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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提出學生對描寫對話感到困難的原因是無法順利進行把口語變成書

面語的「轉換過程」以及不知道如何描寫出人物的特點。透過角色扮演法，學

生透過句子中的元素：語氣助詞、提示語、嘆詞、標點符號理解人物的情感，

並透過適當的語氣、語調及動作神情演繹出來。在這個體驗式學習中，學生首

先學會把口語轉化文字，並從中學習到描寫對話的技巧，更學會寫作前「預

演」的策略，整個過程是自主學習，使學生內化學習歷程。總括而言，角色扮

演法有效提升整體學生描寫對話的能力，部分學生的對話更內容豐富、生動而

富感染力，唯寫作內容較單一，宜優化教學法以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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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動機 

  寫作是學習語文中重要一環，在小學階段中，學生最常接觸記叙文，包括

記人、記事、記物、記遊，都難避免描寫人物之間的互動，涉及對話。對話可

直接呈現角色的語氣、心情，並描繪人物形象。然而，寫好對話對小學生而言

並非與生俱來，學生很容易犯下句子冗長、口語化、平鋪直叙等等。謝錫金指

出：「學生們能用粵語順暢地口述腦中所想的東西，但用書面語口述則有困難，

未能完全表達並且需時較長。」
1
而有研究指：小學二至三年級階段開始發展內

部語言，把口頭語言化成面語言的能力，但尚未成熟。
2
  

新課程重視學生自學，學習重視讀寫興趣及連結學生的生活經歷，以「學

生為主體」為教學方向（李玉蓉及黃顯華，2002）。戲劇教學近年愈來愈深得香

港中、小學的歡迎，部分學校更把戲劇教學法運用在語文科視為正規課程的一

部分。(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2)。本研究希望透過角色扮演法，學生能透過代

入課堂的虛擬情境，從而把體驗輸出，轉化成描寫對話的能力。冀望通過是次

研究，肯定角色扮演法在描寫對話上的作用，並從中得到經驗，提升本人的教

師專業能力。 

二、文獻回顧 

（一）戲劇教學 

  戲劇教學(又稱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簡稱 DIE)源於十八世紀，成

功協助中小學的教育情況(顏永祺，2004)。
3
Dorothy Heathcote 是「戲劇作為學習

媒介」的鼻祖，他視戲劇為有效的學教方法。
4
他指出「身歷其境」的教學方法

                                                      
1 謝錫金、張瑞文（1991）: 〈香港小學生的寫作思維過程－－粵語與書面語的轉換〉，香港教育署，頁

194-211。 
2
蔡起福（1994）:《語文教學心理學》﹐語文出版社﹐第 139 頁。 

3
顏永祺 (2004)。〈教育戲劇：素質教育中一種新嘗試〉。《教育前沿》，頁 23-25。 

4
馬利文:《戲劇教學法的起源、表現形式、類別與作用》，中國教師，2011 年 9 月上半月版。 

javascript:fieldSearch('Fullname','%E8%AC%9D%E9%8C%AB%E9%87%91','%E4%BD%9C%E8%80%85=')
javascript:fieldSearch('Fullname','%E5%BC%B5%E7%91%9E%E6%96%87','%E4%BD%9C%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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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可以產生意義的知識學習。
5
除此之外，很多學者都肯定了戲劇教學，如

Robbins(1988)指出戲劇是很有價值的教學活動，教師是促進者，學生是負責參

與和學習，在戲劇活動中透過行為、肢體動作和語言，賦予意義
6
研究指出戲劇

學習對中文科的成效是最高的。可見中文堂運用戲劇教學獲得支持。(許明輝、

舒志義，2010)
7
  

（二）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role play）源於心理劇（psychodrama）。程洪秀（2014）指角色

扮演是一種情境模擬活動。
8
王沂釵亦指角色扮演是一種模擬的行為

9
，是把真

實或想像中所選擇的情境傳達出來的方式，是於情境中自然地演繹角色。（金樹

人，1988）
10
不少研究指出角色扮演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培養自主學習。

11
 

（三） 寫作歷程 

  謝錫金、林守純(1992)提出的寫作思維過程常被提到，寫作的過程中包括三種

因素，包括：環境因素、操作因素、內部因素（詳見圖 1）。
12
本研究將集中討

論角色扮演法對內部因素的影響，從而提升寫作能力。 

                                                      
5
 Wagner, B. J. (1999). Dorothy Heathcote: drama as a learning medium (Rev. ed.). Portland: Calendar Lslands 

Publishers LLC. 
6
 Bobbin, B. (1988). Creative Dreamatics in the Language Art Classroom. ERIC Digest. ED297402.  

7
許明輝、舒志義（2010）《香港學校戲劇教育：成果的研究與評鑒》，〈校長對戲劇學習效能的意見〉（142 

頁）、 〈比較教師和校長對戲劇學習效能的看法〉（178-179 頁）。 

8
 程洪秀(2014): 〈情景模擬和角色扮演教學法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應用〉，重慶市萬州區響水中心小學。 

9
 王沂釵（2000）。《角色應用的理論基礎》。〈載於角色扮演在輔導上的應用〉，15-19。台北市：教育部。 

10
 金樹人（1987）。《角色扮演教學原理》，台北師大師苑。頁 216-229。 

11
 程洪秀(2014): 〈情景模擬和角色扮演教學法在小學語文教學中的應用〉，重慶市萬州區響水中心小學。 

12
 謝錫金、林守純（1992）。《寫作新意念》。香港：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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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謝錫金、林守純：寫作思維過程
13
 

蔡起福提出寫作有很複雜的轉化過程，分別為構思階段、轉換階段、實施

階段（詳見圖 2）。 

 

