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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際戲劇比賽 
 
 
文章摘要 
  《社際戲劇比賽》一文，主要是分享整個比賽的籌辦過程，包括目標製定
和比賽後的檢討。 
  這個比賽的目的可分為兩個層次：作為藝術的推廣，啟發同學對戲劇的興
趣；另一方面，從教育的角度看，戲劇活動可作為人格培養的方法，籌辦者和
參加者有更多機會和其他人溝通，從而學習待人處事之道。戲劇能拓展他們的
視野，去感受、體味不同年紀、性別、背景和性格的人的有效途徑，擴闊他們
的人生經驗。 
  文章特別著重其中的統籌工作，例如日期的製定、劇本來源、各種藝術及
技術的支援等。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會更重視在過程中同學的得益，多於比
賽的結果。所以文章亦會討論同學在過程中的優劣及其原因，並嘗試作出一些
建議。 

 
 

何家賢 
引言 
  藝術教育在香港普遍不受重視，其中，只有音樂和美術獲納入正規課程，而且多
局限於初中階段；其他的諸如戲劇、攝影、舞蹈等，僅能透過課外活動推廣。 
  筆者曾擔任劇社導師數年，深深體會到要達到這目標，殊非易事；一般同學，只
視戲劇為興趣之一種，和縫紉、烹飪，或是球類運動沒有分別，是餘閒消遣的方法而
已。這絕非錯誤的觀點，而筆者也深信：只要有更多同學愛上戲劇，定能從中得到薰
陶，達到其教育效果。 
 
  在學校組織劇社，其目的如下： 
１．介紹戲劇的特色和類別，引起同學的興趣； 
２．推廣戲劇活動，提高同學的欣賞水平； 
３．透過參與戲劇，讓同學學懂群體合作，和自律的重要； 
４．透過參與戲劇，讓同學對身邊的人和事有深刻的體會，以達至個人的反省。 
 
  架構方面，幹事會成員包括：主席、副主席（兩位，分別處理校內及校外事
務）、財政、秘書及總務，主席多由中六同學出任，其餘的則是中三及以上的同學。 
 
  劇社的活動大致可分為以下各項： 
１．舉行戲劇工作坊及校內外演出 
２．組織會員一同參觀演出 
３．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 
４．統籌校內社際戲劇比賽 
５．負責全校大大小小演出節目的技術統籌工作 
６．安排藝團到校演出 
 
  本文主要討論籌辦社際戲劇比賽，因為它是學校每年的盛事之一，除了參與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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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外，比賽當天，還吸引四、五百同學觀賞，當中也包括老師，是推廣戲劇、提升欣
賞水平的主要途徑。 
 
社際戲劇比賽的目標 
１．通過親身參與，同學對戲劇產生興趣，也能對週遭的人和事有更深的體會； 
２．藉著參與，同學能發揮創作力； 
３．透過觀賞，同學能提高欣賞水平； 
４．透過群體合作，同學會學懂人際相處的技巧，從而對自己有所反省； 
５．透過比賽，同學會對學社更有歸屬感。 
 
統籌工作 
  由於校曆表早已印上比賽時間，而這也成為學社一年一度的重點活動，故籌委不
用花費過多時間、金錢和精力於宣傳上，反而可專注於實際的統籌工作，令活動更成
功和更有意義。 
 
Ａ．日期 
  本校有六個學社，故比賽要分兩天，在放學後進行。由於同學準備需時，所以比
賽時間必定不能和測驗周或其他大型活動接近。在製訂校曆表時，筆者和副校長，及
有關的同事取得共識，以確保不會發生上述的問題。數年來，比賽多是在四月下旬，
復活假期後舉行。 
 
Ｂ．劇本 
  每個演出不可超過三十分鐘，故可供選擇的劇本實有限，學校圖書館收藏的劇本
集，也只有三數本；筆者曾著同學到藝術發展局的資料中心，因那裏儲存了相當數目
的長短劇本，可是，它們多是手寫的，難以閱讀。 
 
  過往數年，為了解決這問題，我們曾有以下的安排： 
１． 指定若干劇本，以抽簽形式分配，或任由各學社自行挑選，即使重複也沒所謂，

因為演繹方式不同，高下立見。 
２． 由籌委提供若干短篇小說和漫畫，任各學社選擇、改編，如他們要演繹其他作

品，就必須在指定日期內提交原文，以供批閱。 
３． 由幹事會提供主題，然後由各社自行選擇及創作劇本，並在指定日期提交故事大

綱、初稿和定稿。 
４． 不設任何規定，任由各社創作，並按時遞交。 

 
  關於第三項的安排，委實是一個新嘗試。當時，籌委選定了數個主題，例如：社

會問題、歷史和文學，各社須用約兩個月的時間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然後遞交一份

報告，然後由一批老師評分；及後，他們要按此研究為據，開始著手創作劇本。 

 
Ｃ．支援 
  劇社提供的支援，可分為藝術和技術兩方面，顧問老師在此花的時間也最多。 
  藝術方面，籌委會安排一連串的工作坊，包括演技和劇本創作，多由顧問老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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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如能邀請曾受專業訓練的舞台工作者則更理想。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同學也可

