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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戲劇起源於遊戲與祭典，戲劇與真實人生的關係非常密切。在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歷

史以前，人類已經有某種形式的戲劇活動，是使用身體與聲音表現當時人類生活的心

情，林國源（1986）認為：「「「「戲劇是一種文學作品戲劇是一種文學作品戲劇是一種文學作品戲劇是一種文學作品，，，，也是透過人物的動作與對白也是透過人物的動作與對白也是透過人物的動作與對白也是透過人物的動作與對白，，，，來描來描來描來描

寫人生與人類活動的一種藝術作品寫人生與人類活動的一種藝術作品寫人生與人類活動的一種藝術作品寫人生與人類活動的一種藝術作品」」」」。崔小萍（1989）認為：「「「「戲劇綜合了音樂戲劇綜合了音樂戲劇綜合了音樂戲劇綜合了音樂、、、、舞蹈舞蹈舞蹈舞蹈、、、、

繪畫繪畫繪畫繪畫、、、、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光影光影光影光影、、、、服裝設計服裝設計服裝設計服裝設計，，，，是動和靜的技術是動和靜的技術是動和靜的技術是動和靜的技術，，，，是人類高度智慧所合成的真善美藝術是人類高度智慧所合成的真善美藝術是人類高度智慧所合成的真善美藝術是人類高度智慧所合成的真善美藝術」」」」。 
 
    兒童戲劇是屬於兒童文學類，也是屬於戲劇類，所以兒童戲劇在本質上與戲劇是沒

有兩樣的，兒童戲劇是戲劇的其中一種，但它有別於一般演出給成人觀賞的戲劇。在舞

台上，它可以透過「戲劇」與「劇場」的元素加以運用，扮演的人不論是成人或小孩，

能夠將深刻的哲理，透過戲劇的手法，深入淺出地表現出兒童可以理解的想像、語言、

心理、思維、情感或生活經驗，以符合兒童身心發展需要或滿足其生活情趣。 
 
    因為在本學期我們開始接觸到部份有關兒童戲劇的課程，而且參加了自編兒童戲劇

之比賽，所以我們想藉此機會對兒童戲劇之領域做更深入的研究，也初次嘗試藉由自編

劇本來呈現劇情，以及親身演出讓幼兒觀賞，藉以探究兒童戲劇之歷程，以精進我們自

創劇本之能力。於表演後，我們會根據劇情內容與角色設計一份問卷，藉由問卷調查方

式來了解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方式及角色認同程度，並探討幼兒是否會將戲劇內的行

為反應在日常生活中。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探討兒童戲劇之歷程，以精進研究者自創劇本之能力。 
二、瞭解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方式。 
三、瞭解幼兒對戲劇角色認同程度。 
四、根據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認知，探討幼兒是否會將戲劇內的行為反應在日常生活中。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幼兒：幼兒期是指出生滿一個月至學齡前的兒童，兩歲至未滿六歲之階段，稱為學 
    齡前期或兒童前期。而本研究所指之幼兒，乃是指年滿 4～5 歲之幼兒為研究對象。 
 
二、兒童戲劇：戲劇是一種綜合的藝術，有許多表現型態，一般多指由演員在舞台上演   
    出，經過適當安排與設計讓觀眾欣賞的故事。凡以兒童為對象，顧及兒童的身心發 
    展與接受程度，所設計的戲劇演出與活動，皆可稱為兒童戲劇。 
 
三、角色認同：「「「「個體對他人行為個體對他人行為個體對他人行為個體對他人行為、、、、感受和價值觀的學習模仿感受和價值觀的學習模仿感受和價值觀的學習模仿感受和價值觀的學習模仿，，，，在心裡感受在心裡感受在心裡感受在心裡感受、、、、行為模式行為模式行為模式行為模式 
    上與認同對象相似上與認同對象相似上與認同對象相似上與認同對象相似，，，，藉以肯定現實中的自己藉以肯定現實中的自己藉以肯定現實中的自己藉以肯定現實中的自己，，，，維持良好的自尊維持良好的自尊維持良好的自尊維持良好的自尊感受感受感受感受」」」」（郭為藩，1996）。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高雄市某私立立案幼兒園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幼兒欣賞完我們自創之兒