圖 2: 蔡起福: 寫作的轉化過程
14
 

  曹明海提出的寫作過程分為四個階段:準備階段、構思階段、起草階段、修

改階段（詳見圖 3）。15 

 

                                                      
13
 謝錫金、林守純（1992）。《寫作新意念》。香港：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 

14
 蔡起福（1994）:《語文教學心理學》，語文出版社，頁 139。 

15
 曹明海：〈營構與創造——語文教師教學策略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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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曹明海: 寫作歷程的四個階段 16 

（四）對話描寫 

  語言描寫是透過人物的獨白或對話描寫說話時的神態、動作、語氣等。在

文字表達上，對話由幾個重要元素可發揮其作用，包括提示語、語氣助詞、嘆

詞及標點符號輔助表達。王韻雅（2009）指標點符號能呈現出話語中的停頓、

語氣及語調，各式各樣的標點符號使話語的表達更多端而豐富。
17
另外，人物在

語句中的語氣是各種語文知識構成的，包括句式、副詞、嘆詞、語氣助詞等，

當中語氣助詞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18
 

（五）體驗式學習模式 

Kolb 提出的體驗體驗式學習模式，包括四個要素：具體經驗、觀察與反

省、形成抽象概念與一般化，以及檢證概念在新情境下的意涵。
19
 

                                                      
16
 曹明海：《營構與創造——語文教師教學策略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 

17
 王韻雅（2009），〈標點符號的語法與社會文化功能〉，周慶華主編，《語文與語文 教育的展望》，59-78，

臺北：秀威。 

18
 陳光輝（2015）：〈現代漢越語語氣詞對比分析〉，福建師範大學，2016 年 1 期。 

19
Kolb，David A. (1996)“Management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 in Ken Starkey (ed.). How Organizations Learn.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Pp. 270-287.  

http://gb.oversea.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DFD&sfield=au&skey=Tran+Quang+Huy%ef%bc%88%e9%99%88%e5%85%89%e8%be%89%ef%bc%89&code=3408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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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體驗式學習模式的四個要素
20
 

三、相關概念 

一、戲劇教學(又稱教育戲劇，Drama-In-Education，簡稱 DIE)是指運用戲劇的技

巧，作為學校課程教學的一種方式。
21
 

二、角色扮演法，把真實或想像中所選擇的情境傳達出來的方式，是於情境中

自然地演繹角色。
22
 

三、對話描寫，是語言描寫的一種，描寫說話時的神態、動作、語氣等。 

四、研究問題 

一、  角色扮演法能否提升小學生對人物心情的理解  

二、    角色扮演法能否提升小學生對描寫的對話的能力 

三、    角色扮演法能否提升小學生對描寫人物特點的能力 

                                                      
20
 

20
Kolb，David A. (1996)“Management and the learning process, ” in Ken Starkey (ed.). How Organizations Learn.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Pp. 270-287. 
21
 顏永祺 (2004)。〈教育戲劇：素質教育中一種新嘗試〉。《教育前沿》頁 23-25。 

22
 金樹人（1987）。角色扮演教學原理，台北師大師苑。頁 21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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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一） 對象  

是次研究對象是東莞工商總會張煌偉小學的三年級學生，全班共二十五

人。為加強代表性信度，本研究對象訂立為沒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當中有

三人因特殊學習需要之故而無法參與是次研究，三位學生分別確診為過度活

躍、輕度智障及輕度智障綜合自閉症，因此參與人數為二十二人。進行兩個教

節之活動教學。根據原任老師的說明和實習前期的了解，班上學生學習能力偏

弱，參與者當中亦有三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在課堂上學習的

專注力不高， 寫作水平有待改善之餘，學生對寫作興趣不大，甚至感到困難。 

（二） 研究工具 

一、問卷調查：角色扮演法的前後進行「學生意見調查表一」及「學生意見調

查表二」，透過研究對象的自我評量了解學生對描寫對話所遇到的困難與態

度之轉變。 

二、片段寫作： 以看圖寫對話進行片段寫作，分別於角色扮演法的前後進行前

測及後測。為確保同等信度，前測及後測的圖片皆以前輩及後輩的二人對

話作為題目。當中轉換情境及對象：前測為媽媽和弟弟的對話；後測為老

師和我的對話。 

三、評分表：以語文運用、標點符號運用、對話內容作為測量的標準，各佔三

分，評分滿分為九分。數據由各項分數及總分所整理的數據作分析。並對

學生運用技巧的次數作為衡量情感表達的工具。 

四、訪談：從二十二人中選取四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分別為一位高能力學生

（甲）、兩位中能力學生（乙、丙）及一位低能力學生（丁），作為評估課

堂活動效度參考，及了解學生透過角色扮演法建構描寫對話能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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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過程分為三階段，包括「準備階段」、「教學實驗階段」、「評估階

段」。 

一、準備階段 

1. 發現問題：學生常於記叙文中運用對話，而無法把對話的效果 

2. 決定樣本: 得悉於學校所任教的級別及教學材料後，選取合適之班級及教學

材料，篩選能力正常之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3. 教學活動設計：根據相關文獻擬定教學活動及設計教學用具，包括：教案、

教學簡報、小劇本、前測及後測樣本、問卷調查樣本、訪談問題。 

4. 前測：給予研究對象進行「看圖寫對話」的前測，觀察學生的語文能力水

平。 

5. 問卷調查：進行問卷調查學生，了解研究對象對描寫對話所遇到的困難。 

6. 口頭訪談：以口頭形式深入了解學生描寫對話的困難。 

二、教學實驗階段 

  實驗階段為兩節連續課堂進行，每節課四十分鐘，共八十分鐘。就〈沙灘

上的童話〉一課進行角色扮演課堂活動。 

三、評估階段 

1. 後測：於實驗課堂完結一週後進行「看圖寫對話」的後測，了解角色扮演法

對學生描寫對話能力的影響。 

2. 問卷調查：進行問卷調查學生，了解研究對象對描寫對話所遇到的困難及角

色扮演法幫助描寫對話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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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口頭訪談：以口頭形式深入了解學生描寫對話的困難。 

