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的戏剧组 

陈应杰 

在中学负责戏剧组，要面对十二至十九岁学生的不同需要，并非一件易事。一般

来说，中一及中二的同学喜欢集体游戏；中六的同学则开始涉猎理论，虽然他们占少

数，但却是戏剧组的骨干，是不可忽视的。他们适宜担任戏剧组的干事共同制订工作

计划。 

事实上，培养一群热爱戏剧的高年级同学是必须的。经验告诉我，十个中一参加

戏剧组的学生，到中六时只剩下两、三个继续参与；然而这两、三个同学因经历过不

同的演出、课程、成功与失败，往往能了解到戏剧组的问题及具有创新的意念。 

要令这些较有经验的同学积极推动组内活动，就要放胆让他们去尝试。「错」可

算是学生的专利，作为顾问的老师应该容许他们犯错，让他们在失败中学习。反过来

说，若果一切决定权落在顾问老师手上，万事过于小心，不容许有错，会造成很大的

压力，甚至师生关系会恶化，整个戏剧组的运作便会有很大的障碍。 

此外，要成功地推行戏剧组的活动，就要致力提高该组的知名度。知名度可以令

组员更有归属感，令其他老师及校长更重视戏剧，在推行活动时会更顺利。而要提高

知名度，就要将成绩在早会或周会上宣布，在学生报或学生通讯上介绍及图片展览等

均可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教育署举办学校戏剧节，奖项繁多，若可得奖，自然是一个

争取成绩的好机会。 

学校戏剧节由教育署大力推动，演出地点在学校礼堂，不但可令校内学生欣赏到

同学的演出，亦提供了一个营造「戏剧气氛」的机会。戏剧组顾问老师可以要求更多

人力资源－戏剧组以外的学生及老师。参与的人愈多，气氛就愈浓厚。如果能令这个

演出，成为万众期待的活动，那就成功了。 

以上说的，可以算是在校内领导戏剧组的策略。至于戏剧组可以办什么活动？我

曾经主持一些演技工作坊及编剧讲座，学生大多不集中精神；但当我们准备演出，学

生比我更集中、更积极。所以我就以每一个演出为学习的单元，透过演出训练他们分

析剧本、练习发声、学习走位等。在排练的过程中，顾问老师所给的意见并非针对某

一个演员，而是所有在场同学，令他们从中学习。以演出作为训练课程，比独立的训

练项目更有效。 

集体观剧是很重要的。曾经有学生在演技工作坊中对我说：跟另一个人说话时是

没有理由不望对方的。原来她从未看过舞台剧，后来戏剧组集体观剧时，她特别留意

演员的眼神及走位，她心中很多疑问都得到解答了。在集体观剧前要指导学生如何去

欣赏；香港话剧团办的「学生专场」在这方面可以算非常成功。 

学生除了少看舞台剧外，亦甚少阅读剧本。戏剧组可搜集不同类型的剧本，让同

学自由借阅。虽然借阅的同学未必太踊跃，但是只要有两、三位同学有兴趣，在这方



面继续钻研，也许就能解决每次演出的剧本问题。 

作为戏剧组的顾问老师，就要增进这方面的知识。专业的演出固然要看；学生的

演出亦要多看——其他学校出现的问题，亦可能在自己学校出现；其他学生的创作意

念，亦值得自己学生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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