童戲劇後，對戲劇內容之解讀方式及角色認同程度為何。本研究限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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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受時間、人力之限制，僅選取高雄市某私立立案幼兒園幼兒作為研究調查對 
    象。因此所得研究結果僅能推論至此一母群體，無法廣泛推論。 
 
二、本研究以表演方式呈現給幼兒觀賞，針對戲劇內容及角色自編一份問卷，以問卷方 
    式調查收集資料。因幼兒年齡較小，還無法看得懂國字，故由我們將題目逐一唸給 
    幼兒聽，請幼兒回答，我們再將幼兒回答之內容填於問卷上。幼兒回答之內容僅作 
    為研究結果呈現，幼兒是否完全據實回答、其填答內容與實際行為、態度是否一致 
    則非本研究可以控制。 
 
三、本戲劇之表演內容乃是研究者共同討論之自創劇本，因第一次自編劇本，經驗不足， 
    故仍有許多層面未顧及到，此為日後需再加強之處。 
 

貳●正文 
 

第一節 兒童戲劇的意義 
 

關於兒童戲劇的內涵，學者們從兒童學習與發展或是演出的形態等，分別提出以下

不同的看法： 
 

    陳信茂（1983）認為，扮演的人不論成人與小孩，只要根據兒童身心發展理論，內

容切合兒童發展需要都可稱為兒童戲劇。只要是運用戲劇的手法呈現兒童的思想、情

感、想像、語言和生活經驗，內容可以涵括古今中外，表演形式不拘是舞台、電影、卡

通，或是皮影、木偶或歌仔戲，都可列入兒童戲劇的範疇中。 
 

    徐守濤（1989）認為兒童戲劇是一種綜合藝術，是佔有時間和空間的藝術，是肢體

語言表現的藝術，是兒童現實生活、幻想和人際間衝突的舞台表演藝術。因此，只要是

符合兒童的現實生活經驗，適合兒童的心理和情感發展，並以肢體語言來呈現的綜合藝

術，都可以稱之為兒童戲劇。 
 
    張清榮（1991）指出，「「「「兒童戲劇應具有兒童的兒童戲劇應具有兒童的兒童戲劇應具有兒童的兒童戲劇應具有兒童的、、、、文學的文學的文學的文學的、、、、趣味的趣味的趣味的趣味的、、、、教育的素質教育的素質教育的素質教育的素質」」」」。

可由兒童日常生活中取材，可以從歷史、書籍中擷取兒童熟知的教材、知識加以改編，

使兒童有認同感而樂於欣賞。 
 
    綜合上述，兒童戲劇是能夠將深刻的哲理，透過戲劇的手法，深入淺出地表現出兒

童可以理解的想像、語言、心理、思維、情感或生活經驗，以符合兒童身心發展需要或

滿足其生活情趣。 
 

第二節 兒童戲劇的功能 
 
一、兒童戲劇具有娛樂的效果：小朋友來看兒童戲劇會很高興，能夠獲得快樂。它是 
    健康的，不像電影會有暴力、色情，這些是可以清楚地化分開來。 
 
二、兒童戲劇具有發洩的功能：大人們都會習慣冷眼看戲，可是小朋友不會，他們看戲 
    是很興奮、很入戲。入戲之後會跟著劇中的主角一起緊張、一起歡笑，所以小朋 

友們的許多情緒、精力是可以透過兒童戲劇發洩出來。 
 
三、兒童戲劇具有互動的關係：一般小朋友來看兒童戲劇一定是由父母帶領，或是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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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學校的老師領隊前來的，所以，父母和小孩回家後，或是老師和學生回到幼稚 
    園、學校之後，還是可以繼續討論，而且這種互動關係可以延續很久。 
 
四、兒童戲劇是創意想像的展現場所：兒童戲劇的精神就在此，它是講求創意的，許多 
    的點子、想法，或是木偶、舞台的設計就是強調創意的表現，而不是在比較舞台的 
    大小，演員的多寡。 
 