4. 行資料蒐集和分析：就評分表對前測及後測進行分析，得出數據；比較「學

生意見調查表一」及「學生意見調查表一」之數據，及就學生作品及訪談內容

進行分析。 

六、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是為了探究角色扮演法對學生描寫對話的能力及描寫

人物特點的能力。本文透過一些語文運用的技巧來量化學生表現。以下將以量

化資料，包括前測及後測的數據、問卷調查及質化資料，包括學生作品及訪談

內容作分析。 

（一）學生描寫對話的整體能力提高 

根據「看圖寫對話評分表」的數據分析，學生在前測所得的平均分數是 5.4

（滿分為 9 分），屬於中等表現。對話內容項目平均得分為 1.5/3，水平屬於能

切合題旨，內容一般或充實。而於後測所得的平均分為 6.55，上升約 20%。學

生於前測及後測的中位數由 5 分上升至 7 分，增加 40%。而標準差沒有改變。

從數據得悉，學生的整體能力明顯提高，能力差異保持不變，不同能力的學生

均可因活動後提升能力。可見下表： 

 

表 1: 學生於前測及後測的得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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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解決學生描寫對話的難點: 構思內容、運用詞彙、表達情感 

透過問卷調查數據可見，學生寫對話時，在構思內容、運用詞彙、表達語

氣及心情上都遇到困難。過半數同學認同在構思內容和表達心情上感到困難，

接近百分之四十的同學認同在運用詞彙和表達語氣上感到困難。然而，後測反

映學生認同遇到上述困難的百分比大幅下降。可見學生自感掌握描寫對話的技

巧，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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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情況這也可在訪談內容反映: 

老師： 好的，你們在寫對話時有遇到困難嗎？ 

丁：  不太有。 

甲：  不太有，只是有時會想很久才想到。 

乙、丙：好像有一點。 

老師： 是甚麼困難呢？ 

乙：  有時不知道怎樣把它變成文字。 

丙：  好像不太足夠說出哪件事，有時媽媽說我離題了！ 

 

  於上述資料可得出學生寫對話時，對於構思對話內容及把真實或想像的對

話轉化為文字感到困難，因此寫出來的對話無法反映人物的特點。從蔡起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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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轉化過程理論可見，學生面對的正是這個複雜的轉化過程。

 

圖 2: 蔡起福: 寫作的轉化過程
23
 

 

在語文教學心理學上，口語表達能協助寫作轉化的過程，曹明海亦有相應

的說法：「說與寫本來是相輔相成的，把話說好，是寫好文章的基礎，書面語是

在口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24
於是角色扮演法成為轉換過程的橋樑，幫助學

生過度至實施階段。由於對話描寫本來是把言語轉換成文字的過程，而角色扮

演法使學生倒過來學習，先從文字理解對話本身，再把其化成言語說出，更以

情感去表達有關角色的語氣。這有助學生體驗轉化過程，把思想轉換成言語，

再把言語和相應的文字連結，從而把能力遷移，建構描寫對話的能力。活動後

跟進的訪談內容如下： 

 

老師： 我們進行角色扮演時，會把人物的對話演出來，完成後，你們對

課文中的對話有更理解嗎？為甚麼？ 
甲：  有啊！因為當我念對白時，我會代入人物的感情，於是我更明白

他在想甚麼。 
乙：  會，因為做了出來。 
老師： 做了出來比看文章時更理解嗎？ 
乙：  是的。 
老師： 你對人物的個性、心情、反應和處境有更理解嗎？ 
乙：  有，我會想那個人的反應是如何，然後才把它做出來。 
甲：  還有他的心情都可知道，例如他對一件覺得很奇怪，便會說：為

甚麼呢？ 
老師： 當我們知道他的語氣時，會更明白他的心情吧！ 
甲：  是的。 

                                                      
23
 蔡起福（1994）:《語文教學心理學》，語文出版社，頁 139。 

24
  曹明海：《營構與創造——語文教師教學策略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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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學生首先從活動中得到與同儕對話經驗，能強化內部記憶，提取相

關影像、策略及語文運用。由此，根據謝錫金、林守純(1992)提出的寫作思維過

程，學生加強了學生寫作的內部因素。
25
 

另外，角色扮演法有助訓練學生寫作前的準備階段，從以下訪談內容可

見： 

 

老師： 你們認為把對話演一次對描寫對話有幫助嗎？為甚麼呢？ 
甲：   也有的，因為當我知道原來那些對話可以寫出人物的心情和他的

反應，那麼我便會在寫對話時寫出他的心情和反應，還有我發現

可以加上些心情的詞語，例如：媽媽生氣地說，去寫出媽媽當時

是很生氣的。 
丁：  我可以想像到他們正在說話，像有聲音在我的腦海裏。 
丙：  我能幻想他們的反應，（從而）寫出那些對話。 
老師： 乙同學呢，在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後，對你寫對話有幫助嗎？ 
乙：   我在寫之前就會有在心裏演一次，哈哈！ 
老師： 這是在活動前還是活動後你會這樣做呢？ 
乙：   扮演完後。 
甲：   我也會！ 
老師： 丙和丁你們會這樣嗎？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後，寫對話前會先在心

