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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藝術評分規範之建立一一圳、

學低年級「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

為例

林玖君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以先前研究所建立的補充性「戲劇課程架構」之「戲劇內

涵E一一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 J '建構並實驗出一套適用於國小表演藝術課程

之「評分規範」。本篇論文以「低年級」課程為例，希望聚焦探討表演藝術能

力指標之轉化歷程及其在現場運用酌情形。研究中嘗試運用文獻中之建議，將

表演藝術「能力指標」及「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內容進行轉化，發展「評

分規範」初稿。之後，研究團隊至國小現場進行預試與修正工作。接著，再對

17位教師進行訓練以建立評分共識，並回到現場進行檢測，以了解規範的使用

情形，並提供回饋意見。 j壹過循環性地教學、討論、反思與記錄的過程， ，評

分規範 IIJ 的內容持續地修正。研究結果發現，除了對能力指標的轉化及教師

共識的運作歷程更了解外，其結果也提供了「評分規範初稿」修訂的參考。其

中幾個重要的修訂，例如:刪除「對話」向度，並將其內容聞自入「對戲劇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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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程度」與「角色」中，強調「角色」向度中動作、表情及口語等描述的

明確性; 釐清「回映」向度，以學生對於戲劇經驗的反省為主;重視「情節」

向度中，學生表現的實質深度而非頻率的高低 。 最後，在教師進入現場實作

後，叉建議增加「完成任務的能力」及「參與活動的專注程度」等兩個向度 o

關鍵詞:表演藝街、戲學l教育、實 ílõ評量、評分規範、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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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Scoring Rubrics for 
the Performing Art-U sing Primary Grade 

on “ the Content of Drama Creation & 
Application" As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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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nd exp自~lm凹t a set of Scoring Rubrics in 

Drarna Strand II for students in tbe elernentary school based on tbe supplernentary 

ι 'Drarna curriculurn" developed by tbe researcher b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its 

discussion on tbe transferring and practical issues using prima可 grade 的 exarnple

The first draft of tbe Rubrics was estab!ished tbrough cornparing 也e leaming 

o句自tive of tbe national curriculurn w恤 the new supplernenta可 ones and 

transferri月 tbose into the frrst draft of rubrics. It was tb個 brought to tbe elernentary 

classroorn for testing and revising pu叩ose. After tha(, 17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Jom 也e research 心 build tbe consensus on tbe Rubrics and went back to their own 

classroorn for 品的ler testing and revlsmg. Through circular actions between 

classroorn teaching and tearn discussions，也e fmal draft was done. After tb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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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er is rno間 farniliar with the transferring procedu間 Discussions fror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eachers' consensus 0宜fered good feedback to revise the drafted 

rubrics. l\1ajor revls lOns of the Scoring Rubrics are: integrating the content of 

“dialogue" into other two it自ns “accepting drama situations" & "role;" more clear 

descriptions is needed on “;role;" “;ref1ection" 阻 different frorn “tesponse;" “plot" 

need to be focused on the “quali時" rather on the 吼巴equency" of the students' 

perforrnance. Two new dirnensions were added to 也e Rubrics-"ability to frnish 也c

task 可nd “con∞ntration in 也e activity." 

Keywords: perfonning ar恕， drama education, perfonnance assessm臼吐，
scoring rubrics, ability indi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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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

自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 ，表演藝術」正式加入藝術與人文領域，戲劇課

程的發展與定位逐漸受到研究的關注。本目較於「音樂」和「視覺藝術J ' ，表演

藝術」是一門全新的學科，不但缺乏獨立的課程內涵與系統，也沒有完整的職

前師資培育計畫 ，因此在發展之初，其課程架構、學科內涵、教學模式，甚至

於評量方法都缺乏完整的研究與實作基礎 o 另一方面，九二課干對司要雖然明確

指出「表演藝術」、「視覺」及「音樂」同為課程內涵的一部分，但因其重視

「統整課程」的原則，在能力指標上皆以統整恆的敘述為主，較不容易看出個

別的內涵與教學方法。教育部雖在接績的報告中(何福田、張玉成主編，

2003) ，補充說明個別藝術的部分內涵、元素、教材或教學方法，但在「表演

藝術」上仍缺乏完整詳實的系統。由於「音樂」或「視覺」課程早已存在於原

有的師資培育訓練及先前的課程綱要中(教育部， 2003) ，對教師而言，要將

「音樂」或「視覺」的藝術內涵融於藝術與人文領域中，是比較容易的事。反

之， ，表演藝術」在師資培育機構或課程體系中，都是一門新的學科，教師若

缺乏相闋的基礎訓練及課程概念，很難在現場進行教學與評量工作。

女日前述，教師們束手無策的主要問題還是在於對表演藝術「學科本位」

課程架構與內涵缺乏了解，而對現場教學的實踐也缺乏信心與能力。因此，林

玫君 (2006 )參考國內外表演藝術/戲劇課程架構，整理成課干到財蕃初稿，並

在國小進行行動實驗，最後發展出補充性戲劇課程架構、內涵及相關活動。由

於英、美各國在戲劇教育的理論與實作已發展百年，並以其理念做為中小學表

演藝術相關課程之基礎，在定義上也多以「戲劇課程」稱之，這也是研究者主

要的文獻依據，因此，當時的研究成果就以「戲劇課干目前蕃與內涵」稱之，以

提供國內表演藝術教師之參考 o 此套補充↑生課程包含三大內涵，並分為適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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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之初、中、高三發展階段學生的戲劇課程 o 其中， ，內涵IJ 為「戲劇基本

潛能之開發」，「內涵IIJ 為「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內涵IIIJ 為「戲劇賞析

與社會生活連結J '詳細內容於文獻探討中再做說明。

從近年課程綱要之補充文獻的後續發展分析，在「藝術與人文」領域，

有從強調藝術「跨科統整J ' 至逐漸重視「藝術單科」內涵與教學之趨勢。事

實上，教育部在《九七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就重新修改「表演藝術」的基

本「學習內容J '強調應以「表演知識、聲音與肢體的表達、創作、展演與賞

析」為主，而在「課程設計」上，則從早期重視「打破學習領域界限… ， 實

施大單元或主題統整式教學 J (教育部 ， 2003) ，至1 目前建議「可依視覺藝

術、音樂與表演藝術之個別特質設計教學 為原則J (教育部， 2008) 。 從以

上內容可以看出九七課也綱要回應了現場教師的需要，而在實施要點中也開始

補充「藝術單干三十」之教材範團與內容、教學概念與方式及評量原則與方法等。

尤其在「表演藝術」的部分，其所強調的三個主軸動?正一一「探紊與表現」、

「審美與理解」及「實踐與應用 J '與前述補充性「戲劇課程架構與內涵」理

念雷同，都重視戲劇表現中過程能力的培養，包含學生自我聲音肢體之「探素

與表現」、各種展演活動之「審美與理解」、戲劇創作之「實踐與應用」等能

力。另外，在實施要點的媒介與教材內容上，也與此架構的內涵相似，都強調

以「表演」為教學的核心媒介，內容則包含戲事基本能力的開發，例如 聲音

口語、五官想像、即興創作等，戲E草創作能力的應用，例如:透過人物、情

境、對話或各種道具來進行創作與展演，戲劇賞析與社會生活連串吉，例如 透

過欣賞、回應或評析自己或他人的演出，達到對於表演藝術之歷史文化及生活

的連串吉與了解。由於本研究之發展基礎是以「戲劇課程與評量」為主，因此將

以先前研究中發展的補充性「戲劇課程架構與內涵」做為切入小學「表演藝術

課程」的焦點，希望能j壹過戲劇本科的學習內涵，連串吉至目前課程與評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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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教學之需要。

