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剧社 —由零开始 

朱月翘 

在学校里，戏剧是众多课外活动的其中一个选择，它让同学在课余时间，透过

参与并经历一个演出的过程，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技能、认识更多的朋友、培养责任感、

建立自信心。 

剧社导师不易为？！ 

戏剧活动是一种独特的课外活动，它拥有多元化的性质，既有动态的元素，也

有静态的元素；它可吸引活跃的同学参加，但对沉静的同学也有吸引力，是一项受欢

迎的活动。可是，「领导」剧社的老师却绝不易为，由于戏剧活动的多元性质，老师

既要识编、导、演，又要晓得后台各部门的技术，更要对前台的组织工作略懂一二，

确实要求很高。加上排练话剧需时，老师要在放学后，甚至在假期间也要回校排戏，

所以很多老师都说剧社老师不易为也不愿为。 

要带领学生开展戏剧活动，最理想就是老师在学生时代曾参加过剧社，有亲身

的体验；如果没有，只要老师对戏剧有兴趣，或只是喜欢看话剧的也会是个好人选。

只要有兴趣，边做边学，那些相关的知识和技术，也并不是太难掌握的；再加上校方

的支持，学生的参与，剧社导师也不是难做的。 

认识组员 

通常同学都是自由参加课外活动的，所以剧社社员的背景也是多样化的—由低班

至高班，由沉静到活跃都有。 

在开展活动之前，最好先分批会见这些组员，可以预备一些简单的台词片段让

他们朗读一下，或做一段即兴表演，然后和他们倾谈，了解他们对戏剧的认识和他们

想透过戏剧活动学些甚么。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花时间，但却必不可少，因为，从会面中，可以了解这群会

员的要求，方便计划活动的类别，同时也可找到一些热心的，有经验的同学来组成干

事会。 

开始「搞」活动 

有了人，开始「搞」活动了。剧社的主要活动当然是演出，不过也可办些配合

演出的活动，让同学多学点戏剧知识才踏上舞台。 

学科的学习可透过看书、听讲和做练习来掌握；学戏剧也一样可以多看、多听

和多做。 

 

 