中預演一次。 
丙：   也會的！ 
丁：   有時候會。 
老師： 運用過角色扮演法後，你們認為可以更容易把對話寫出來嗎？ 
甲、乙、丙、丁：是的。 

 

  上述訪談中的學生提到：寫作前會在心中預演一次。曹明海亦認同寫作是

一個複雜的心理歷程。而曹明海提出的寫作過程分為四個階段: 

 

                                                      
25
  謝錫金、林守純（1992）。《寫作新意念》。香港：朗文（遠東）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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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曹明海: 寫作歷程的四個階段 26 

   

  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學生在寫作前會在心中預演一次，為寫作的準備階

段提升聯想力，同時提升寫作的自信。這是學生自主地學會了解決寫描寫對話

困難的策略。 

 

（三）學生更能掌握描寫人物的特點及反應 

寫作的轉化過程理論中還提及:「在實施階段還包括對寫出的文章進行加工

和潤色」
27
，透過學習建構對話的元素後，學生更能夠在實施階段進行修飾，而

這種加工使學生筆下的人物更生動。 

本研究從四個語文運用技巧去量度學生描寫人物的特點及反應的能，包括

提示語、語氣助詞、嘆詞及標點符號。從評分表的數據所得，學生能善用不同

技巧協助表達人物的心情及語氣。於前測顯示，大部分同學都能正確運用標點

符號；而於後測中，則大部分學生能善用標點符號幫助表達語氣。除了運用問

號及感嘆號外，更多同學善用了省略號以表達語氣。從問卷調查的數據亦顯示

學生在表達人物的語氣及心情沒有以往般困難。 

                                                      
26
 曹明海：《營構與創造——語文教師教學策略論》，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 

27
 蔡起福（1994）:《語文教學心理學》，語文出版社，第 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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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於前測表現: 對話內容單調、欠缺修飾、無法突顯人物特點 

事實上，在學生作品中亦反映事實： 

舉樣本 S9 的作品為例，對話描寫前測內容為:  

    媽媽說:「你打破了我的花瓶。」 

    弟弟說:「我認錯，請你原諒我。」。 

又以樣本 S13 的作品為例，對話描寫前測內容為:  

  媽媽說:「是不是你打破了花瓶?」 

  弟弟說:「對不起，可以原諒我嗎?」 

二人的對話僅能交代內容，與陳述句比較，對話並無產生更大的作用，無

法生動具體去突顯人物特點及處境反應。 

 

2. 學生於後測表現: 對話內容豐富、描寫生動、富感染力 

從學生作品分析，S16 的對話描寫後測內容： 

  老師非常生氣地說:「沒道理，你又欠功課，我要罰你站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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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吞吞吐吐地說:「對不起我……會站走廊和不會再欠功課了!」 

 

  同樣是長輩與後輩對話的情境，後測的學生作品除了交代內容，更促使情

節發展，及表現人物特點。兩句對話中皆運用了提示語表達心情及語氣，亦善

用了標點符號、嘆詞幫助表達。在內容方面，學生的說話描寫得更生動，顯示

了「我」不是第一次犯錯，以及「我」知錯及慚愧的心情。 

  從學生作品分析，S17 的對話描寫後測內容： 

  老師生氣地說:「你為甚麼不交功課?」 

  我連忙說:「對不起，我忘記帶功課，請你原諒我，好嗎?」 

  這位學生則在寫「我」的對話時，運用了不同的提示語及嘆詞表達出

「我」的冷靜反應，並誠懇認錯的態度。 

 

  整體而言，學生善用了語文技巧，使人物的心情及語氣呈現，使對話生

動、具感染力。而帶動對話內容變得更豐富及具體，從學生前測及後測的評分

中可見對話內容一項的分數由 1.5 提升到 2.36，很多同學都能達到「切合題旨，

內容豐富。對話能顯示人物特質。描寫生動。」的準則。 

七、研究限制 

1. 研究對象人數不足，並欠代表性 

本研究對象人數只有一班小學小班的人數，未有廣泛摘取數據，因此可能

影響研究信度及效度。而本研究只適用於個別學生，對象為一所香港小學的其

中一班作為樣本，未必適用於其他學生。由於研究人數所限制，對判斷該教學

法較適用於何等能力的學生有所偏差，影響了研究信度。 

2. 時間及場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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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活動只有兩節課課時進行角色扮演活動，礙於研究在實習期間需

追趕進度，課時不足一致無法讓每一組學生有表演機會，影響他們伸展及觀察

同儕的效果。再者，課室空間有限，學生被局限在細小空間表演，無法放任地

演繹動作，有礙體效果及其內化的過程。 

 

八、教學建議 

1. 持續運用角色扮演法 

  角色扮演法有別於一般課堂模式，上文提到這種教學模式就如體驗式教

學。學生初次體驗時顧慮到繁複的操作方式，未能完全投入到內容當中。而且

若學生不習慣自主學習模式，依賴教師給予引導及答案，或習慣觀察同儕，則

降低參與度，影響發揮角色扮演法的功能，讓學生不再受到操作原則及旁人眼

光的限制，能使效果大大提升。再者，建構學習能力是由認知系統操縱，當受

環境刺激時所接收的信息會儲存於短期記憶，透過反覆進行重整及修定才能變

為「長期記憶系統」，真正成為「認知策略系統」。
28
因此，使學生真正長久地內

化這個策略，筆者建議教師持續訓練學生這種模式。 

2. 以讀帶寫 

  學生雖然得到解難策略，唯得到方法，經驗不足，使寫作效果也有所限制。

由學生作品中可反映學生對人物反應的認知很片面，較單一，大多數學生預敲

設角色的心情也很接近。筆者建議讀寫結合，讓學生多閱讀範文，一可拓展學

生對人物情感的認知，發掘更多可能性，二可加強學生語文能力，提升語感。

相信教學效果會更上一層樓。 

                                                      
28
 謝錫金、岑偉宗編著 (2000) 《中學中國語文科寫作教學理論及設計》。 香港：香港教育署輔導視學處中

文組。 頁二 , 頁九至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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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總結 