隨著課程架構與內涵的建立，研究者也同時在國小持續進行行動研究，

發展搭配課程架構細項教育目標之戲毒活動。然而，在進行活動後，教昕們的

問題就是 「如何進行評量 J ?對於這些缺乏「戲劇教育背景」的教師而

言，到底戲劇要評量什麼內容。怎麼樣能夠在學生戲劇展現的剎那，捕捉其學

習的成果?這是相當困難的挑戰。另外，戲劇與其他藝術一樣 ， 強調「直覺」

與「創意J '但這些抽象的概念是相當難以進行評量的。然而， ，表演藝術」已

成為國家課程的一部分，進行評量也成為勢在必行的趨勢。事實上，教育部己

於2005年起，邀請學者專家發展中小學藝術與人文素養的評量機制。然而，分

析此素養指標(教育部國教司， 2005) 的內涵，在表演藝術的部分，似乎是以

總結式的評量做為依據，較無法具體地列出如何評量學生在課程中的表現。因

此有必要，以實作評量的概念來發展戲劇課程本身的「評分規範」。

「評分規範 J (scoring rubric) 是實作評量常用的評分方式之一，它是指

在某些特定「標準」或「向度」之下，以不同的「文字敘述」來呈現學習者的

表現水準(如優良、中等、待改進等層次)的「描述型評定量表J (張麗麗，

2002) 。 在這些表現等級的評定量表上，不同等級的敘述代表學生不同層次的

表現，而再于者透過這些「評分規範」的敘述，確實且清楚地吉利古宙立學生的

表現。目前國內「評分規範」相關研究已普遍運用於各領域中 ， 而在表演藝術

方面也有少數幾篇 (林玫君， 2010 ;陳恰雯， 2006) 。陳恰雯 (2006 )的研究

主要針對教師規範的發展，進行初步的探究，並嘗試運用一些基本的戲劇元素

來發展戲劇規範內容，這篇研究為規範的建立提供了大概的輪廓，但在戲劇的

課程架構或內涵上，較缺乏完整的系統。因此，林玫君 (2006 ) 嘗試建立補充

性「戲劇課程架構與內涵J '之後並針對 「戲劇基本潛能之開發」發展評分規

範，透過規範初稿的建立、國小觀察預試、評分者共識訓練及現場實作等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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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為「戲劇基本潛能之開發」建構出適用於國小現場的評分規範(林玫君，

2010) 。然而 ，前述的研究都針對規範發展步驟提出具體的建議 ，但研究者也

發現，在發展規範初稿之前，只考慮到補充性的戲劇課干對旦樁，卻未同時將課

程綱要中的「能力指標」納入考量，換言之，課程已綱要中的「能力指標」如何

轉化。轉化的歷程為何?這是研究者心中的疑問。

在參閱相關文獻後發現， ，能力指標」是一種「能力導向」的「課程目

標 J '其內容描述學生所應具備的學習結果(許民陽、林麗詩 、卓家夙，

2004 )。在九年一貫中， ，能力指標」是學校各領域課程發展的重要依據，然

而，其描述卻大多過於抽象(李坤崇， 2002 ;楊振昇， 1999) ，教師使用時容

易疏忽部分指標，甚至無法落實於教學活動中的現象(許民陽， 2002) 0 因

此，若將能力指標加以分析、歸納、綜合或轉化，或許可以便指標更具體，甚

而成為可觀察評量的依據。目前國內已有許多研究探究能力指標之轉化(陳新

轉， 2002 ;魯俊賢、陳美英、吳毓瑩， 2005) ;葉連祺( 2002) 提出替代、拆

解、組合、聚焦、連串吉、複台等轉化指標之策略;李坤崇 (2002) 更針對「綜

合活動」領域，建立指標轉化的步驟。對研究者而言，如何參考上述文獻，並

將之運用於「表演藝術」能力指標的轉化，是本研究的焦點。換言之，藝術與

人文領域課也綱要指標中所提的「藝術創作活動與形式」意指為何?如何轉化

成具體的學習目標?而指標、學習目標與評量標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其轉化

的歷程為何?該如何進行轉化。這都是本研究待答的問題 o

除了「能力指標」的轉化外，本研究也希望參考之前研究的成果(林玫

君， 2010) ，依據規範建立的步驟，針對「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發展吉利于規

範量表 o 由於先前的研究著重於「戲事基本潛能之開發」的探究，主要是希望

教師能在初級的戲劇課程中，應用「戲劇基本潛能之開發」的規草ffii笠行評量。

「中刀級課程」主要在開發學生的戲劇潛能，例如 「肢體動作」、「感官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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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聲音口語」等基礎內涵，因此，教師能在教學後，參考前述的規範針對個

別的內涵進行評量。然而，戲劇的課程不會僅止於簡單的潛能開發，必須進入

「進階的戲劇創作J '也就是「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課程。「戲劇創作能力

之應用 J '強調的是「 j壹過個人或合作性的戲劇藝術創作過程，表達自我之感

受與想法J '重視以「故事」或其他「表演媒介」進行較完整的創作活動。在

評量方面， ，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必須以一個實際的故事或主題出發，從多

元的戲劇/劇場創作角度，進行全面式的評量 o 如此的評量方式與「戲劇基本

潛能之開發」相比，更是複雜，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來進行。因此，如何建立

並發展「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吉利于規範，成為本研究待答的問題: '戲車

創作能力之應用」與課干對司要中能力指標之關聯為何?經過轉化後，規範初稿

為何?預試後修訂的內容為何?現場教師對規範的共識程度為何?實際進入現

場使用後，會對規範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本研究嘗試以「低年級」為例，聚焦討論「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規

範發展情形。 j登過「能力指標」的轉化，進行規範初稿的發展。之後，再至小

學現場進行行動研究，蒐集資料來修正初稿並做為之後教師培訓的依據。在下

學期，邀請17位現場教師，定期討論及介紹規範初稿並建立吉利于者共識，接著

再請教師回到教室現場進行評量，以了解規範實際進行酌情形。綜合以上所

述，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表演藝術「能力指標」如何轉化為「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評

分規範初稿 J ? 

二、在進行國小預試後，哪些「吉利于規範初稿」的內容需要修訂?

三、現場教師評分共識的形成與修訂為何?實際使用規範後的修訂情形

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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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動與文獻的交會

、補完性「戲劇課程架構與內涵」

英、美各國在戲劇教育之相關理念、內涵與課程架構發展得相當完善，

林玫君 (2006 )會綜合美國學者Siks (1983) 、 McCas1in (1984) 、 S訕訕ury

(1987)、兒童/中等戲劇教育協會〈戲劇/劇場課程模式報告書} (American 

Al1iance of Theatre for Youth [AATYj &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atre in 

Secondary Education [AATS月， 1987) 及英國學者Way (1972) 末日Hombrook

( 1991 )對「戲劇課程架構與學習目標」的看法，同時也與我國九年一貫課程

做比較，其結果如表1 0 

表 1 國內外戲劇課程目標之比較

戲劇內涵 戲劇基本 戲劇創作能力 戲劇賞析與社會

學者/研究\\\\ 能力之開發 之應用 生活連結

Siks 兒童為戲劇參 兒童為戲劇製 兒童為戲劇欣賞者

與者 作者

McCaslin 身體與聲音的 創造t主戲劇 透過戲劇之欣賞來增

Salisbury 表;劃主運用 (戲劇創作) 進審美的能力

AATY 戲劇課程模式 發展個人內外 以藝術合作來 審美賞析

在資源 創作戲劇 戲劇與社會生活的連

結
Hombrook 創作 表演 回應

藝術與人文領域
探至有與表現

審美與理解

實踐與應用

從表1的分析，若將英、美戲劇課程架構與我國「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

程目標做比較，不難發現基本架構類似，只是在門噴序」與「細節內容」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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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許差異 o 另外，就「用字」來看，我國以「探素與表現」、「實踐與應用」、