第三節 兒童戲劇的組成元素 
 

    兒童戲劇的組成包括了許多元素，唯有事前精密的規劃與溝通，讓每一元素彼此和

諧搭配，才能完成一齣成功的兒童戲劇。以下將就各元素說明之： 
 
一、劇本：「「「「劇本是一齣戲劇最重要的架構劇本是一齣戲劇最重要的架構劇本是一齣戲劇最重要的架構劇本是一齣戲劇最重要的架構，，，，構成劇本的四大要素構成劇本的四大要素構成劇本的四大要素構成劇本的四大要素，，，，包括主旨包括主旨包括主旨包括主旨、、、、情節情節情節情節、、、、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對白對白對白對白」」」」（曾西霸，2002）。在主旨的選擇上，必須要切合兒童的心性，在情 
    節的安排上，要適當的安排衝突與危機，劇中人物的基本性格要確立清楚，並要掌 
    握對白的層次，以「淺語」的藝術，說兒童聽得懂的語言。 
 
二、導演：導演是整合戲劇中所有藝術元素的領導人，從劇本的閱讀、演員的選擇與合 
    作、到舞台空間、服裝、化妝、音效、燈光、道具等的設計，都是導演工作的組成 
    部分，負責協調、決定、結合所有的演出因素，因此是戲劇的靈魂人物。 
 
三、演員：戲劇是表演藝術的一種，演員的演出，使整齣戲劇得以聚焦，而演出的深度 
    則足以影響整齣戲劇的成敗。演員的表演創作既然來自生活，要成為一名出色的演 
    員自然要有適當的生活體驗（邱坤良，1998）。 
 
四、佈景與道具：佈景指依劇情需要，在舞台上所做的陳設與佈置；道具指演員在舞台 
    上表演時所運用的物品。一齣戲中，精確設計的佈景與適宜的道具可以襯托劇情， 
    製造戲劇空間畫面，幫助演員進入表演並規劃走位的動線。 
 
五、燈光：舞台燈光的功能有提供照明、雕塑造型、模擬自然環境、營造某種特殊氛圍 
    並表現節奏等，與舞台空間緊密結合，產生視覺效果與美學意義。 
 
六、服裝：戲劇演出中，演員的服裝須符合劇中人物的性格與造型，並配合舞台佈景與 
    場面的情境，搭配恰當的色彩與線條。 
 
七、化妝：精心設計的化妝可以更細膩精緻的呈現劇中人物的性格與特色，達到加分的 
    作用，使舞台上的演出更具說服力。 
 
八、音效：一齣戲裡一定會用到一些音樂或音效，選取得當的音樂能適時營造情境，烘 
    托演員演出時戲劇的張力與強度，並巧妙的銜接段落，適時的運用某些音效，往往 
    能配合劇情醞釀氣氛、製造危機與衝突，讓整齣戲劇呈現流暢的節奏與旋律。 
 
九、舞台監督：舞台監督的工作是要負責排戲的進度與技術、宣傳各部分協調工作，進 
    入演出場地時，舞台監督是所有工作進度的掌控者，俾使戲劇能如期上演。 
 

第四節 角色認同之意義 
 

角色認同通常是指人追求自身於社會上有意義的自我認知，即是知道自己是誰，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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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及接受身處社會所應扮演的角色為何。一個人的角色認同攸關對自己存在意義的瞭

解，不僅是在理解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認為其他人是誰，同樣地也包含其他人對他們自己

和其他人（包含我們）的理解。「「「「角色認同即個體對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一定社會位角色認同即個體對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一定社會位角色認同即個體對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一定社會位角色認同即個體對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一定社會位

置的意識或內在界定置的意識或內在界定置的意識或內在界定置的意識或內在界定」」」」（陳午晴，2002）。因此對個人來說，建構屬於自己的角色認同

具有特殊的意義與重要性。 
 
角色認同有二個主要來源，一為社會關係對自我的回饋，會受到與他人關係的影

響。意指社會中他人觀感及對自我角色的看法，會影響到個人角色的確立。第二個來源

則是認為與自我觀點有關聯。「「「「人在社會上扮演各人在社會上扮演各人在社會上扮演各人在社會上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種不同的角色種不同的角色種不同的角色，，，，各種角色都有一套眾各種角色都有一套眾各種角色都有一套眾各種角色都有一套眾

