂得分享及關心別人

1. 對戲劇教學的看法
容易滲入主題教學活動
可以隨時隨地加入扮演活動

2.校內老師之間有更多時間及機會聚集一起，
互相交流活動的進程和反思戲劇教學的成效。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rough Drama”

教師的專業成長

總結
“Learning through Drama戲劇”准許幼兒著重過程多

於結果

“Learning through Drama戲劇”最重要是老師支持幼
兒多幻想及創作扮演角色

“Learning through Drama戲劇”最重要是影響肢體和
情緒心理的發展

“Learning through Drama戲劇”發展個人的品格

“Learning through Drama戲劇”透過扮演過程，幼兒
充滿開心、歡樂、正面的行為表現，能建立自信心。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through drama”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