「審美與理解」三項「動詞」來強化「藝術過程能力 J '而歐美課程的內涵要

素，有些以「動詞」描述，有些則是以「名詞及動詞」綜合敘述。因此，特別

針對戲劇課程之內涵及元素細節的部分做探究，經過反覆地對照、整理與行動

實驗後，發展出一套補充愷「戲劇課程架構與內涵J (林玫君， 2006) 。此課程

架構共有三大內涵，各內涵叉包括五至六個細項，每個細項叉分為初、中、高

三發展階段。「內涵I一一戲劇基本潛能之間發」以開發學生個人的戲劇基本能

力為重點，包含「感官情緒的知覺」、「想像力」、「肢體動作」、「語言」及「聲

音」等五項; ，內涵Il一「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是透過戲劇中的合作過程，

增進學生對戲劇元素的熟悉度與應用能力，包含， '1育節」、「人物」、「對話」、

「主題」、「視覺效果」與「音樂效果」等六項; ，內涵III-且我劇賞析與社會

生活連串吉」則以「戲劇賞析」末日「與社會生活連串吉」為目標，主要培養學生應

用基本的戲劇賞析觀點與元素，對各種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欣賞戲劇表演

時做出回應，最後， 肯白守所學應用在個人生活和社區文化中。以下，針對本研

究的「內涵Il一一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進行說明 。

「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 J '重點在於學生合作創作戲劇的過程，英、美各

國學者也針對此點做出建議。 Siks ( 1983) 提出「兒童為戲劇製作者」的課

程，包含劇情、人物、主題、對話、聲音韻律、其他特殊劇場效果等六項單

元 o Salisbury (1987) 在「戲劇創作」中，主張選擇適當的文學題材，例如

故事或歌謠，著手進行較長且有計畫的戲劇活動。在美國〈戲劇/劇場之課程

模式報告書HA且'Y&AAT鈕， 1987)中，第二部分為「以藝術合作來創作戲

劇 J '其課程內容包括人際互動技巧、問題解決、即興呈現、人物刻畫1 、劇本

創作或編寫、劇場技術、 導演(從第四階段開始實施)、劇場管理(從第五階

段開始實施) 0 Hombrook ( 1991 )則主張， ，表演」課程應發展學生參與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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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的能力 o 比較而言， Hombrook較偏重戲~表演與呈現的真實能力，而其

他學者則強調j壹過學生參與「即興戲劇」活動的綜合學習經驗，提升學生對於

戲劇元素的自然理解與應用。綜合而言， ，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主要包含

「情節」、「人物」、「對話」、「主題」、「視覺效果」與「音樂效果」等內容。

二、評分規範建立的歷程

「 5平分規範」之建立需要明確的步驟，國內雖已建立許多規範(林褔

墓， 2006 ;趙建豐， 2004) ，但多半只呈現規範的內容，或建立之後的信效度

研究(張郁雯， 2008 ;鄒慧英， 2004) ，對規範建立的歷程細節與相關問題卻

未多做著墨，這對欲建立評分規範者而言是一大困惑。林玫君 (2010 )透過文

獻(鄒慧英， 1997 ;歐治和， 2002 ; Chicago Board of Educati凹， 2000; Nitko, 

2001)整理與行動研究，發展出規範建立之步驟有七:

步驟一 編製一個概念式課程架構，呈現所要評量的內容與過程之主要

方向。

步驟二 從架構中列出學習目標，並從中勾勒出規範應有的大致內容 o

步驟三 發展符合之概括式評分向度和個別向度中所要評量之內容，並

擬定學生在評量中所需展現的「實作任務或活動 J (perfonuance task) 。

步驟四 綜合概括式向度及特定的「實作任務或活動」發展評分規範初

稿。

步驟五 進入現場，以「部分學習者」的表現進行預試，透過觀察與記

錄學生表現，修改規範初稿。

步驟六建立評分者一致性，確認評分者對相同情境或行為的評分達到

可接受的一致J性。

步驟七 評分者實際進入現場進行教學評量，確定規範的實際運作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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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再度修改規範以達到更明確、 具體的描述 o

雖然規範建立已有步驟可遵循，但從步驟二中仍可發現，其初稿的建立

只考庸補充性課程架構 。 然而，從架構中列出的學習目標，其依據為何?綱要

中的能力指標是否也應納入考量?指標轉化為學習目標的歷程叉是什麼?之後

的步驟三與四叉是如何依據步驟二發展。這都需要進一步的探究。本研究將指

標的轉化加入步驟二中 ， 希望能從中發展適合低年級學生之學習目標，以完成

規範之建立 。

三、能力指標的特質與轉化

「能力指標」是一種「能力導向」的「課程目標J '其內容描述學生所應

具備的學習結果(許民陽、林麗詩、卓家夙， 2004) 。事實上， ，能力指標」是

課程發展的重要依據，欲進行評量也需從指標觀之 。 不過，李坤崇 (2002) 建

議若要實施評量，應先轉化能力指標為具體的教學/學習目標，始能規劃活

動。楊思偉(1999) 則認為能力指標比較理想化，並不會直接展現教學的目

標，仍需要做進一步的轉化才能進行評量 o 綜合上述發現，能力指標似乎並不

如教學目標具體，較難直接用來進行評量，若要將單項能力指標直接轉化為教

學活動，也不容易。換言之，在使用能力指標時，需有詮釋、分析、轉化等步

驟，待成為教學/學習目標後，才有可能提供給學生良好的學習。

目前，國內亦有研究針對能力指標轉化部分進行探究(陳新轉， 2002 ; 

魯俊賢等， 2005) ， 葉連祺( 2002) 也針對能力指標的轉化，提出替代、拆

解、組合、聚焦、;對吉、複台等六項策略 o 以替代策略為例，就是利用一對一

「對應轉化」的關係，以某主題物替換原有能力指標內的關鍵詞，形成教學目

標。李坤崇 (2002) 在其研究中，針對綜合活動能力指標，提出具體的分析步

驟: ( 一)找出核心概念; (二)評析左右同基本能力之橫向銜接; (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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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同學習階段之縱向連貴; (四)展開核>CA慨念，予以窮舉; (五)對照課程

標準、相關理論與現況; (六)評析最佳學習、教學策略; (七)細分能力指

標，為大多數學生能達成者。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除參考各指標之轉化策略與步驟外，也會特別針

對尚未完成的「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 J '深入了解指標轉化的歷程 o

參、行動策略

、研究方法與參與人員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方式，參與人員包含「研究者」、「研究小組」、「教師

團隊」及「森林(匿名)小學學生」等。「研究小組」為兩位具戲劇教學與研

究經驗的助理 ， 除全程參與研究討論外，也負責蒐集資料、錄影記錄及錄音轉

譯等工作。「教師團隊」為17位具備基礎戲劇教學經驗之教師，主要參與步驟

六及七，每星期固定聚會一次，以進行研究工作。「森林小學學生」為南部市

郊一班低年級學生，由校方提供一週一堂的表演藝術課程，做為初稿修正之

用 o 此外，為了確保規範的適用對象包含各種表現類別的學生，事先以分層抽

樣法，從班上抽出低、中、高不同戲劇表現程度的學生各一人 (A 、 B 、 C)

進行焦點錄影，希望提供未來評分者訓練(步驟六)之觀察樣本，以進一步了

解規範試用的範團(歐治和， 2002) 0 

二、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與規範建立步驟雷同，分兩階段進行，階段一透過能力指標轉

化及相關文獻整理，以發展規範初稿，階段二則先後進行初稿修正、評分者共

識建立、戲劇教學評量等工作 o 第一階段於2008年8月至10月間，主要進行規

範建立步驟之二至四，分析藝術與人文領域「第一階段」能力指標(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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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之關係'並參考其他相關文獻，建立評量任務與規

範初稿。第二階段在2008年11月至2009年7月，先進入森林國小進行教學觀

察，以修改規範初稿，此稱為「規範預試J '當時拍攝的影片亦做為日後步驟

六評分者共識建立之工具。接著，於8月開始邀請「教師團隊」參與培訓工

作，先介紹「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理論基礎並演練戲劇教學活動，再透過影

片觀賞及討論，調整規範及建立共識，最後才回到教室現場進行評量， 11月歸

納教師使用之看法，以完成低年級評分規範完稿。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研究資料依「資料蒐集對象」共分四類一為觀察國小學童所蒐集之資

料，例如 「教學觀察紀錄」與「教學剪輯影片 J '二為研究者與研究小組之

「研究小組討論紀錄」與「研究者省思札記 J '三為針對教師團隊而蒐集的

「評分者共識討論紀錄」、「評分者評量討論紀錄」、「吉利于者學習札記」與「規

範使用滿意度問卷J '四為相關文件資料，例如: '吉利于規範」初稿與完稿等。

研究中資料的蒐集、整理與分析是持續且循環地進行，為使資料更有效地整

理，將資料編碼處理安o表2 0 

肆、行動結晶

研究結果主要針對規範步驟二、五、六及七進行說明，先了解「戲劇創

作能力之應用」能力指標的轉化歷程，再透過現場教學觀察與記錄，探究初稿

修訂內容，最後，清楚呈現教師共識的形成及使用規範後的修訂情形，本研究

發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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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始資料編碼意義表