１． 多看 

—— 多观看别人的演出，近年来戏剧演出十分蓬勃，无论是职业或业余剧团的演出 

都会提供学生优惠票，甚至学生专场。老师可先作选择，再推介给学生观看。 

—— 可透过学校邀请一些表演团体回校公演，这些演出有免费也有酌量收费的，例 

如：香港话剧团、赫垦坊、中英剧团等。 

—— 透过观剧活动，让同学去感受一下怎样的演出才能令观众投入、有共鸣，甚么 

的题材才有吸引力，让观众看后难忘。 

２． 多听 

—— 举办戏剧讲座或研讨会，最好能邀请校外人士来讲授一些戏剧知识，例如：编 

剧、技巧、演员心得等。 

—— 也可以邀请校内老师帮忙，向学生讲授一些能应用于后台工作的技术，例如：

美术科就可提供一些设计概念，让同学应用于布景、道具、服装等设计上；还

有音乐科、缝纫科、木工科等，对后台工作也有帮助。 

３． 多做 

—— 举办较长期又有连续性的戏剧工作等。 

—— 可邀请校外戏剧团体协助举办，例如香港话剧团也曾有提供这类戏剧教育课 

程，由专业的演员现身说法，传授演戏心得，同学确可获益良多。 

——  剧社导师也可自行安排及带领这类工作坊的。先订下每一节的目标，目标要简

单明确，例如：训练演员的模仿力，先做一些热身运动让同学放松身心，再安

排一些与模仿力有关的创造游戏让同学参考，透过轻松的环境去学习，事半功

倍。 

一剧之本 

要演出一定要有剧本。导师可集合一些想象力丰富而又喜欢写文章的同学一起，

组成剧本创作小组。同学都是喜欢演出自己的作品的，一方面这是他们想讲的话题；

二来剧本内容多会是围绕他们熟悉的环境和人物，同学演起来更有亲切感。 

导师要在这个小组扮演较主动的角色—刺激同学将平日所思想的事情讲出来，

例如：困扰他们的问题、遇见过的有趣人物、看不过眼的事情、社会近日所发生的事

件和奇怪现象；跟着，要求同学做些资料搜集工作，例如看报章杂志、访问朋友、同

学等等。最后，帮助他们组织和分析这些素材，拣选有趣味性或有意义的东西，编成

剧本。 

演出的分工 

有了剧本之后，就进行演出工作的分配。演出工作的岗位很多，导师可先挑选

几个重要的职位，包括监制、导演和舞台监督，组成演出的核心，委派不同职责。 

１．监制  —— 控制财政的开支  

—— 负责校内的宣传工作  



—— 协调前、后台的工作进度 

２．导演  —— 挑选演员  

—— 排练演出 

—— 安排排戏时间和控制排练进度  

—— 提出对布景、道具、灯光、音响等的要求 

３．舞台监督  —— 在演出时，是舞台上的全权操控者  

—— 物色各后台部门的工作人员，包括布景、道具、灯光、音

响、化妆等 ——协调各后台部门的工作进度并留意它们

是否符合演出的要求 

 

导师的角色 

要留心挑选适合的同学去担任上列的职位，同学的戏剧经验固然是考虑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格；成熟、稳重、有热心和干劲的同学是首选。 

导师要做这三个职位的辅助者。如非必要，切勿担起其中的职位，虽然辅助同

学做这些工作比自己做更花时间和需要很大的耐性，不过，这是一个让同学承担责任、

培养归属感、建立自信心的良好学习时机，他们或会犯错，不过就让他们从犯错中学

习好了。 

很多时候，排练都要密集式地进行。日日排戏，天天见面，相处久了，免不了

会产生磨擦和矛盾，导师这时就要扮演辅导者的角色，调停他们的纷争和疏导他们的

情绪，要让同学了解到戏剧是一项群体活动，不是个人表演。由排练到演出，工作繁

多，既要分工，更要合作，不要因个人的一时意气而破坏整个演出效果。 

学校的资源和校方的支持 

戏剧活动开展得是否顺利，校方的支持尤其重要。 

剧社排戏需要场地，时间又密集，很容易与学校的其他活动「撞期」，加上演出 

的开支庞大，都是须要解决的问题。 

导师要与校长及课外活动组的同事保持良好沟通，知会对方排戏的时间表、排戏场地

和所需资源，好让学校预先作出准备和安排。 

１． 演出的场地 

—— 最理想是一个有舞台的礼堂，并附有灯光和音响的设备。 

—— 没有的话，特别室或课室也可以。 

—— 也可尝试在较空旷的运动场地建起小平台作演出。 

２． 排练场地 

—— 最理想是在舞台，让同学熟习他们演出的环境。 

—— 课室也好，较为集中。 



—— 如要在空旷的地方练习，则可顺道训练演员的声量。 

３． 贮物空间 

—— 向校方争取可供贮存布景、道具、服装的空间，例如：舞台旁的通道，

或舞台底部的贮物柜等。 

４． 争取财政上的支持，例如：购置化妆用品，利用校方的资源印制剧本等。 

５． 剧社的工作量大，所需时间又长又密集，最好向校长要求分配两个或以上的导 

师予剧社，分担工作。 

６． 每次有演出，在校内广作宣传，并邀请校长和其他老师观看排练和演出，让同 

学感受到校方的支持，从而激励他们排练的士气。 

 

难忘的经历 

每个同学在加入剧社之初，都可能抱有不同的期望和目标，但只要他们经验了

一次由排练到演出的过程，他们都会得到很多——知识、经验、朋友、自信心、责任

感等。过程虽是辛苦，却是值得回味；当中有血（造布景会受伤的）、有汗、有泪；

换来有情、有爱、有笑。身为导师，与他们一起「捱」、一起经历，看着同学成长，

辛苦也是值得的。 

 

朱月翘：资深中学教师，积极参与校内及业余剧社活动，曾多次获演出及剧本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