Bolton 指出:「成功的學習者是從外圍開始切入，並把知識變成屬於自己

的」
29
，角色扮演法便是一種親身體會的學習，正是從「內部切入」。可見戲劇

教學成為一個媒介讓教師作為促進者引導學生感受情緒的變化、解構事情的發

生過程，並用於叙事寫作中。 

  使學生掌握描寫對話的能力，除了基本句子建構的能力，應該培養學生對

生活和周遭事物的敏感度。基於學生在叙事寫作的的過程中需要回憶他們對生

活的真實反應。若學生對生活都有深刻的認識和體驗，每位學生寫作時的見解

便會獨特而又深刻。 

  本研究提出學生對描寫對話感到困難的原因是無法順利進行把口語變成書

面語的「轉換過程」以及不知道如何描寫出人物的特點。透過角色扮演法，學

生透過句子中的元素：語氣助詞、提示語、嘆詞、標點符號理解人物的情感，

並透過適當的語氣、語調及動作神情演繹出來。在這個體驗式學習中，學生首

先學會把口語轉化文字，並從中學習到描寫對話的技巧，更學會寫作前「預

演」的策略，整個過程是自主學習，使學生內化學習歷程。總括而言，角色扮

演法有效提升整體學生描寫對話的能力，部分學生的對話更內容豐富、生動而

富感染力，唯寫作內容較單一，宜優化教學法以提升教學效能。 

 

  

                                                      
29
 Bolton, G. (1983). The Activity of dramatic playing. In C. Day & J. Norman(Eds.), Issues in educational drama (pp. 

49-63). The Falmer Press: Sus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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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教學計劃表 

中文科教學計劃表 

課題: 沙灘上的童話（第三至四節） 

年級﹕三年級                              

時間：80 分鐘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已理解課文內容 

2. 學生已掌握「編織」、「商量」、「提議」、「建議」、「不約

而同」、「異口同聲」的形、音、義。 

學習重點 1. 學生能透過角色扮演活動掌握人物語言描寫 

2. 學生能寫出對話 

               

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內容（講述/提問/指示） 
教具安

排 

5” 引起動機 

 

提問： 

 你們會在寫作時寫對話嗎？ 

答：會。 

 為甚麼你們會寫對話呢？ 

答：這是最直接的方法表達人物性格和感

受的方法。 

 

講述：沒錯，對話是最直接表達人物性格和感

受的方法。在課文裏也運用了不少對話，讓我

們一起看看對話是怎樣組成的。 

 

20” 學生能知

道組成對

話的元

素。 

提問： 

 我們在對話中可得到甚麼資訊？ 

答：說話內容、語氣、態度，由此我們可

推斷出人物的感受和性格。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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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內容（講述/提問/指示） 
教具安

排 

 

講述： 

我們可以把提示語、語氣助詞、嘆詞和標

點符號組成對話。 

 

課文引入： 

玲玲「噓」了一聲說：「聽，公主在城堡裏哭

呢！」 

 

提問： 

 這句說話有哪些元素呢？ 

答：嘆詞、語氣助詞、標點符號。 

 你還能說出哪些語氣助詞呢？ 

答：吧、啊、嗎、啦、了、罷了、而已。 

 除了上句運用的感嘆號外，哪可以運用些

標點符號表達語氣呢？ 

答：省略號、問號。 

 

講述： 

凡表達強烈感情的句子，句末都要用感嘆

號；而省略號可表示說話斷斷續續、沉

默、話未說完或重複詞語；提出問題的句

子則包括詢問、責問、反問、設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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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內容（講述/提問/指示） 
教具安

排 

 邀請學生以三個標點符號分別放於同

一句句子上，比較不同效果。 

 

 除了「噓」外，還可在對話中加入哪些嘆

詞？ 

答：哇哇（哭聲）、哈哈（笑聲）、咯咯

咯（笑聲）、哼（鼻子發出的聲音） 

 邀請學生示範 

 當你感嘆的時候會發出甚麼聲音? 

答:啊、唉。 

講述： 

表達感嘆和應答聲音的詞叫作嘆詞。如:

啊、唉、嗯、喲、咳、哎、哎喲、哈哈。

例句：啊，下雨了！/啊，太美了！ 

 

 最後，若我們希望在對話中補充人物動

作、說話目的或感受，可以在甚麼地方加

上呢？ 

答：對話前或對話後。 

 

講述： 

這些在對話前或對話後的補充我們稱為提示

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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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內容（講述/提問/指示） 
教具安

排 

 他弄了很久，說：「終於完成了！」 

 「是的。」他站起來，鞠了個躬，說：

「請讓我進去吧！」 

 他吞吞吐吐地說：「請……請原諒

我。」 

 妹妹眉飛色舞地說：「我今日十分高興

呢！」 

 邀請學生造句 

 

 你能猜出課文中的人物的性格嗎？ 

玲玲反駁志文：「那時候還沒有飛機

呢！」 

玲玲的性格是：實是求是 

大雄說：「他搶去了美麗的公主！」 

大雄的性格是：富同情心和想像力 

「我」建議：「挖地道，從地下裝上火

藥，把城堡炸平。」大家都贊同「我」

的方法。 

當「我」高喊：「噢！公主被我們救出

來了！在這兒！在這兒！」大家跟著

「我」一起喊著。 

 「我」的性格是：有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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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內容（講述/提問/指示） 
教具安