資料類型 編碼

教學觀察紀錄 。970612

研究小組討論紀錄 R970521 

研究者省思札記 T970411 

評分者共識討論紀錄 GA980222 
評分者評量討論紀錄 GB971201 

評分者學習札記 GC971206 
15 

規範使用滿意度問卷 Q11 

相關文件 P 

V 

意義

規範預試﹒拍攝上課歷程，並但又紀錄彙

整而成

研究者與研究小組固定聚會討論之紀錄

研究者不定時撰寫之省思

教師團隊共識建立的過程紀錄

教師團隊進只教室後與研究者討論之紀錄

教師個人之紀錄與省思，編碼表示編號

的教師於 97 年 12 月 06 日書寫的札記

為了解規範使用後之想法，問卷分「規範
內容」與「使用操作」兩項，其下各有不

同評估項目，以五點量表勾選並輔以開放

問題，補充量性資料，編碼 Q11 為編號

11 的教師問卷

P1 為規範初稿、白為預試後修正之規

範、 P3 為共識後多正之規範、間為規範
完稿

預試拍攝的片段剪輯，為日後共識建立用

、「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能力指標轉化歷程

(-)篩選符合「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能力指標

依據前節文獻分析(林玫君， 2006) ，補充性「戲劇課程架構」之「戲~

基本潛能之間發」與「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課程目標，和目前「藝術與人

文」目標之一「探素與表現」的理念雷同 o 由於「戲劇基本潛能之開發」強調

「肢體動作、聲音口語、感官想像等能力」的培養，這和「探素與表現」目標

下的能力指標敘述 「透過各種藝術媒介來發展學生的想像力，並感受藝

術創作中的喜樂與滿足」不謀而合。只是，在此所謂的「藝術媒介」是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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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的身體與聲音，也就是表演藝術/戲劇的基礎課程。此外，在「戲劇創

作能力之應用」的部分，是以「透過戲劇中的合作過程，增進學生對戲劇的綜

合應用與表現J '這末日「探素與表現」的指標敘述類似，都是重視參與者如何

運用不同的藝術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只是在此「藝術形式」係j壹過戲劇的

元素，即人物、情節、對話等來表現 o

九年一貫整體的藝術與人文課程包含四個年齡階段，本研究企圖以第一

階段(低年級)中與「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有關的能力指標做為轉化成評分

規範的基礎。透過分析發現，第一階段符合「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指標有

二項 , 1-1-2運用視覺 、聽覺 、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與

想法」及， 1-1-3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行藝術創作活動」兩項。在

選出相符合的能力指標後，將依據文獻中轉化的步驟，進入下一個階段。

(二)轉化能力指標為學習目標

依據李坤崇( 2002) 之研究，能力指標轉化共分為五個步驟，以下將以

前面分析出的「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相關指標，亦即指標， 1-1-2運用視

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與， 1-1-3使用媒

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J '依下列步驟轉化成具體之學習目

標。

首先，找出能力指標之核心概念 通常是指標中的「動詞」或「受

詞 J 0 反觀指標， 1-1-2運用視覺、聽覺 、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

受與想法J '其中的動詞是「運用」與「表達J '而受詞是「藝術創作形式」及

「感受與想法」。因此， 1-1-2的核心概念就是「運用藝術創作形式」及「表達

感受與想法J 0 在指標， 1-1-3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行藝術創作活

動 J '動詞是「使用」與「創作J '受詞是「媒體與藝術形式結合」及「藝術活

動」。因此， 1-1-3的核心概念就是「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結合」及「創作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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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J (R970819) 。

其次，著手分析上下同階段之縱向連貫 比較指標1-1-2與 1-1-3發現，

指標1-1-2著重以藝術來表達感受，指#票1-1-3則強調藝術創作的進行，兩者看

似相闕，重心卻不同(R970821) ;若欲使兩者產生關聯，依葉連祺( 2002) 

的建議可將兩項指標「組合J '兩項指標之縱向連貫就成為「 j壹過藝術創作的

過程，表達己身感受與想法」。

第三，開展核心概念一一針對己找出的核心概念拓展其廣度或深度。在

指標 1-1-2與 1-1-3 中， ，藝術創作形式」為關鍵詞，但何謂藝f有的「創作形

式」。在進一步參考文獻(教育部， 2008) 及討論後(R970821 、 T970828) , 

認為〈九七課干到司要?何拔壘的教材內容中，所提「基本概念」中的第三點「表

演藝術的展演J '包含「即興的戲劇或舞蹈組合展現」及「角色扮演與情境模

擬J '例如 以圖畫 、童謠、故事等為題材、團體合作的表演活動(兩人以上

小組所進行的創造性表現)及表演活動的安全守則，例如 人員、動作、空

間、道具、設備等安全，而其中的即興戲劇、舞蹈、組合展現、角色扮演、情境

模擬、團體合作表演等 ， 可做為2日深「藝術創作形式」之解釋。此外，從「藝

術與生活」第三點與第五點來看，例如 「人物裝扮與情境布置的應用(運用

生活中之人、事、地、物等常見的素材 )J 及「透過藝術創作與生活美感經驗

的關聯性，表達個人想像或感受，培養表達自我的信心 J '這除與指標1-1-2及

1-1-3對應外，從人物裝扮、情境布置等描述亦可3日廣「藝術創作形式」之意

涵。

最後 ， 綜合前述核心概念的開展，例如 即興戲劇、舞蹈組合展現、角

色扮演、情境模擬、團體合作表演、人物裝扮、情境布置等，研究者也嘗試運

用葉連市其 (2002) ，替代」之轉化策略，將所開展的內容融入指標敘述中，以

指標1-1-2為例，其「藝術創作形式」關鍵詞就更換成「即興戲劇/情境模



. 林玫君 131 
一_!CJl:草鹽.1圓圓祖國噩噩噩噩圈iiD譜曲

擬」、「角色扮演/人物裝扮」、「情境布置 J (特殊效果)等，其學習目標則如

「運用即興戲劇/情境模擬，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運用角色扮演/人物

裝扮，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及「運用情境布置(特殊效果) ，表達自己的

感受與想法J 0 

(三)擬定「戲廈嗆U作能力之應用」對應的重要向度

具體學習目標完成後，就要針對指標、相關理論與現況進行比較，以擬

定對應之評量向度 。 樣〈戲劇/劇場之課程模式報告書} (AATY & AATSE, 

1987)及文獻 (Hombrook， 1991; Salisbury, 1987; Siks, 1983) 所提， ，戲劇創作

能力之應用」是運用「文學主題」或「社會議題」進行較長的戲劇創作，重視

「以藝術合作創作戲劇」或「參與戲劇呈現之能力 J '包含重要元素「情節」、

「角色」、「對話」、「主題」、「視覺效果」及「音樂效果」等六項 o 從戲劇媒介

比較「戲車創作能力之應用」與課也綱要內容可以發現， ，文學主題」與「基

本概念」中的題材(如圖畫 、童謠、故事等)是相呼應的;);戲劇元素來看，

「情節」、「角色」、「視覺效果」與「音樂效果」末日前述歸納的「藝術創作形

式 J '例如:情境模擬/即興戲~、角色扮演/人物裝扮、情境布置等項雷

同。綜合比較之下，其共適的評量向度為「情節」、「角色」、「視覺效果」與

「音樂效果 J '至於「主題」與「對話」則難以從指標或課程綱要中觀之。然

而， ，主題」是一齣戲的靈魂中心(林玫君 ， 2005) ，戲劇能反映人生，其活動

也應具備主題; ，對話」包含戲劇人物之對白、獨白或旁白等語言，是人物表

達想法與感情的工具，同時也可幫助發展劇|育、主題或氛圍(R970912) ，在

考量不偏廢一方的情形下 ， 決定將兩者納入 ， 歸納出「角色」、「情節」、「對

話」、「視覺效果」、「音樂效果」與「主題」等六項對應之重要向度 o

然而，透過研究小組數次的討論(R970829 、R970916 )發現，六項向度

中有五項都是以「學生」為中心的角度撰寫，例如 「學生會表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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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等，但「主題」較以教學者的角度出發;為了符合以「學習者中心」