所期待的行為標準所期待的行為標準所期待的行為標準所期待的行為標準，，，，此等行為標準此等行為標準此等行為標準此等行為標準就是角色認同的對象就是角色認同的對象就是角色認同的對象就是角色認同的對象」」」」（張春興，1992）。 

 
第五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九十九學年度就讀高雄市某私立高職立案之幼兒園中大班幼兒做為

本研究之樣本。我們將於自創劇本完成後實際演出給幼兒園之全部幼兒觀賞，但因考量

人力及時間之因素，於研究工具完成後，我們只針對中大班幼兒進行問卷調查。 
 
二、研究工具 

 
（一）自創劇本－「帽子王國」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為我們所自創之劇本－「帽子王國」，劇本完成後我們    
      會依據故事內容自製道具、服裝及佈景，排演多次後再實際演出給幼兒園之幼兒 
      觀賞，於表演結束後，我們會根據劇情內容與角色設計一份問卷來對中大班幼兒 
      進行施測。以下乃本研究工具自創劇本－「帽子王國」之討論流程、道具製作情  
      形、排演過程、劇中主要角色介紹及實際演出之圖示： 
 
表2-5-1 自創劇本－「帽子王國」之相關流程圖示 

流

程 
圖示與說明 

流

程 
圖示與說明 

流

程 
圖示與說明 

流

程 

一 

 
說明：討論戲劇主題與內容 

流

程 

二 

 
說明：劇本定稿 

流

程 

三 

 
說明：製作道具（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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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男, 21, 42%

女, 29, 58%

男

女

年齡

4~5歲, 8,

16%

5~6歲, 42,

84%

4~5歲

5~6歲

流

程 

四 

說明：禮堂綵排 

流

程 

五 

 

說明：劇中角色團體照 

流

程 

六 

 

說明：實際演出過程 

 
（二）幼兒對自創劇本－「帽子王國」解讀方式及角色認同程度之調查問卷 
      
          表演活動結束後，我們根據劇情內容與角色自編一份 
   問卷，藉由此份問卷來了解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方式及 
   角色認同程度，並探討幼兒是否會將戲劇內的行為反應在 
   日常生活中。此問卷分成四部份，第一部分為幼兒基本資 
   料、第二部份為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第三部份乃幼兒 
   對劇中人物的看法及好惡、第四部份則是幼兒對劇中人物 
   的認同程度。因幼兒還無法看得懂國字，於填答問卷上將 
   有所困難，故由我們將題目逐一唸給幼兒聽，請幼兒回答 
   ，我們再將幼兒所回答之內容填於問卷上。右圖 2-5-1 為     圖 2-5-1 問卷施測過程 

自創劇本－「帽子王國」之問卷施測過程。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回收後我們將資料登錄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

理與分析，藉以了解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方式及角色認同程度，並探討幼兒是否會將

戲劇內的行為反應在日常生活中。 
 

第六節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所回收之問卷以 Excel 之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以下乃資料統計結

果之呈現與討論。 
 
一、研究樣本基本資料 
 
 （一）性別 
 

本研究樣本共有幼兒 50 名，其中男童有 21 名，佔 42%， 
   女童有 29 名，佔 58%，由資料得知，女童之樣本數較男童多。 
   統計結果如圖 2-6-1 所示：                                 圖 2-6-1 幼兒性別分析圖 

                                                   
 
 （二）年齡 
 

本研究樣本之幼兒，年齡 4~5 歲者有 8 名，佔 16%，5~6 
   歲者有 42 名，佔 84%，由此資料得知，5~6 歲之幼兒佔較多 
   數。統計結果如圖 2-6-2 所示：                             圖 2-6-2 幼兒年齡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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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說出這部戲劇在演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是, 35, 70%

