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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學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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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緣起

➢ 童書教學(圖畫書)

➢ 閱讀教學(記敍/說明)

➢ 童書教學(橋樑書)

➢ 寫作教學



一位中文科老師的教學實驗

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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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古詩文課程設計理念

古

今理解古人思考方式和行為，培育高階思維與品德情意

反思所學，於現實生活實踐、應用古人智慧與傳統美德

鑑古推今

通今博古

閱讀 聆聽 說話 思維

知識 行為 態度 價值觀 共通能力

語文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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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建議篇章課程規劃

• 着重「持續和層進」

• 以螺旋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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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文本：孟母戒子

取自第一學習階段建議篇章(文言經典部分) 

教學重點：孟母斷織的原因、目的和效果

教學難點 7

第二章 文本淺析



選取文本：孟母戒子

取自第一學習階段建議篇章(文言經典部分) 

教學重點：孟母斷織的原因、目的和效果

教學難點 8

第二節 文本淺析



舞台上的古詩文：實踐案例分享

文本：孟母戒子 (古文)

年級：小二

策略：以戲劇活動帶動古詩文學習

教節：雙教節 (7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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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享實踐案例

想像「孟母」的形象 有沒有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孟母戒子》學習目標

1. 閱讀及理解古文《孟母戒子》的內容。

2. 通過戲劇習式，引導學生代入角色思考，理解
孟母行為的原因、目的和效果。

3. 通過閱讀經典，培育中國傳統孝親的美德，實
踐用功學習，以報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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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活動——記憶中的母親

工作中的母親 生氣中的母親 你做錯了事後的母親

學生以「定格」扮演以下情況的母親：

目的：讓學生回想母親的不同面貌，喚起對母親的情感。

延伸提問：你在家做功課/溫習時，母親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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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格(一)：重現古詩文內容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

➢ 配合遊戲策略：戲劇活動後，學生更加明白故事
(事件)的背景。

➢ 配合聲情策略：學生朗讀後以定格重現古詩文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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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策略：古詩解密

•以「古詩解密」方式幫助學生掌握文言字詞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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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見兒子讀書時停下來，便知道他──

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

想一想，孟母覺得孟子在唸書時停下來，因為：

A.不明白、不會讀 B.忘記了，讀不出來 C. 打瞌睡，沒有讀



定格(二)：重現文本內容+代入角色思考

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

閱讀文本字詞解密分配角色創作對白綵排練習

  

* 正式演出 *  

➢ 加入戲劇習式「思路追蹤」，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
並讓學生體察孟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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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然中止 復進 諠



角色扮演：創作事件接續發展

情境導入：如果你是孟母，發現兒子唸書時忘記了
內容，你會……

☺ 學生的「創作」或多或少反映出個人經歷，演出時更是格外「入戲」
☺ 通過欣賞同儕演出，學生甚至會主動「評價」不同孟母的做法
☺ 教師與學生共讀文本，驗證推測是否正確

➢ 關心，問明原委

➢ 理解，教導方法

➢ 憤怒，施以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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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擬問題：讓學生從閱讀中思考

➢ 對焦「教學難點」：孟母斷織之「目的」

➢ 提問方式不同，關注點也大不同，例如：布、

教育孩子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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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針氈：理解孟母斷織目的

 學生向孟母提出疑問

孟母代言人

(由自擬問題
後能想出答案
的學生扮演)

為其他學生
解答疑難

教師角色：控制場面、適時點
撥、歸納要點、有效回饋……

一學生在一問一答間，明白了孟母通
過「裂其織」告誡孟子「輟然中止」
的智慧。 (非直接說教，寓教於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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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自讀古詩文，找出孟母斷織的效果

自是以後，孟子不復諠矣。

➢ 學生在文本圈劃相關內容

➢ 學生以口語說出《孟母戒子》結局

18



•定格扮演不同情境

下的母親

熱身活動

•遊戲策略：字詞解碼(重點內容)

•定格：重現文本

•思路追蹤：代入角色思考

•角色扮演：創作故事接續發展

•自擬問題：讓學生從閱讀中思考

•坐針氈：理解角色行為目的

主題活動

•自讀古詩文，找出

角色行為的效果

總結

「孟母戒子」教學流程圖

以戲劇活動
帶動古詩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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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意料之外的「問題」

➢ 關注點：家庭倫理關係 20

第四節



孝親

欣賞傳統價值觀

重視經典閱讀

中國語文

溝通、協作……

從閱讀中思考

守護孩子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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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學與課程的密切關係



結語：為學生搭建人生舞臺

➢ 戲劇蘊含豐富的學習資源，用於文學教學，

能幫助學生理解文意，培養感情，投入作

品處境及人物感受，並整合讀寫說聽訓練，

使能達到深入掌握作品涵義。他們最終得

到的不單是知識，還有對真實生活的感悟

和自我成長。(何洵怡，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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