的理念，研究者重新詮釋向度為「想法j ，以評量學生對主題之看法。

此外，在向度部分另增加「投入的程度」一項，主要是因為林玫君

(2010 )在其研究中認為，在戲劇活動中，一般性向度「投入的程度」亦是一

個重要的學習目標 o Morgan與Saxton (1987)也認為，戲劇5平量重點不應侷限

在教學內容呈現的技術水準，亦應考慮學生課堂參與的情形。因此，本研究之

規範初稿共有「投入的程度」、「角色」、「情節」、「對話」、「視覺效果」、「音樂

效果」與「想法」等七大向度。

發展對應「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縱軸向度後，接著就要決定橫軸表

現層級的「等級」。參照一般研究方法之建議(李坤崇， 2002 ;余民寧，

2002 ;郭生玉， 2000) ，等級會影響評分者問分數的一致性，過多過少都不

好，若分為五等級，吉利于者可肯巨傾向勾選中間分數(3) ，所以決定?采用四個等

級 o 此外，林玫君 (2010 )在研究中發現，部分學生偶有精神或情緒不佳的狀

況，以致影響其平日表現;另有特殊兒童，如過動、注意力不集中等。針對這

些學生，教師很難在當下使用「規範等級表現」來進行評量，參考其研究，研

究者在規範初稿中也加入等級 'Oj 的項目，以表示評量當時學生發生特殊狀

況，不予言十分(規範初稿參考附件一，規範完稿參考附件二)。

二、評分規範初稿的修訂內容

從第一階段能力指標的轉化歷程，完成了「評分規範初稿 j ，接著進入國

小低年級現場，依據學生的實作表現來修訂「初稿 j 0 以下就是研究的發現:

(-)將「投入的程度」修改為「對戲劇情境接受的程度」

觀察後發現，學生雖能專注地投入活動，但卻不見得認同戲劇情境

T: 我們住的地方河流會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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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從那巷里7在追求(從鏡子處持甸窗戶) ，然後流下妄。

T: 這是河流(手中拿辛辛一塊藍色方) ，請你幫忙讓河流通過。

S8 部蚓蚓就是一個方布已啊!

Sl :可可 就在說啊 (0971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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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師生對話中發現，部分學生即便專注於活動，但對戲劇情境仍可能存

有懷疑 ， 需再次檢驗「投入的程度」之評量重點。 O'Tool與Dunn (劉純芬編

譯， 2005) 提及檢核學生在戲劇投入的部分，可包含「接受並商趴教師入戲的

教學技巧」、「接受扮演戲劇中居民角色」、「在角色扮演時與同儕互動良好 J ' 

以及「認同與了解共同創造之戲劇架構」等。經過討論後，研究者逐漸釐清，

建議應該從「戲劇情境的部分切入，因為一旦孩子接受教師扮演的角色並進入

戲劇情境中，↑也就能專注地投入活動中 J (T971117)。因此，將向度改為「對

戲劇情境接受的程度J '而在數次現場觀察後 ， 也發現學生不僅能接受戲劇|育

境， 還能與其他角色「對話J . 

(教師入戲變成村長與扮演村民的核子討論巨人的行為)

T: 各位，你們家最近有發現什麼不同嗎?

S5 (農失) :我聽說有山披拔掉還是怎樣耶?

S8 (漁失) 他把我們家變成這樣，你看指甸何?覓處)

T: 哇!你的家垮了，那你〉令人才是要往哪種呀!

S2 (農失) :我們的地被剝一條線了。

S5 (農失) 苟且他還在上面草草一個犬腳印喔 (0971119 ) 

從現場觀察中發現，似乎學生「在戲劇情境中應答或互動的程度」成為

決定學生是否投入戲劇課程的關鍵 。 因此，將「對戲劇情境接受的程度」其下

的層級描述，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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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常積極地投入戲劇情境，並能以角色的身分與其他角色進行對話或回應問
題

3 接受部分戲劇情境，大致能以角色的身分與其他角色進行對話或回應問題

2 能配合劇情發展進入戲劇情境，只是很少與教師或同儕進行互動或回應問題

難以投入且在戲劇J情境外

(二)將「對話」向度下的表現居級敘述，融入「對戲劇情境接受程度」

和「角色」向度中

由於初稿的縱軸向度中已有「對話」一項，而在「對戲劇情境接受程

度」下的層級，其描述內容似乎與原來初稿「對話」向度下的內容重疊，例

如「總是能在戲劇情境中，以角色的身分與其他角色進行對話或回應問題J 0 

陳恰雯 (2006 )建議發展規範時，向度需加以精簡或合ft干，且向度也應與欲評

量的表現有直接相關。在經過一番討論(R971121) 後，決定暫時將初稿中的

「對話」向度拿掉，並嘗試將其內容商趴前述的層級描述中。然而，在實際的

戲劇課程中，學生有許多對話的機會，若把「對話」的項目完全拿掉，該如何

進行評量呢?在其中一次觀察後，研究者對「對話」有了新的發現。以下是當

時課室觀察的摘錄:

(村長害關村民犬會，了解村民說況)

S4 (農矢，戴辛辛斗笠) 有一攻我喜鄰居家，看到真的有耶!

T( 村長)你看到什麼 P

S4 ;我看到水變少(手往下比) ，本家水很芋，結果慢慢變少，然才是

魚都變成這樣游( 1被tl1魚因為水少百F躺著游的動作)。

S5 (誡人) 石頭也都裂開了，裂成五瓣!

S8 (農失) ;有一次我上山，畫畫看到山上有一個一個的消喔!

(097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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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觀察紀錄中發現，學生能持續地在角色中與扮演「村長」的教師對

話，且除了運用肢體動作外，還能以語言表現出不同村民角色的特質。這也讓

研究小組反省至D '話語本身不需要獨立呈現，它的表現應是j登過學生扮演角色

之話語內容的恰當性來反應。如此， ，對話向度不應被特別拉出來評量，應該

要從各方面，如動作或對話來看角色，應該說「對話」是用來配襯或支持角色

的恰當性! J (R971121)。此後，就確定將「對話」的向度正式挪闕，將其下

內容分別融入「戲劇情境」末日「角色」兩個向度的層級描述。經過修改後，

「角色」向度的描述如下:

4 能運用動作、聲音或口語，適切地表達劇中角色的外形、動作或特徵

3 能運用動作、聲音或口語，大致表達出劇中角色的外形、動作或特徵

2 能運用動作、聲音或口語，粗略地表達劇中角色的外形、動作或特徵

難以運用動作、聲音或口語，表達劇中角色的外形、動作或特徵

(三)修改「想法」為「回映」

「想法」向度主要是在觀察學生是否了解戲劇或故事的主旨，然而，卻

在經歷數次活動後發現，教師需從學生的回應中來確認他們是否了解故事主旨

( 0971112 、R971204) 0 這引發研究者思考將向度的重點置於「對教師所提之

問題有所回應，並提出想法」及「能抓f主焦點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可能

性。

就在另次的觀察中，聽到學生針對河流汙染事件分享其經驗，讓研究者

更加確認此向度的評量重點

T: 河流巷里面有餐魚，如果你不愛情河流的話會怎樣?