否, 15, 30%
是

否

是否能說出戲劇裡出現了哪些人

是, 41, 82%

否, 9, 18%

是

否

是否能說出劇中人物做了些什麼事情

是, 33, 66%

否, 17, 34%
是

否

你喜歡這部戲劇嗎

是, 46, 92%

否, 4, 8%

是

否

你喜歡這部戲劇是因為（複選/次數計算）

有喜歡的角

色, 18

道具背景很

漂亮, 17
音效配樂好

聽, 4

劇情精采, 13

對話有趣吸

引人, 6

大家都喜歡,

5
有喜歡的角色

道具背景很漂亮

音效配樂好聽

劇情精采

對話有趣吸引人

大家都喜歡

是否能說出這部戲劇之名稱

是, 36, 72%

否, 14, 28%
是

否

二、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 
 
 （一）幼兒是否能說出這部戲劇之名稱 
 

50 名之研究對象，能正確說出這部戲劇之名稱者有 36 
   名，佔 72%，未能正確說出這部戲劇之名稱者則有 14 名，佔  
   28%。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幼兒能正確說出這部戲劇之名 
   稱。統計結果如圖 2-6-3 所示：                            圖 2-6-3 能否說出戲劇名稱 
                                          
 （二）幼兒是否能說出這部戲劇在演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本研究之 50 名幼兒，能說出這部戲劇在演什麼（發生了 
   什麼事）者有 35 名，佔 70%，未能說出者有 15 名，佔 30% 
   。研究結果得知，能說出這部戲劇在演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者佔較多數。統計結果如圖 2-6-4 所示：                    圖 2-6-4 能否說出戲劇內容 

                                                    
（三）幼兒是否能說出戲劇裡出現了哪些人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50 名幼兒中有 41 名幼兒能說出戲 
   劇裡出現了哪些人，佔 82%，有 9 名幼兒則無法說出，佔 18%。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幼兒能說出戲劇裡出現了哪些人。統計  
   結果如圖 2-6-5 所示：                                    圖 2-6-5 能否說出劇中人物 

                                                                                                                    
  
（四）幼兒是否能說出劇中人物做了些什麼事情 
 
      50 名之研究對象，能說出劇中人物做了些什麼事情者有 

   33 名，佔 66%，未能正確說出者則有 17 名，佔 34%。研究 
  結果得知，能說出劇中人物做了些什麼事情者佔較多數。統計 
  結果如圖 2-6-6 所示：                                    圖 2-6-6 能否說出角色做的事 
                                                                                                                  
三、幼兒對劇中人物的看法及好惡 
 
 （一）你喜歡這部戲劇嗎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50 名幼兒中有 46 名幼兒喜歡這部 
   戲劇，佔 92%，有 4 名幼兒則不喜歡，佔 8%。研究結果顯示，   
   多數幼兒喜歡這部戲劇，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幼兒較 
   能專注觀賞此戲劇，故以此原因來推論為何大部分之幼兒能  
   正確說出這部戲劇之名稱、內容、角色及劇中人物做了些什 
   麼事情。統計結果如圖 2-6-7 所示：                       圖 2-6-7 是否喜歡這部戲劇 
                              
（二）喜歡這部戲劇的原因（複選）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喜歡這部戲劇的原因以「有喜歡的 
  角色」最多人選取，佔 18 次， 「道具背景很漂亮」者佔第二， 
  共有 17 次，因「劇情精彩」而喜歡者佔 13 次，「對話有趣吸 
  引人」則有 6 次，而因為「大家都喜歡」、「音效配樂好聽」之 圖 2-6-8 喜歡此戲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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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喜歡這部戲是因為（複選/次數計算）