隨時向顧問老師請教；雖然老師多會擔任評判工作，但也樂於隨時給予意見。 
  技術方面，籌委也會開設一些工作坊，如介紹本校的舞台設備，基本的舞台設計

知識，包括佈景、道具、音響、燈光等，以及後台統籌及監督工作。為公平起見，劇

社的幹事是不可以參加比賽，他們的另一重要責任，是分配各學社技術綵排的時間

表，參與及提供有關的意見；比賽當日，更負責所有機器操作。假若各學社想找尋一

些服裝、道具或音響效果，劇社也盡可提供支援。 

 
Ｄ．場地安排 
  由於各社均想爭取更多時間在禮堂（比賽場地）或其他較大的特別室進行排練，

所以會出現互相爭奪的混亂情況。有見及此，籌委便製定一份場地安排的時間表，平

均分配各學社佔用這些地方的時間。此外，在比賽前的兩星期左右，學社會有兩次使

用禮堂的舞台設施，進行技術綵排；在比賽前一天，參賽者需在放學後到禮堂，參加

最後的總綵排。由於時間有限，故每隊必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約四十五分鐘），籌

委在此便會肩負監察及催促工作。老師也盡可能出席，以提供意見。 

 
Ｅ．評判 
  這多是由本校老師（主要是顧問老師）擔任，如果我們得悉有同事對此亦有心

得，便會作出邀請，而他們也樂於答允襄助。至於能否請得專業舞台工作者，則要視

乎情況而定（如時間是否容許）。由於老師也認識戲劇界的朋友，故可以有多一些邀

請對象。我們也曾邀請演藝學院的講師，如果同學大膽一點，主動發信邀請，可能會

有意外收穫！ 

 
Ｆ．行政事宜 
  在整個過程中，籌委必須和學社保持緊密的聯絡，以起支援和監察的作用。在一

月左右，當幹事會訂定比賽的詳情及規則後，便會提交給學社的統籌老師，他隨即召

開學社會議，讓各學社顧問老師對比賽有足夠的認識，及釐清不明白之處；有時他們

還會對評分標準提出疑問和意見，作為主辦單位的參考。當然，各顧問老師也可以首

先和學社的幹事會開會，搜集同學的意見。待一切定案後，籌委便會發出正式的比賽

詳情，並和學社負責同學開會，交代重要項目，如交稿日期、場地安排等。 
  在往後的日子，籌委需要召集學社有關同學開會，以得悉他們的進度，如出現困

難，也可及早解決；特別是在技術綵排前夕，他必須清楚知道各學社的要求，再行申

述各項須知，如道具的擺放地方、出入舞台的路線，以及善後的清理工作。 

 
  幹事會更須顧及比賽的其他事務如下： 
１． 製定財政預算 
２． 製作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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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邀請評判 
４． 比賽當日的工作分配，包括：司儀、後台技術人員、計分員、場地秩序管理員