Sl :我看電視上有海豚'就有人員L丟東西，然後松不知道就把它吃

下妄。它卡在喉嚨巷里，主重要拿出求，我覺得海豚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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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1210 ) 

從觀察中可以發現學生既對問題提出看法，也分享了他的經驗或感受 o

這部分的評量若以前述的評量重點來看，例如 「對教師所提之問題有所回

應，並提出想法」及「能抓住焦點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 J '似乎還有不足之

處。 0'Too1與Dunn (í劉純芬編譯， 2005) 曾提及戲劇活動三階段，其中「反

映J (reflect) 階段就是「分享戲劇經驗或感受 J '重視透過「反映」讓學生深

思或分享J~得，並進而轉成為明確的知識 o 這與此向度欲評量的重點觀念不謀

而合，因此研究者決定將此向度更名為「回映J '評量重點為「回潮戲劇經驗

並能分享感受或想法J '層級描述修改如下:

4 能仔細地說出恆歷過的戲劇經驗並分享感受或想法

3 能大致地說出經歷過的戲劇經驗並分享感受或想法

2 能粗略地說出經;歷過的戲劇經驗並分享感受或想法

難以說出經歷過的戲劇經驗或分享感受與想法

(四)調整「情節」的層級描述

在初稿中， ，情節」向度的四個層級以行為的「頻率性」做描述，例如

「總是」、「經常」、「偶爾」、「很少」等用語，但在觀察後發現「孩子都能夠運

用簡單的行動或靜止動作，重現故事中的片段經驗或場景。如此一來，大家都

在層級四了! J (R97120 1) ，若要修改層級應從學生的表現進行:

(漁失組三個被子分別坐在一條河流的兩岸)

T: 請問 i有矢，你正在做什麼 P

S8 :我在欣賞魚(坐在岸邊不動卜

S7 :釣魚(坐在岸邊，手上未拿釣竿卜

Sl 栽在綠魚吃飼料(開始拿出籃子中的保特教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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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 我這巷里面有飼料(苦苦舉保特拜克) ，我家綠魚吃飼料!

(章是失組三個核子在一塊綠色的讓她上，棋生辛辛插秩動作)

T: 你在做什麼 P

S6 (毒害辛辛斗笠，持續做辛辛插秩的動作)

S3 (豆豆帶信~皇冠) :我在插秩!

S4 (發出哼哼的聲音，認真地指秩)

S3 : t也是一雙芳草，在幫忙插秩 (097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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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上述觀察，認為Sl 、 S6及S3應屬合理表現的層級4 ， S8 、 S7則為

層級3 '泌的貓做出不合邏輯的插秩動作，列為層級2 (R971202) ，依此表現

之層級修改如下:

4 在戲劇互動中，能以行動合理地展現故事的片段經驗

3 在戲劇互動中，約略能以行動呈現故事的片段經驗

2 在戲劇互動中，雖以行動呈現故事的片段經驗，卻不合邏輯

在戲劇互動中，難以行動展現故事的片段經驗

(五)加強說明兩特殊效果向度的評量重點

特殊效果共有「視覺」與「音樂」兩向度，主要評量學生能否還用視

覺、音樂媒材來表現角色造型、情感或情境氛圍。歷經幾次活動後發現 「學

生都能運用多元的媒材表現角色或場景，若從評量重點來看，對於視覺/音樂

媒材的說明似乎有些不足! J (T971118) 。以下是課室觀察摘錄:

T: 則有人捉到，河流可不可以有瀑布，那瀑布怎麼表現?

Sl 就是兩山(吉普架)把它頂著。

S5 把它(指藍色有)塞在這種面(吉普架中的小洞卜

T: 請你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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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將吉普架移到河流上游處，益將河流拉到吉普架上方)

Sl :從這種流下求。 (0971105 ) 

從觀察中可以發現，學生能運用多元媒材「靈活地」表現瀑布場景，這

部分若以初稿的評量重點來看，的確尚有不足之處。同理，音樂效果亦是如

此，除了聲音，應該還有其他可用以表現的媒材才是。經過討論後，決定將兩

向度的評量重點改為「運用多元的視覺媒材或道具，表現角色造型與情境氣

氛」及「運用多樣的人聲、樂器、音樂或情境聲響 ，表現角色情感和情境氣

氛」。此外，也依據學生的表現稍加調整層級描述(詳見附件二規範完稿)。

三、現場教師共識的形成及使用後之修訂

在「規範初稿」預試修訂後，就是教師團隊的規範共識建立與後續修訂

工作。以下是研究中的發現

(-)評分者共識的形成與修訂

參與教師共17人，聚焦於三位「表現最好」至「最差」之不同程度之學

生，分別為A生、 B生及C生，並藉由觀看規範預試拍攝片段，做為評量操作

練習及「吉利于者共識」建立工具。建立過程中，若教師對同一表現有不同的評

量結果，研究者就會j壹過討論了解彼此的差異，之後再次進行評量，希望大家

對相同表現的共識程度能達80%以上，以獲得足夠的信度(楊孟麗、?射水南

譯， 2003) ，圖 1為各向度的共識程度 (X車由為向度， y軸為共識程度)。

向度「情境接受」、「特效」及「回映」的共識程度分別介於76%~

100% 、 70%~100% 、 76%~88% '部分向度雖未達80% '但已顯示出一定程

度之共識;向度「情節」與「角色」之共識程度介於53%~ 100% 、 59%~

100% '明顯低於前述向度 ， 顯示出教師對兩向度的描述有不同的看法。先從

, '1育節」向度來看，對C生的評量共識度明顯低於其他兩位學生，似乎教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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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評分共識平均數折線圖

於C生的「情節」表現存有不同的看法，這點從討論紀錄中可清楚看到

G2: 我覺得C生沒有不合邏輯。

G5: 但他沒有行動啊!

G2: 他剛剛膏獵人還說他在抓山豬。

G6: 對啊!苟且他有跟人家互動，跟其他人講話。

T: 你們認為層級3要能配合情節的發展，約咯地〉令人行動家呈現，現

在看看C生有沒有行動?

G8: t也不是變獵人嗎 P

G15 他7黃誡人還說送東萄給A'A還說要把爆朱花拿由各種。

T: 這樣的程度要言平量在層級2還是3 ? 

G5: 不考慮合不合邏輯，就在2 。

T: 嗯，如果層級2í1矢志能依據戲劇框架，約時畫畫飛行動進行，層級1

是很少Jfl行動表現。 (GA980115 ) 

歷經多次的討論及釐清，研究者嘗試調整規範敘述如下，其最後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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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也逐漸提高，達到預期的水準。

4 在戲劇互動中，能以行動合理地展現

故事的片段經驗

3 在戲劇互動中，約略能以行動呈現故在戲劇互動中，大致能以行動呈現故

事的片段經驗 事的片段經驗

2 在戲劇互動中，雖以行動呈現故事的在戲劇互動中，稍微能以行動呈現故
片段經驗，卻不合邏輯 事的片段經驗

在戲劇互動中，難以行動展現故事的在戲劇互動中，很少能以行動展現故

片段經驗 事的片段經驗

「角色」向度的共識程度軒忌，主要是因為B生的「擬人化」角色(貓)

和原先設定「人物」角色之敘述有些許出入，以致影響教師的共識程度

( GA980115 、R980117) 。部分教師認為B生可達層級4 ，例如: '從頭到尾，

她都還可以記得自己是一隻貓，在正常的狀態下，我覺得她很厲害 J '有些教

師則認為B生僅能在層級3 '因為「他用擬人化的方式扮演，但是他回應的時

候還是用中文」、 'f也有的地方就喵喵叫，有的地方他還是人，他沒有考慮到他

的角色J '亦有教師認為B生應在層級2或1 '因為「當A在插手央時，他一直都是

農夫的角色，可是那隻貓就應該要有貓的動作，但他卻在插棋，我無法認同他

的角色塑造」。歷經多次的討論與反思， 嘗試將「角色」層級做進一步的澄

清

此 t句定主要言平量角色本身的外裂、特色，且是否能一致地從頭到是

在角色中，益將角色塑造到一定的深度。因此，層級4就是「總是能

夠」達兩動作、聲音、 σ語表達角色，也就是不論何時，總在角色

內。層級3就是時布在角色內，將布不在，但大致上看得出其角色。

(R980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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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層級雖已澄清，但在數次討論之後，此向度的共識程度仍低於預期，

研究者猜想，主要是因為學生本身創造的擬人化角色所致，如一位教師所言

我發現我小孩在玩時，也會這樣，假如我扮演某種動物，我只會叫

一孽，之後就誘人話，畢竟他們還是要談話才能溝通，才演得下

各!所以說扮家家滴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動物誘人話喔!