角色不喜歡,

0 道具不真實,

2

音效配樂差,

1劇情沉悶, 0

對話乏味, 1

大家都不喜

歡, 1

角色不喜歡

道具不真實

音效配樂差

劇情沉悶

對話乏味

大家都不喜歡

最喜歡劇中那個角色，因為（複選/次數計算）

他的長相我很喜歡,

14

他的能力很好, 8

他對人的態度很和

善, 12

他個性善良, 5

他很聰明, 3

他的行為很好笑, 3

他跟平常的我很像,

0

我想變成跟他一樣,

3

大家都很喜歡他, 7

其他, 2

他的長相我很喜歡

他的能力很好

他對人的態度很和善

他個性善良

他很聰明

他的行為很好笑

他跟平常的我很像

我想變成跟他一樣

大家都很喜歡他

其他

最不喜歡劇中哪一個角色

天使, 4, 8%

惡魔, 19,

38%
巫婆, 16,

32%

魔法師, 4,

8%

都很喜歡, 7,

14%
天使

惡魔

巫婆

魔法師

都很喜歡

最不喜歡劇中那個角色，因為（複選/次數計算）

他的外表長的很兇

惡, 15

他的做事能力不

好, 3他的脾氣很壞, 13

他個性奸詐, 8

他的行為愚蠢, 1

他跟平常的我很

像, 0

大家都很討厭他, 6

其他, 3

他的外表長的很兇惡

他的做事能力不好

他的脾氣很壞

他個性奸詐

他的行為愚蠢

他跟平常的我很像

大家都很討厭他

其他

最喜歡劇中哪一個角色

天使, 29,

58%
惡魔, 5, 10%

巫婆, 5, 10%

魔法師, 11,

22%

都不喜歡, 0,

0%

天使

惡魔

巫婆

魔法師

都不喜歡

  項目則分別佔 5 次及 4 次。統計結果如圖 2-6-8 所示：              
 
 （三）幼兒不喜歡這部戲劇的原因（複選）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幼兒不喜歡這部戲劇的原因以「道 
   具不真實」佔 2 次，「音樂配樂差」、「對話乏味」、及「大家 
   都不喜歡」之選項則各佔 1 次。統計結果如圖 2-6-9 所示：                                  
                                                         圖 2-6-9 不喜歡此劇之原因 
 
 （四）幼兒最喜歡劇中哪一個角色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喜歡「天使」角色者佔最多人，

共有 29 人，為 58%，喜歡「魔法師」者次之，有 11 人，佔

22%，最後則為「巫婆」及「惡魔」，各佔 5 人，各 10%。由 
   此結果得知，正派之角色較受幼兒歡迎。統計結果如圖 2-6-10

所示：                                                  圖 2-6-10 最喜歡哪個角色 
 

 （五）幼兒最喜歡劇中那個角色之原因（複選）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幼兒最喜歡劇中那個角色的原因 
   以「他的長相我很喜歡」之選項為最多人選擇，佔 14 次，而  
  「他對人的態度很和善」之選項次之，佔 12 次，再次為「他 
   的能力很好」佔 8 次，「大家都很喜歡他」則佔 7 次，「他個 
   性很善良」佔 5 次，而「他很聰明」、「他的行為很好笑」、「我 
   想變成跟他一樣」之項目分別各佔 3 次，「其他」則佔 2 次。 
   統計結果如圖 2-6-11 所示：                              圖 2-6-11 喜歡此角色之原因 
  
 （六）幼兒最不喜歡劇中哪一個角色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幼兒最不喜歡「惡魔」角色者佔 
   最多人，共有 19 人，佔 38%，「巫婆」則次之，有 16 人，佔 
   32%，「天使」及「魔法師」則各佔 4 人，各為 8%，而選擇 
  「都很喜歡」者有 7 人，佔 14%。由上述結果得知，反派角色 
   較不受幼兒所喜愛。統計結果如圖 2-6-12 所示：            圖 2-6-12 最不喜歡哪個角色 
                                                      
 （七）幼兒最不喜歡劇中哪一個角色之原因（複選） 
 

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幼兒最不喜歡劇中那個角色的原 
   因以「他的外表長的很兇惡」之選項為最多人選擇，佔 15 次， 
  「他的脾氣很壞」次之，佔 13 次，再次為「他個性奸詐」佔 8 
   次，「大家都很討厭他」則佔 6 次，「他的做事能力不好」及 
  「其他」各佔 3 次，而「他的行為愚蠢」則佔 1 次。統計結果 
   如圖 2-6-13 所示： 
                                                        圖 2-6-13 不喜歡此角色原因 
 