排 

15” 學生能透

過對話的

元素進行

角色扮演

活動 

活動一： 

1. 玲玲「噓」了一聲說：「聽，公主

在城堡裏哭呢！」 

2. 志文提議：「我駕駛飛機轟炸

它。」 

3. 玲玲反駁：「那時候還沒有飛機

呢！」 

4. 我建議：「挖地道，從地下裝上火

藥，把城堡炸平。」 

5. 我高喊：「噢！公主被我們救出來

了！在這兒！在這兒！」 

指示： 

 抽取個別學生分別根據對話的元素扮演角

色，說出以上對話內容。 

 老師指示學生想出一個動作配合，再說一

次對話內容。 

 老師作出回饋。 

 

簡報 

20”  活動二： 

全班分成六組，每組有 4-5 人。 

指示： 

 每組派發一套對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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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內容（講述/提問/指示） 
教具安

排 

 請學生領取自己所屬角色的對白，然後構

思語氣及動作。 

 進行角色扮演活動 

 老師於活動期間巡視 

 邀請其中一組示範 

 老師因應學生表現作出回饋 

15” 學生能寫

出對話 

重溫對話組成的元素 

指示： 

 請學生根據圖片的情景寫出對話。 

 老師於寫作期間巡視 

 描取個別作品展示，並給予回饋 

 

工作紙 

5” 總結 提問: 

 對話由哪幾個元素組成？ 

答：提示語、語氣助詞、嘆詞和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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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角色扮演活動劇本 

沙灘上的童話小劇場 

劇本 

志文說：這城堡住著一個兇狠的魔王。 

大雄(憂心地)：他搶去了美麗的公主！ 

玲玲(「噓」了一聲)：聽，公主在城堡裏哭呢！ 

大雄：嗯……我們幾個勇士怎樣才能攻下這城堡呢？ 

志文提議：我駕駛飛機轟炸它。 

玲玲反駁：那時候還沒有飛機呢！ 

小明建議：挖地道，從地下裝上火藥，把城堡炸平。 

大家：好！ 

（挖地道的動作） 

（城堡塌了） 

大家：太好了！ 

（大家突然沉默了幾秒，感到很疑惑） 

大雄(突然):公主呢？ 

小明(高喊)：噢！公主被我們救出來了！在這兒！在

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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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看圖寫對話」評分表 
 

中國語文科——「看圖寫對話」評分表 
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    ) 日期:_____________ 分數:    /9 

 
「看圖寫對話」得分 

評分項目 分數 

1 語文運用(語氣助詞、提示語、嘆詞) 0 1 2 3 

2 標點符號運用 0 1 2 3 

3 對話內容 0 1 2 3 

 
評量指標 
評分項目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1 語文運用(感
嘆詞、提示

語、擬聲詞) 

沒有或誤用感

嘆詞、提示語

及擬聲詞。 

大致能運用

感嘆詞、提

示語及擬聲

詞寫作。 

能運用感嘆

詞、提示語

及擬聲詞寫

作。 

能恰當地運

用感嘆詞、

提示語及擬

聲詞寫作。 

2 標點符號運

用 
沒有或缺漏標

點符號，誤用

標點符號頗

多。 

較少誤用標

點符號。 
正確運用標

點符號。 
善用運用標

點符號，豐

富表達內

容。 

3 對話內容 不切題，內容

空泛。 
切合題旨，

內容一般。 
切合題旨，

內容較充

實。 

切合題旨，

內容豐富。

對話能顯示

人物特質。

描寫生動。 

 
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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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前測及後測總成績數據 

 

數據分析: 總成績 
樣本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進步/退步 結果 
S1 6 7 1 14 位同學進步 

1 位同學退步 
7 位同學不變 

S2 5 5 0 
S3 7 7 0 
S4 7 8 1 
S5 5 6 1 
S6 5 6 1 
S7 9 9 0 
S8 3 5 2 
S9 4 8 4 
S10 7 9 2 
S11 8 8 0 
S12 4 5 1 
S13 5 8 3 
S14 6 5 -1 
S15 3 3 0 
S16 5 9 4 
S17 2 9 7 
S18 5 5 0 
S19 6 7 1 
S20 7 9 2 
S21 5 5 0 
S22 5 6 1 
平均分 5.41 6.55 1.14 
標準差 1.64 1.64 0 
中位數 5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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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前測及後測對話內容成績數據 
 

數據分析: 對話內容 
樣本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進步/退步 結果 
S1 2 3 1 15 位同學進步 

0 位同學退步 
7 位同學不變 

S2 1 2 1 
S3 2 3 1 
S4 2 3 1 
S5 2 2 0 
S6 2 2 0 
S7 3 3 0 
S8 0 2 2 
S9 1 3 2 
S10 2 3 1 
S11 2 3 1 
S12 1 2 1 
S13 1 3 2 
S14 2 2 0 
S15 0 1 1 
S16 1 2 1 
S17 0 3 3 
S18 2 2 0 
S19 2 2 1 
S20 2 3 1 
S21 1 1 0 
S22 2 2 0 
平均分 1.5 2.3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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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前測及後測語文運用成績數據 
 

數據分析: 語文運用(感嘆詞、提示語、嘆詞) 
樣本 前測 

(提示語) 
後測 
(提示語) 

前測 
(感嘆詞) 

後測 
(感嘆詞) 

前測 
(擬聲詞) 

後測 
(擬聲詞) 