( GC980121 ' 13 ) 

當學生扮演「擬人化」角色時，或許無法完全擬真地扮演動物，因此建

議在進行「擬人化」角色的評量時，可將其重點置於「肢體的表現J '而一般

的「人物」角色評量，則可依照規範內容進行評量。

(二)現場教師使用規範後的修訂

在建立共識後， 17位教師回到現場進行教學與評量，綜合討論紀錄、評

分者學習札記與問卷等資料，再次「修訂」規範並「釐清」相關問題:

1 增加「完成任務的能力」和「參與活動的專注程度」兩向度

實際進入現場後，發現學生的部分表現無法從規範中評量，他們提出

「有的孩子有IDEA 、會天馬行空，但有領導力的人就會拉回來，且想了很多

方法或組織同組的人進行，那這要在哪個向度評量。 J (GB980523) ，這使研

究者考慮「將『領導組織」加入規範中，因為戲劇就是強調，在活動中培養個

人的想法， 還有與他人一同合作的能力，對個人的發展而言，這部分頗為重

要 J (T970606) ，在與研究小組討論後(R980601) ，決定加入林玫君

(2010 )發展的規範向度「完成任務的能力 J '並與教師團隊一同定義此向

度

主主旬巨星應該看小組中個人的表現，不是看小組一用完成的作品，不

然只要小組完成任務就要全數詳量等級4了!事實上，此 t句友處觀察

個人的表現，如小組中有個Lead且，不吾吾同學協助即可完成任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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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卻需要協助，如此， Leader處于是許在 4 ，其餘學生 jPl il純情況評

量在2 <i克3 0 ( GB980613 ) 

除增加上述向度外，亦有教師認為，學生的專注力與戲劇情境接受的程

度不一定成正比，因為「他有時候能接受情境，還是會搗蛋，這是有可能同時

發生的 J (GB980613) ，因此，決定另外加入林玫君 (2010 )發展的向度「參

與活動的專注程度」。歸納問卷結果，研究者發現，此二向度的確極具重要，

且對教師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滿意度( 4.7) 。

2 調整向度「角色」的層級描述

「角色」向度雖強調動作、聲音或口語的運用，但似乎仍不足以判斷角

色扮演之恰當性 (GC980422 ' 09) ，這是因為生動的角色可能是由其他表現形

成

G4: 我觀察的人中只有一個達到 4 ，因為他扮演歎疆人的角色，會J1'!

動作及表情，將其主真狀態表現清楚。

T: 要木要把表情加入， B.矢志畫畫J1'!動作、表情或者聲音。語。

Gll: 針，有的學生雖然提POSE ，但是且展中苦苦仲裁臉上無完，你會

感覺不 mt毯，到底人有沒有在這巷里。事實上，主主要演漁失，雖

然是捕魚的動作，但他的心情(快樂)需要姿態或表情求做更

細膩的闡述。

G9: 那應該要改成。語~語氣，好像我們在講話「\，你不要追

求 J '就J1'!很兌的語氣表達角色。 (GB980613 )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決定修改描述，以層級4為例 ， 改為「能運用動

作、表情、口語或語氣，適切地表達劇中角色的外型、動作或特徵J 0 此外，

部分教師也在問卷中建議，將欲觀察的項目加入底線，例如:動作、表情、口

語或語氣等，就會更清楚評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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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層級 'Oj 為「無法評量」

層級 'Oj 主要用來評量特殊狀況的學生，但部分教師對層級。出現不同

的看法( GB980523 ) ，有的人認為「層級1↑以乎就有包含o j ，有的人提出 '0是

不評分的意思，而非得0分」的意義，有人覺得不需要0 ，認為 '0沒有意義，

反而用備註較好」。透過反覆的討論( GB980523 、R98053 1 )與問卷分析，認

為此層級仍具保留之必要J隘，並將其評量的標準訂出: '可以參與卻不參與，

應評量於層級1 '若因個人特殊狀況無法參與應評在o j (GB970613) 。

綜合以上所述，研究者採「無法評量」為層級名稱，以減低層級1與0之

混淆。而此層級的重要J隘，如一位教師所提

如今各校每班幾乎會有幾{立特殊核子，這能關照到「特殊表現」的

孩子 ;li學生不可能一學期都維持健康或情緒在掌控中，因此這設

計有其是要性，唯j吏甫的老師應了解「無法詳量 J ;;)t 'OJ 是狀態的

簡述，布不是學生的學期分數。 (Q12 ) 

4 釐清「回映」向度的評量定義與時機

實際進行教學與評量後，部分教師認為 「回映只是事後的回潮」

( GB980606) ，然而 ， ，回映」與「回應」到底有何不同。

由映是「日央 J '叫做reflect '持對之前做過的享有交忠、笑容之

意。另一'@!l J 則是自sponse '捕的是一間一等，兩者是不同的，

此規章E中所捕的'@映」應該是交惡笑容之意。 (T980702 ) 

在釐清「回映」的定義後，叉有教師提出 「這個向度可能需要等到最後

一堂課或單元活動告一段落後，才能進行評量j (GB980606) 。另外，也有些

教師反應: '一般教師沒有這麼長的時間 ，可以在(教學活動)最後坐下來，

與學生一起對剛剛的課程做回映 j (GC980514 , 09) 。透過文獻(馴服編

譯， 2005) 與討論紀錄( GB980613 ) ，研究者再次釐清「回映」的評量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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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一位教師所言:

我覺得在初入戲時，可以利甫詩閥與學生一周討論，你覺得剛剛怎

樣? J 、「你認為巨人表現妒何? J 、「我們剛剛經歷這樣的經驗，盡量

可以怎樣? J 這些問題都能幫助學生交賞，也可以在一而受謀後就

穿插進行的，如此一家，就不一定要在最才是一金謀才進行@映，由

映時機應看老師的活動規劃布定。( GC980418 ' 13 ) 

前述的釐清似乎也是對教師們的提醒一一不要等到最後一堂課才回映，

平時就應該把煜各種時機，帶領學生回映參與戲劇的經驗。

另外，透過討論 (GB980613 )、學習札記 (GC980527 ' 16) 與問卷分

析，研究者發現，除了採「問答」的方式來了解「回映」的表現外，也可運用

一些「反省式」的戲劇活動，如寫信、地圖、良心巷、牆上角色、教師入戲、

便利貼等實作表現，鼓勵學生回顧自己的經驗，以做為評量「回映」的依據。

陸、結論與建議

良好的教學評量設計是幫助教師蒐集教學相關資訊、改善教學品質之重

要工具 ，這個工具的建立需要長時間的經營。本研究以建立「評分規範」為出

發點，登過課也綱要中能力指標的轉化、國小教學預試的修訂、評分共識的建

立及現場使用的調整，來發展「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評分規範J ' 也進

一步了解規範的修訂情形，本研究發現如下

一、在「規範初稿」發展階段，先篩選符合「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的

能力指標，如， 1-1-2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

受與想法」及 '1-1-3使用媒體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行藝術創作活動J '從指

標中分析出學習目標，並從中擬定暫時性的評分向度，例如: '投入的程度」、

「角色」、「情節」、「對話」、「視覺效果」、「音樂效果」、「想法」等七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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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向度下，叉包含四個層級的描述，最後產出「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之

「規範初稿」。

二、在後續預試修訂、評分者共識及現場回饋等歷程中，針對低年級的

「評分規範J '有下列的修訂與發現:

(一) ，投入的程度」向度在預試階段就被調整為「對戲劇情境接受的

程度J '且將「對話」中的部分內容融入此向度中，讓評量的重點更具體實

用 o

(二) ，對話」向度:在預試階段就已被刪除，其中，和對話「頻率」及

「內容」有關的幸好車，則分別融入「對戲劇情境接受的程度」與「角色」向度

的等級描述中。

(三) ，角色」向度:在共識階段的討論中，因為所觀察的學童屬「擬人

化」的角色扮演，和原先設定「人物」角色扮演之描述有些許出入，也因此影

響教師們的共識程度。建議未來評量「擬人化」角色時，可把重點放在肢體表

現，而一般的「人物角色」則可參考規範內容。另外，在進行現場教學後，有

教師建議在層級描述的部分字詞下加入底線，例如:動作、劉育、口語或語氣

等，以提醒教師應該評量的重點 o

(四) ，想法」向度:此向度在預試時，修改為「回映J '其層級描述也

做了修改。後來，在教師實際使用後的討論，更具體釐清此向度的評量定義、

時機及方式，同時也發現可運用一些「反省式」的戲劇活動，例如:寫作、繪

圖等，來評估學生在這個向度的表現。

(五) ，情節」向度:此向度的層級描述在預試時由「頻率J愷」改為「內

容深度」之說明方式 o 此向度剛開始的評分共識程度僅達53% '顯示教師對向

度描述有不同的看法，透過多次的討論釐清內容並調整敘述，最後共識程度逐

漸提高，達到預期水準。然而，花費的時間也是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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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視覺效果」與「音樂效果 J .兩個向度在預試時，就加強評量重