四、幼兒對劇中人物的認同程度 
 
（一）你是否會學習你注意的人物說話方式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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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學習你注意的人物說話方式或動作嗎

是, 23, 46%

否, 27, 54%

是

否

你不喜歡有人說你喜愛的人物壞話

是, 27, 54%

否, 23, 46% 是

否

如果你可以變成今天劇中的人物，你想要變成誰

天使, 27,

54%

惡魔, 2, 4%

巫婆, 5, 10%

魔法師, 13,

26%

都不想, 3,

6%
天使

惡魔

巫婆

魔法師

都不想

如果今天你遇到像巫婆一樣的事情，看到別人

很開心，你會故意去搗蛋嗎

是, 5, 10%

否, 45, 90%

是

否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50 名幼兒中有 27 名幼兒不會學 
   習注意的人物說話方式或動作，佔 54%，而有 23 名幼兒則會 
   學習注意的人物說話方式或動作，佔 46%。由此得知，本研 
   究中不會學習所注意的人物說話方式或動作之幼兒較為多數。  圖 2-6-14 是否會學習說話 
   統計結果如圖 2-6-14 所示：                                      方式或動作 
                                         
（二）你是否不喜歡有人說你喜愛的人物壞話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50 名幼兒中有 27 名幼兒不喜歡 
   有人說自己喜愛的人物壞話，佔 54%，另外 23 名幼兒則否， 
   佔 46%。由此得知，本研究中不喜歡有人說自己所喜愛的人 
   物壞話之幼兒仍佔較多數。統計結果如圖 2-6-15 所示：       圖 2-6-15 是否不喜歡有人 

                                                                                  說所喜愛人物的壞話 

                                 
 （三）如果你可以變成今天劇中的人物，你想要變成誰 
 
       1、經統計分析結果得知，想變成「天使」角色者為最多 
   人，共有 27 人，佔 54%，「魔法師」次之，有 13 人，佔 26%， 
  「巫婆」有 5 人，佔 10%，「惡魔」有 2 人， 為 4%，「都不想」 
  則有 3 人，乃 6%。此結果可與上述題目「幼兒最喜歡劇中哪 
  一個角色」相呼應，該題也是「天使」與「魔法師」二者正派 
  角色較受幼兒歡迎，選擇人數亦較多。統計結果如圖 2-6-16 所  圖 2-6-16 你想要變成誰 
 示：  

     
    2、你為什麼想要變成○○○？ 
 

 針對 50 名幼兒之回答，我們將訪談結果整理如下表 2-6-1： 
 

表 2-6-1 「你為什麼想要變成○○○」訪談結果整理 
想變成劇中人物之名稱 幼兒回答之理由 

天  使 

他很善良（8 人）、他很漂亮（5 人） 
他很可愛（4 人）、就是喜歡（3 人） 
他不會說別人壞話，大家都喜歡他（3 人） 
不知道（3 人）、他有智慧（1 人） 

魔法師 
他很厲害（6 人）、他很聰明（4 人） 
不知道（3 人） 

巫  婆 他演的很好（2 人）、不知道（3 人） 
惡  魔 他很壞（2 人） 

都不想變成劇中任何人物 不知道（2 人）、只想看你們演戲（1 人） 
 

 （四）如果以後遇到像巫婆一樣的事情，看到別人很開心，你 
       是否會故意去搗蛋 
 
       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50 名幼兒中有 45 名幼兒回答不 
   會故意去搗蛋，佔 90%，另外 5 名幼兒則回答會，佔 10%。 
   由此得知，本研究中，若是看到別人很開心，不會故意去搗 
   蛋之幼兒佔較多數。統計結果如圖 2-6-17 所示：             圖 2-6-17 是否會故意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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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是, 35, 70%

否, 15, 30%
是

否

                                                                 
 （五）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1、根據統計分析結果得知，50 名幼兒中有 35 名幼兒藉 
   由觀賞此戲劇表演後有得到啟示，佔 70%，另外 15 名幼兒則 
   否，佔 30%。統計結果如圖 2-6-18 所示： 

                                                               
                                                     圖 2-6-18 你是否學到什麼 

 