S1 ✗ ✓ ✓ ✓ ✗ ✗ 
S2 ✗ ✗ ✓ ✓ ✗ ✗ 
S3 ✗ ✗ ✓ ✗ ✗ ✗ 
S4 ✗ ✓ ✓ ✓ ✗ ✓ 
S5 ✗ ✗ ✓ ✓ ✓ ✗ 
S6 ✗ ✗ ✗ ✓ ✗ ✗ 
S7 ✓ ✓ ✓ ✓ ✗ ✗ 
S8 ✗ ✗ ✗ ✓ ✗ ✗ 
S9 ✗ ✓ ✗ ✓ ✗ ✗ 
S10 ✗ ✓ ✓ ✓ ✗ ✗ 
S11 ✓ ✓ ✓ ✗ ✗ ✓ 
S12 ✗ ✗ ✗ ✓ ✗ ✗ 
S13 ✗ ✓ ✗ ✓ ✗ ✗ 
S14 ✗ ✗ ✓ ✗ ✗ ✗ 
S15 ✗ ✗ ✗ ✓ ✗ ✗ 
S16 ✗ ✓ ✗ ✓ ✗ ✗ 
S17 ✗ ✓ ✗ ✓ ✗ ✗ 
S18 ✗ ✗ ✓ ✗ ✗ ✗ 
S19 ✗ ✓ ✗ ✓ ✗ ✓ 
S20 ✗ ✓ ✓ ✓ ✗ ✓ 
S21 ✗ ✗ ✓ ✗ ✗ ✗ 
S22 ✗ ✗ ✗ ✓ ✗ ✗ 
總數 2 11 12 17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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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前測及後測標點符號運用成績數據 

 
數據分析: 標點符號運用 
樣本 前測分數 後測分數 進步/退步 結果 
S1 2 2 0 8 位同學進步 

0 位同學退步 
14 位同學不變 

S2 1 2 1 
S3 2 2 0 
S4 2 2 0 
S5 2 2 0 
S6 2 2 0 
S7 3 3 0 
S8 0 2 2 
S9 2 3 1 
S10 2 3 1 
S11 2 3 1 
S12 1 1 0 
S13 2 3 2 
S14 2 2 0 
S15 1 1 0 
S16 2 3 1 
S17 0 2 2 
S18 2 2 0 
S19 2 2 0 
S20 2 2 0 
S21 1 1 0 
S22 2 2 0 
平均分 1.77 2.14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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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S9 前後測作品 
 

S9 前後測作品 
前測對話描寫內容 
 
媽媽說:「你打破了我的花瓶。」 
弟弟說:「我認錯，請你原諒我。」 
 
分數: 4/9 
後測對話描寫內容 
 
老師說:「你的功課呢?」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我的家……家課在家裏。」 
 
分數: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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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S13 前後測作品 
 

S13 前後測作品 
前測對話描寫內容 
 
媽媽說:「是不是你打破了花瓶?」 
弟弟說:「對不起，可以原諒我嗎?」 
 
分數: 5/9 
後測對話描寫內容 
 
老師生氣地說:「你的作業在哪裏?」 
我緊張地說:「對不起，我……我的功課在家裏。」 
 
分數: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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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S16 前後測作品 
 

S16 前後測作品 
前測對話描寫內容 
 
媽媽說:「你幹甚麼打爛花瓶!」 
弟弟說:「對不起，媽媽。」 
 
分數: 5 
後測對話描寫內容 
 
老師非常生氣地說:「沒道理，你又欠功課，我要罰你站走廊。」 
我吞吞吐吐地說:「對不起我……會站走廊和不會再欠功課了!」 
 
分數: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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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S17 前後測作品 
 

S17 前後測作品 
前測對話描寫內容 
 
媽媽說「弟弟你為甚麼要打破了爸爸送給我的花瓶?」 
弟弟說:「我一時玩。」 
 
分數: 2/9 
後測對話描寫內容 
 
老師生氣地說:「你為甚麼不交功課?」 
我連忙說:「對不起，我忘記帶功課，請你原諒我，好嗎?」 
 
分數: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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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問卷調查樣本 

行動研究前： 
學生意見調查表一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寫對話的時候，我想不到寫甚麼。 4 6 7 5 

2. 我不知道用哪些字詞來表達出人物對話內

容。 

4 9 7 2 

3. 我不知道用哪些字詞來寫出人物對話時的語

氣。 

4 9 3 6 

6.我不知道用哪些字詞來寫出人物對話時的心

情。 

4 5 6 6 

7. 我喜歡在寫作時運用對話。 
5 4 9 4 

8. 我有信心在寫作運用合適的對話。 6 4 10 2 

 
行動研究後： 

學生意見調查表二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1. 寫對話的時候，我想不到寫甚麼。 4 10 6 2 

2. 我不知道用哪些字詞來表達出人物對話內

容。 

8 10 3 1 

3. 我不知道用哪些字詞來寫出人物對話時的語

氣。 

3 13 6 0 

6.我不知道用哪些字詞來寫出人物對話時的心

情。 

5 9 6 2 

7. 我喜歡在寫作時運用對話。 3 4 10 5 

8. 我有信心在寫作運用合適的對話。 
3 3 11 5 

9. 我認為角色扮演很有趣。 
6 3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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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認為角色扮演使我能代入角色的處境。 
3 4 12 3 

11. 我對寫對話的興趣提高了。 
5 2 11 4 

 

 

 

非常不

同意

18%

不同意

27%
同意

32%

非常同

意

23%

前:描寫的困難: 構思內容

非常不

同意, 18, 
18%

不同意, 
45.5, 
45%

同意, 
27.5, 
28%

非常同

意, 9, 9%

前:描寫的困難: 構思內容

非常不

同意

18%

不同意

41%

同意

32%

非常同

意

9%

前:描寫的困難: 運用詞彙

非常不

同意

36%

不同意

45%

同意

14%

非常同

意

5%

前:描寫的困難: 運用詞彙

非常不

同意

18%

不同意

41%

同意

14%

非常同

意

27%

前:描寫的困難: 表達人物語氣

非常不

同意

16%

不同意

68%

同意

16%

非常同

意

0%

前:描寫的困難: 表達人物語氣



透過角色扮演法提升小三學生描寫對話能力研究 

陳佩瑚  

42 
 

 