點的說明，讓評量的重點更具體。

(七) ，完成任務的能力」與「參與活動的專注程度J .兩個向度都是在

教師評分者回到現場，實際使用規範後， 覺得有需要才加入。此外，層級

'OJ 的部分也修改為「無法評量J '以避免產生「零分」的誤解。

本研究僅以一個國小及17位現場教師進行低年級「戲~創作能力之應

用」評分規範之修正，對於評分的行為數量、次數、評分說明等，未來仍待進

一步研究完成，也建議未來研究能發展完整詳細的教師吉利于指引，主提供現場

教師具體的參考依據。其次，本研究僅針對「戲劇創作能力之應用」評分規範

做探究，至於「戲劇賞析與社會生活;對吉」之規範'有待未來做進一步的探

弓包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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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規範初稿

向度 評量重點
表現層級

。 投入
程度

43 2 
接受角色、經常能專偶爾需要經常需要

情境，並與注地投入提醒，就提醒才能

他人互動 活動 能專注地去支叫舌動

投入活動

o 
完全無法

進入狀況特殊
或投入活狀況
動

l 角色探究現實生能運用動能運用動能運用動很少能夠

j舌或幻想情作或聲音作或聲音作或聲音運用動作

境中，各種精確地表表達戲劇粗略地表或聲音表

人物、動物達戲劇情情境中角達戲劇情達戲劇情特殊

的外形或動境中角色色的外境中角色境中角色狀況

作特徵'並的外形、形、動作的外形、的外形、

嘗試將之表動作或特或特徵 動作或特動作或特

達出來徵 徵徵

2 情節聆聽並回應總是能夠經常能夠偶爾能夠很少能夠

故事，重現運用簡單運用簡單運用簡單運用簡單

故事中片段的行動或的行動或的行動或的行動或

3 對話

的經驗靜止動靜止動靜止動靜止動特殊

(事)、場作，重現作，重現作，重現作，重現狀況

景(地)或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中的故事中的

人物(人) 片段經驗片段經驗片段經驗片段經驗

在戲劇活動

中，隨機的

與其他角色
進行對話或

回應問題

或場景 或場景 或場景 或場景

總是能夠經常能夠偶爾能夠很少能夠

在戲劇情在戲劇情在戲劇情在戲劇情

境中，以境中，以境中，以境中，以

角色的身角色的身角色的身角色的身特殊

分與其他分與其他分與其他分與其他狀況
角色進行角色進行角色進行角色進行
對話或回對話或回對話或回對話或回

應問題 應問題 應問題 應問題



. 林玫君 151 
一_!CJl:草鹽.1圓圓祖國噩噩噩噩圈iiD譜曲

附件 規範初稿(續)

向度 評量重點
表現層級

43 2 0 

4 視覺運用簡單的能夠靈活大致能夠運用單一很少能夠

效果視覺媒材或地運用不運用視覺的視覺媒運用視覺
道具，表現同的視覺媒材或道材或道媒材或道

個別角色與媒材或道具，表現具，表現具來表現特殊

場景的特色具，表現某些角色某些角色某些角色狀況

某些角色或場景的或場景的或場景的

或場景的特色 特色 特色

特色

5 音樂運用聲音來能夠精確大致能夠運用反覆很少能夠

效果表現角色情地運用不運用聲音單一的聲 運用簡單

感和環境特同的聲音或音效，音或音的聲音或

色 或音效，表現某些效，表現音效來表特殊

表現某些角色的情某些角色現某些角狀況

角色的情感或特殊的情感或色的情感

感或特殊的氣氛 特殊的氣或特殊的

的氣氛 氛 氣氛

6 想法對他人、教能夠完全大致能夠約略能夠很難能夠

師的呈現或了解戲劇了解戲劇了解戲劇了解戲劇特殊

討論之回應或故事的或故事的或故事的或故事的狀況

主旨 主旨 主旨 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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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規範完稿

向度 評量重點

4 

表現水準

3 2 
無法
評量

l 對戲接受/融非常積極接受部分能配合劇難以投入特殊

劇情入所創造投入戲劇戲劇情情發展進且在戲劇或生

境援的戲劇情情境，並境，大致入戲劇情情境外 病的

受的境，並能能以角色能以角色境，只是 孩童

程度 回應相關的身分與的身分與很少與老

的問題 其他角色其他角色師或同儕

進行對話進行對話進行互動

或回應間或回應問或回應問

題題題

2 情節 能呈現或在戲劇互在戲劇互在戲劇互在戲劇互特殊

重現故事動中，能動中，大動中，稍動中，很或生

中的片段以行動合致能以行微能以行少能以行病的

經驗或情理地展現動呈現故動呈現故動展現故孩童

節(事故事的片事的片段事的片段事的片段

件) 段經驗 經驗 經驗 經驗

3 角色 探究現實能運用動能運用動能運用動難以運用特殊

生活或幻作、表作、表作、表動作、表或生

想情境情、口語情、口語情、口語情、口語病的

中，各種或語氣，或語氣，或語氣，或語氣，孩童

人物、動適切地表大致地表稍微能夠表達劇中

植物或物達劇中角達劇中角表達劇中角色的外

品的外色的外色的外角色的外形、動作

型、動作形、動作形、動作形、動作或特徵

或特徵，或特徵 或特徵 或特徵

並嘗試將

之表達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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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規範完稿(續)

向度 評量重點

4 3 

表現水準

2 
無法
評量

4 視覺運用多元能夠運用運用不同運用不同雖能運用特殊

效果 的視覺煤不同的視的視覺媒的視覺媒視覺媒材或生

材或道 覺媒材或材或道材或道或道具，病的

具，表現道具，靈具，大致具，隱約卻難以表孩童

角色造型 j舌地表現能表現某能表現某現某些角

與情境氣某些角色些角色或些角色或色或場景

氛 或場景 場景 場景

5 音樂運用多樣能夠運用能夠運用運用聲音雖運用簡特殊

效果 的人聲 、不同的聲聲音或音或音效，單的聲音 或生

樂器、音音或音效，大致反覆單詞或音效，病的

樂或情境效，靈活地表現某地表現某卻難以表孩童

聲響 ，表地表現某些角色的些角色的現某些角

現角色情些角色的情感或特情感或特色的情感

感和情境情感或特殊的氣氛 殊的氣氛 或特殊的

氣氛殊的氣氛 氣氛

6 回映 回溯戲劇能仔細地能大致說能粗略地難以說出特殊

經驗並能說出經歷出所經歷說出經歷經歷過的或生

分享感受過的戲劇過的戲劇過的戲劇戲劇經病的

或想法 經驗，並經驗，並經驗，並驗，並分孩童

分享感受分享感受分享感受享感受或

或想法 或想法 或想法 想法

7 參與聽從指經常能專偶爾需要經常需要

活動令、投入注地投入提醒，就提醒才能

的專情形或注活動中 能專注地投入活動

注程意力是否 投入活動中

度集中 中

完全無法特殊

進入狀況或生
或投入活病的

動中 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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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規範完稿(續)

表現水準
向度 評量重點

4 3 2 

8 完成個人、雙不需老師偶而需要常常需要

任務人或小組/同學的老師/同老師/同

的能合作完成協助，就學的協學的協

力 任務的能能完成所助，才能助，才能

力(個人要求的活完成所要完成所要

在小組中動任務 求的活動求的活動

的表現) 任務 任務

無法
評量

即便老師特殊

/同學協或生

助，仍無病的

法完成所孩重
要求的活

動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