  2、你有沒有學到什麼？請說明： 
 

  針對 50 名幼兒之回答，我們將訪談結果整理如下表 2-6-2： 
 

表 2-6-2 「幼兒是否學到什麼」訪談結果整理 
看完表演後，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幼兒回答之內容 

是 

乖小孩不能搗蛋（15 人） 
不可以做壞事（10 人） 
要當好人幫助別人（6 人） 
魔法師很厲害（3 人） 
快樂是很好的（1 人） 

否 不知道（12 人）、沒仔細看（3 人） 
 

參●結論 

 
第一節  結論 

 
綜合前一章節之各項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 
 

一、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部份：大部分之幼兒皆能正確說出戲劇之名稱、且能說出這 
    部戲劇在演什麼，以及戲劇裡出現了哪些人、劇中人物做了些什麼事情。 
 
二、幼兒對劇中人物的看法及好惡部份： 
 
（一）大多數幼兒喜歡這部戲劇，喜歡之原因前三項依序分別為「有喜歡的角色」、「道 

具背景很漂亮」、及「劇情精彩」。少數幼兒不喜歡這部戲劇則是以「道具不真實」

為主要原因。 
 
（二）幼兒最喜歡劇中「天使」的角色，其次為「魔法師」，喜歡之前三項原因分別為 
     「他的長相我很喜歡」、「他對人的態度很和善」、及「他的能力很好」。 
 
（三）幼兒最不喜歡劇中「惡魔」的角色，「巫婆」次之，原因以「他的外表長的很兇 
      惡」、「他的脾氣很壞」、及「他個性奸詐」分別為前三項。 
 
三、幼兒對劇中人物的認同程度部份： 
 
 （一）多數幼兒不會學習所注意的人物說話方式或動作，也不喜歡有人說自己所喜愛 
       的人物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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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如果可以變成劇中的人物，想變成「天使」角色者佔最多人，「魔法師」次之。 
       由此可知，「天使」與「魔法師」二者正派角色較受大部分幼兒歡迎。 
 
 （三）大多數的幼兒表示，若是日常生活中看到別人很開心並不會故意去搗蛋。 
 
 （四）多數幼兒藉由觀賞此戲劇表演後有得到啟示，前三項分別為「乖小孩不能搗蛋」、 
      「不可以做壞事」、及「要當好人幫助別人」。 
 

第二節 建議 
 

以下針對此份研究分別提出幾項建議，期望對於未來之相關研究能有所助益： 
 

一、這是我們第一次自創劇本及演出，內容並非十分詳盡，部分細節可能有所忽略，且 
    演員初次上台演出，表現略顯生澀與緊張，日後可針對這些部分及幼兒所指出不喜 
    歡之處再做加強與改進。 
 
二、本研究針對二班中大班幼兒統一做問卷調查，題目大部分是採勾選式，僅有二題題 
    目需搭配口述回答，因礙於人力、時間及其他因素，只讓幼兒簡單口述，我們並未 
    再詳盡引導幼兒回答更多意見及看法，日後可針對少數個案採取深入訪談，對於問 
    卷之題目逐一探討其勾選之原因（如：幼兒回答想變成惡魔，原因為何？），以得 
    到更為詳盡之資料，以便做更深入之研究。 
 
三、因時間之因素，本研究只做問卷式調查，並未實際對幼兒做長時間之行為觀察，關 
    於幼兒對戲劇角色認同程度及是否會將戲劇內的行為反應在日常生活之探討，若能 
    搭配長時間對幼兒的行為觀察才能得到更準確及客觀之資料。 
 
四、幼兒可能因為當時之情緒、情境、專注力或其他主觀因素等原因，回答內容與其實 
    際想法有所差異。其次，有可能在我們問幼兒的時候，表達能力、音量、表情及肢 

體動作不適當而影響幼兒之解讀，因此研究資料所反應之事實可能有所差異存在。 
 
五、本研究未比較男、女之差異，未來做相關研究時可加入「性別」之變項，以探討不 
    同性別之幼兒對戲劇內容之解讀方式及角色認同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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