 
  

非常不

同意

19%

不同意

23%

同意

29%

非常同

意

29%

前:描寫的困難: 表達人物心情

非常不

同意

19%

不同意

35%
同意

23%

非常同

意

23%

前:描寫的困難: 表達人物心情

0

10

20

30

40

50

60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角色扮演能幫助代入角色的處境



透過角色扮演法提升小三學生描寫對話能力研究 

陳佩瑚  

43 
 

附錄十三: 訪談內容 

 

訪談內容 

老師: 研究者 

甲、乙、丙、丁:學生 

 

老師: 感謝你們參與老師的研究。你們喜歡寫作嗎？為甚麼？ 

甲、乙、丁：喜歡！ 

丙：一般 

老師：丙同學，為甚麼你對寫作只是一般呢？ 

丙：因為很難寫。 

 

老師：你們認為寫作會很困難嗎？為甚麼？ 

甲：不會！我認為寫作很好玩！ 

丙：寫作很難，因為常常想不到要寫甚麼，而且經常都很低分。 

乙：我認為寫作最難是有時想不到寫甚麼，或有時候會很多字不會寫。 

丁：我也是，因為通常我也沒有試過，所以幻想不到。 

老師：所以你們遇到親身經歷過的題目時，會比較容易寫作嗎？ 

甲、乙、丙、丁：對啊！ 

 

老師：你們過往的寫作中常用對話嗎？ 

甲：我經常用的！ 

乙：我有時候會用，因為有時會寫一些人在做些事，他們會有說話。 

丁：我也是，例如我寫爸爸罵我時，他會說：你為甚麼會這樣做？ 

丙：我好像也會寫，因為有時不知道怎樣寫，只想到對話會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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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好的，你們在寫對話時有遇到困難嗎？ 

丁：不太有。 

甲：不太有，只是有時會想很久才想到。 

丙：好像有一點。 

老師：是甚麼困難呢？ 

乙：有時不知道怎樣把它變成文字。 

丙：好像不太足夠說出哪件事，有時媽媽說我離題了！ 

老師：那麼老師如果批改你們的對話呢，都正確無誤嗎？ 

甲：有時候會錯標點符號，或者有錯字，不過我常常都寫錯字，因為寫作要用

很多詞語。 

乙：對，我有時候會被老師刪掉一些句子。 

老師：你們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丙：會做改正。 

甲、乙、丁：對，我也會。 

老師：好的，老師已經知道你們的想法了，今天的訪問暫告一段落，謝謝四位

同學。 

 

 

老師：大家好，我們現在進行第二次訪談了。首先，你們喜歡在課堂進行角色

扮演嗎？ 

甲、乙、丙、丁：喜歡！ 

乙：很喜歡呢！ 

 

老師：我們進行角色扮演時，會把人物的對話演出來，完成後，你們對課文中

的對話有更理解嗎？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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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有啊！因為當我念對白時，我會代入人物的感情，於是我更明白他在想甚

麼。 

乙：會，因為做了出來。 

老師：做了出來比看文章時更理解嗎？ 

乙：是的。 

老師：你對人物的個性、心情、反應和處境有更理解嗎？ 

乙：有，我會想那個人的反應是如何，然後才把它做出來。 

甲：還有他的心情都可知道，例如他對一件覺得很奇怪，便會說：為甚麼呢？ 

老師：當我們知道他的語氣時，會更明白他的心情吧！ 

甲：是的。 

老師：其他人呢？ 

丙：我認為更真實！ 

老師：扮演角色時使情境更具體、更真實，閱讀時還是角色扮演時更理解呢？ 

丙：角色扮演時。 

丁：我也認為。 

老師：你也認同角色扮演可以使你更理解人物的特質及文章的內容嗎？ 

丁：是的。 

 

老師：你們認為把對話演一次對寫話有幫助嗎？為甚麼呢？ 

甲：也有的，因為當我知道原來那些對話可以寫出人物的心情和他的反應，那

麼我便會在寫對話時寫出他的心情和反應，還有我發現可以加上些心情的詞語

的詞語，例如：媽媽生氣地說，去寫出媽媽當時是很生氣的。 

丁：我可以想像到他們正在說話，像有聲音在我的腦海裏。 

丙：我能幻想他們的反應，（從而）寫出那些對話。 

老師：乙同學呢，在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後，對你寫對話有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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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我在寫之前就會有在心裏演一次，哈哈！ 

老師：這是在活動前還是活動後你會這樣做呢？ 

乙：扮演完後。 

甲：我也會！ 

老師：丙和丁你們會這樣嗎？進行角色扮演活動後，寫對話前會先在心中預演

一次。 

丙：也會的！ 

丁：有時候會。 

老師：運用過角色扮演法後，你們認為可以更容易把對話寫出來嗎？ 

甲、乙、丙、丁：是的。 

 

老師：真好，你們都學得很快呢！運用過角色扮演法後，你們對寫作的看法有

甚麼改變呢？和以往一樣，還是喜歡或不喜歡了？ 

甲、丁：喜歡了！ 

乙：好像也差不多，都喜歡的，不過覺得好像很好玩。 

丙：喜歡了一點點，因為我好像比較想得到可以寫甚麼了。 

老師：你們以後會用這個方法寫對話或寫作嗎？ 

甲、乙、丙、丁：會！ 

老師：原來如此，太好了，老師也很高興。謝謝你們願意接受訪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