（特別是負責開門讓遲到者進場，如由較高年級的同學擔任會較佳。）、接待員

（特別是有校外評判的時候），並要準備當日所需的物資，如供評判用的電筒。

大會的最高負責人，不應在當日擔當任何職務，他的責任，是應付突發的事情。 
５． 準備禮物和評判的紀念品。 

 
比賽日 
  比賽是在放學後的三十分鐘開始。觀眾入場，多抱看表演的心態，故不少更攜帶

食物和飲品入場。這固然是違反禮堂「不准飲食」之規則，亦反映了同學不懂尊重比

賽的缺點；在觀看的過程中，喧嘩叫嚷之聲不絕於耳，令人有置身演唱會的感覺。 
  為相熟的同學或自己所屬的學社打氣，本亦無可厚非，但他們也應懂得自律，以

免在校外的表演場地大出洋相。司儀便會利用這段時間訓示同學：在觀看演出時保持

肅靜，在適當的時候（如演出結束後）才可進出禮堂，嚴禁飲食和保持場地清潔（筆

者曾目睹完場後，禮堂「滿目瘡痍」的慘況，要劇社的工作人員花上大半小時才能清

理妥當。）此等教育，實是必要的。 
  一般的司儀，多只介紹下一隊的劇目便算，但有一年出現例外，令筆者至今難

忘。那兩位同學，除了交代資料外，更作親身示範，或邀請老師（當然是事先約定）

表演，向同學介紹一些關於戲劇、即興演出和想像力的遊戲，輕鬆有趣，亦可視為拓

展同學眼界的起步。 
  宣佈結果前，大會通常邀請評判給多意見。他們的意見，多是環繞同學的演出水

平，以及前後台的整體配合，也有一位校外的評判向同學分享他對戲劇和人生的看

法，同學都能細心聆聽。 

 
比賽後的檢討 
  結果公佈後，曲終人散。事後的檢討，對學社和籌委均有意義，故在比賽後的一

至兩星期內，籌委便會和學社召開檢討會。有一年，他們更邀請所有曾參與評分工作

的老師，在放學後舉行一個座談會，檢討整個比賽的得失，以及同學的表現（包括劇

本和籌備過程）。 

 
總結 
  社際戲劇比賽，動員眾多，是繼運動後，另一個凝聚學社上下（包括老師）的一

個好機會；尤其它是安排在運動會後舉行，高年級和低年級的同學，已累積了一起合

作的經驗，所以到了戲劇比賽時，就有更多低年級同學積極參與。筆者不難發現：在

台上的演員，不少是來自初中，而中四及中六的同學，則多負責統籌和後台的工作。 
  單從入場的觀眾來看，戲劇比賽無疑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比賽之前，劇社每年均

安排各專業劇團到校演出，而它本身亦會在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前夕，在學校公演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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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劇目（或作預演），都有不少師生捧場，由此，同學的欣賞水平理應提高，比賽的

表現也應更佳；可是，事情卻非如此。 
  筆者以為，最大的致命傷，是同學缺乏創作力，這不單指劇本的質素，佈景／場

景設計、演繹方法也足以反映這方面的不足。此外，同學的自信心和表達能力不夠，

有的甚至對故事、角色本身的了解也不深。觀乎他們平日所接觸的課外讀物、電視、

電影，大多是極膚淺的；視野不足，對身邊的人和事缺乏深刻的認識、洞察力和分析

力；劇本多是閉門造車，乏善足陳，徒有視覺、音響甚至形體動作，亦難足以彌補。 
  當然，劇場演出，或是要產生戲劇效果，劇本絕對不是一切；而學校的設備，亦

未必能滿足同學的需要，以致影響演出效果。可是，根據這幾年的經驗和觀察，這些

問題是非常明顯的。 
  藝術方面的支援，確是有助提高演出水平，但單單一兩次的工作坊，僅可稱得上

聊勝於無。在此，無論是老師或是籌委，都會遇到不少問題。老師本身的工作忙碌，

單就劇社的工作而言，老師往往要兼顧校外的比賽，即使有同學協助導演、劇本和後

台監督的工作，但礙於經驗，還得老師的指導；籌委會的同學也為各會務而疲於奔

命。有時，即使聘得專業的舞台工作者主持訓練班，但同學的參與也欠積極，令主辦

者尷尬不已。 
  學社本身亦需負上責任。籌委召開會議，假若他們未能出席，又沒派人頂替，以

致有所欠缺、遺漏。筆者去年曾出席檢討會，席上，方知原來部份同學對評分制度一

知半解；他們缺席會議，又沒向籌委和顧問老師查詢，這方面值得同學警愓。 
  歸根究底，同學對戲劇的認識，還是停留於初學的階段，有的甚至是在學社幹事

「恩威並施」的情況下，勉為其難，「仗義相助」。後者實有賴於學社幹事的領導能

力和顧問老師的鼓勵；至於前者，要做的仍然很多：劇社應繼續加強同學對戲劇的推

廣，本身的演出，亦應有一定的水準，作為鼓勵和示範的作用；如能聘得專業舞台工

作坊主持訓練班，可考慮在機制上規定已報名的同學出席（這方面可和學社之間有協

議，如將之列入評分考慮，可能消極一點，但也可作為紀律訓練之一。）；劇團巡迴

演出，也能給同學更多觀賞高水平演出的機會。最根本的，還是要同學走出一己的框

框，多觀察、多做資料搜集、多欣賞高水平的演出，發揮創造力，才能突破，與其倚

賴有限的劇本，倒不如由自己去創作。在此，老師的鼓勵和協助，是十分重要的。 
  毫無疑問，戲劇能增強同學的自信，以及表達能力，無論得獎與否，他們的情緒

都異常高漲。比賽過後，他們都忙於拿著相機，在校園不停和同學、老師，甚至家長

（所有家長都會收到校方的邀請信）拍照留念；有些也會在第二年的比賽中再次亮

相，或作演員，或任導演、舞台監督，或是穿著黑衣黑褲，在轉景時才出現的舞台助

理，這種滲透式的教育，或許已在這些地方發揮作用。 

 
何家賢：聖心書院中文科老師，課外活動主任 
    曾赴英修讀碩士課程，主修 Theatre in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