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戏剧课外活动 

陈德恒 

社会急变、信息爆炸之际，社会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都与以往不

同。为着适应教育形态的改变，是以现今香港课程发展为中小学开发的课程达到五十

多科。可见如今社会认为学生应该学的比学校正规课程能提供的多得多。然而每天正

规课程受到时间的制约，各校正规上课时间表早已饱和，甚至过份肿胀了。 

此外，学校因着各种资源所限，开设的学科也有限制，致未能针对每一学生的

需求。须知学生性向之不同，各如其面。某些学科甲生学之得益硕大，如饴之甘；而

乙生学之则拉牛上树，如嚼苦腊。课外非正规课程提供了多种选择，使各取所需、各

得其所；个人潜能既得以发挥，资源复能有效使用。 

若从学生成长的需要看来，学校开设的课程也远未符应学生的实际需求。不少

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学，要在非正规课程中实施，是以课堂以外广阔空间的课外活动

成为学校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份。 

课外活动补正课之不足或作为正课的延伸，例子很多。例如：学生在语文科里

本来要学〔听讲读写〕；然而老师为了完成课程，〔满堂灌〕之下学生学得最多的只

是被动的〔听〕而已。因为即使每天上课一堂四十分钟，每个学生也分不到一分钟去

练习主动〔讲读写〕。是以有论者认为本港学生不善于有礼有度地表达。课内外的戏

剧活动或相关课程大有条件补此之不足。 

在一些欧美国家地区（如瑞典、英国等），戏剧是中学里的课程之一。香港则

只在大专里才能成为正规课程，中小学只能作为课外活动。即使如此，戏剧课外活动

的教育作用大概已被广泛认同；近十多年中小学里的戏剧活动蓬勃发展是为明证。 

事实上，学生通过戏剧活动学到的，既有课堂上学不到的戏剧知识（智育）、

艺术欣赏和创作手段（美育）、形体表现的训练；更学习到与人相处、分工合作、处

理群体事务等德育和群育的锻炼。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实践、是在「做」中「学」；其

印象之深刻，其影响之深远往往远超课堂中之空谈。多年以来，各学校的戏剧活动扩

阔了学生的视野，培育了不少学生领袖，培育了不少艺术人材；更重要的是在不少学

生的生命中播下了戏剧的种籽，丰富了他们艺术生命。 

此外，学生们通过戏剧活动长期排演相处，建立了友谊，增加自我的了解，从



而肯定或发掘自己的潜能和增强自信，所得者对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亦因此加强的例子亦所多见。 

由于传统学校正规课堂上的体制和气氛，学生人数太多而课上人均实习表现时

间太少了，老师关顾个别发展进度也显得不足。课外戏剧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彼此沟通机会增多了，相互了解得更多，有利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往往维

系延展到学生毕业离校之后甚或数十年的实例比比皆是。 

学校里的戏剧活动除了由师生策划排演和参加比赛外，鼓励或安排同学到剧院

去观剧，或者打开校门引入小区的演艺（无论是话剧、京昆、粤剧、哑剧或舞剧）团

体来校演出对学生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学习经验。须知不少家庭是从来不会带领其子

女到剧院去。这类学生在学校引导下接触戏艺便是他们敲开戏剧大门的唯一机会了。

同学们观剧得到的不单是戏剧的故事情节，更学到剧场的礼仪规范和艺术形式。不少

到校演出的戏剧在演出后都安排有座谈和讨论，更是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因为学生

得以较深入探讨剧目的内容和作出反省。 

教育社会学家、课程学者早有定论；学校里（真实）的课程不是由政府或甚么

课程发展专家规定的，也不单是课堂中老师企图教授的东西，而是学校实际提供的生

活经验。这包括了学校生活中的每一环节，是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结果。所以无论

课内课外，学校里的戏剧活动是为课程的环节则一。 

戏剧活动不是语文老师的专利品，其他各社会科平日要求学生就课程而作的角

色扮演本来就是戏剧活动。学生辅导和心理治疗广泛应用戏剧手段已经司空见惯。戏

剧能否发挥教育作用，关键在于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到其教育功能，是否重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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