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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學習應擺脫只是輔助學校正規

教育的刻板印象，學校教育與

博物館學習應為互動，而非單向的溝通（李麗

芳，1997）。台南市立和順國小鄰近台灣歷史
博物館，在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下學習歷

史，即希望能夠透過博物館的資源，運用互動

式的學習型態，提升學生對於歷史學科的好

感，讓學生接近歷史、親近歷史，甚至能活化

歷史、身歷其境。

身歷其境、感受歷史

「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千

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這段唐山

過台灣的歷史，是描寫台灣先民（羅漢腳）力

求生存，從大陸地區跨越過黑水溝，獨自前往

台灣工作的歷史，脈絡中充滿著與家人離情依

依、生離死別的無奈。這段歷史篇章，在和順

國小六年級的孩子們眼中不只是一段歷史，而

是可以走入台灣歷史博物館，站在移民大船

上，演給人看、說給人聽的課程，是可以透過

身歷情境的戲劇，來瞭解各種人物的立場、想

法與感受的學習模式。

戲劇融入歷史教學之發展脈絡

和順國小近年來以戲劇融入歷史教學的教

學歷程，以下分項說明之。

一、資源豐厚──借重台灣歷史博物館：

從2010年開始，和順國小在王國雄校長（時
任）的帶領之下，著手申請教育部「藝術與人

文教學深耕計畫」，進行將戲劇融入歷史主題

之教學。適逢台灣歷史博物館成立，推出「聞

眾之聲‧霧社事件80週年特展」系列活動，台
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林玫君教授當時即

透過戲劇百寶箱，讓博物館的物件能與歷史教

學結合，做為課程教學的輔助、補充材料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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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課教師以戲劇融入歷史教學：扮演族長向族裡成員宣布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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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資源。在這樣的認知下，和順引進博物館百

寶箱，結合社會領域與表演藝術，鼓勵教師入

戲，運用戲劇百寶箱的道具，穿搭當時霧社事

件的人物服裝，教師化身為原住民族部落領袖

召開部落會議，並融入戲劇教育策略教育孩

子，對於過去較為生硬的歷史故事，透過一種

育教於戲劇的方式，以更具有吸引力的教學策

略來引導孩子融入當時的歷史情境脈絡中。

二、飲水思源──《戲說和順》：2012

年，邀請畢業於台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的黃雅嫻老師駐校，深耕本校表演藝術課程。

2013年，現任校長柯禧慧將和順國小的校本課
程定位為發展歷史文化，在其引導之下，成立

藝文深耕教師團隊，搭配50週年校慶，指導高
年級學生演出《戲說和順》，將台江居民遷移

的背景，結合生動活潑的人物情境導覽方式與

創意十足的歷史戲劇，於校慶活動期間進行全

校展演，亦希望傳達出飲水思源的本土人文情

懷。

藉由結合50週年校慶師生戲劇聯展、校友
茶會等活動，提供學生展演舞台，透過歷史尋

根活動，引導學生對於和順所在地區歷史文化

的探索，融入創意以及戲劇元素後，藉著劇

本，此地移民遷移的人文歷史背景、以及現今

和順國小的發展等，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展現

在和順國小全體師生和歷屆校友面前，更讓孩

子在這樣難得的日子當中，體驗、學習到人生

中難忘的表演藝術課程。

三、歷史深化──戲說台史博戲劇導覽大

躍進：戲劇導覽的教學模式，即是將戲劇教育

帶入歷史教學的方式，運用定格動作、靜像畫

面、對剪、角色扮演的手法，深受教師好評。

結合了歷史、戲劇教育二個不同領域的專業，

碰撞出跨領域、意想不到的火花（張淑卿，

2012）。在如此的概念下，和順國小也進入戲
劇融入歷史教學的里程碑。

2014年，本校參與藝文深耕的教師團隊共

戲說和順：以戲劇融入歷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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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嫻老師於表演

藝術課程指導學生

練習戲劇導覽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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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討論，尋找台灣歷史博物館中較具有發展潛

力的導覽點，並設計出6個劇本，主題分別
為：荷西時期異文化相遇、斯土斯民台灣的故

事、台灣民間信仰──藝陣文化、另一種異文

化相遇──清代台灣的商業貿易、日本時代新

女性等。邀請校內對於戲劇導覽有興趣的班

級導師共同合作指導班級學生，採取實驗性

課程的方式，融入語文（劇本編寫），音樂

（時代背景音樂演奏）、以及表演藝術（肢

體動作開發）等課程，將解說導覽與戲劇表

演進行媒合，最後由班級學生前往台灣歷史

博物館擔任解說員，以小小年紀就能對著廣

大的遊客以及中年級的學弟妹進行精采的戲

劇導覽，廣受館方好評。

舉「荷西時期異文化相遇」為例，學生以

結合說、演、唱的方式，帶領觀眾領會17世紀
原住民族面對荷蘭人及漢人的處境。此外，唐

山過台灣的移民辛酸、日本時代由文化協會引

爆族群自覺的歷史議題等，也藉由搭配簡單的

服裝與道具與學生自彈自唱的表演型態，擄獲

了不少現場遊客的目光。

參與的學生亦如此回饋：「大家都好喜歡

這個活動，雖然剛開始練習時有點害怕、有點

辛苦，小組之間意見不合還會吵架。但現在同

學間彼此感情好好，大家都一起合作，有人畫

海報、有人負責解說、有人負責演戲、有人負

責唱歌，現在都對自己好有自信。」

家長更如此迴響：「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孩

子有那麼大的潛能，從沒看過他這一面，感謝

學校提供了這樣的展演舞台，讓我的孩子有機

會那麼自信地站在舞台上為大家解說歷史。」

透過戲劇融入歷史教學的歷程當中，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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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藝文教師團隊討論戲劇導覽課程。 學生解說荷西時期荷蘭人與台灣漢人的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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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台風、口條以及歷史認識上獲益良多，

教師也驚喜連連地說：「學生的表現出乎意料

地好，甚至可以發掘到學生有別於課堂上的另

一面，學生的潛能實在無窮無盡。」

由此可見，和順國小以戲劇融入歷史教學

的方式，結合社會、藝術與人文、語文、綜合

活動等相關領域，讓學童從書本上平面的知識

學習，轉化成帶得走的各項能力，這樣的方式

是值得繼續深耕的。

認識土地與多元文化，珍愛家園、守護台灣

張淑卿（2012）認為透過活潑、生動、多
元且有趣的活動內容，得以擺脫歷史無趣的刻

板印象，重新詮釋歷史教育活動，引發與觀眾

的互動，提高觀眾親近歷史的意願。由於台灣

歷史博物館距離學校僅5分鐘車程，和順國小得
以掌握這筆豐厚的文化資財，積極發展博物館

課程；希望透由博物館課程的學習，不僅讓學

童愛上博物館、善用博物館，更進一步回饋博

物館。經由認識土地與多元文化，進而珍愛家

園、守護台灣。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呂理政非

常支持與認同這種館校攜手

的合作模式，提供豐富的人

力資源與支援，讓和順國小

「戲說台史博」的戲劇導覽

課程活動得以順利地進行。

至於學生學習歷史課題

的過程，除了記憶歷史之

外，更深層的期待為希望學

生能夠親近歷史、喜歡歷史

進而讀懂歷史。透過戲劇導

覽的教學策略，不僅深化歷

史，也帶領孩子從精神、心

靈層次進入歷史的脈絡，進

一步強化本校推動將戲劇融入歷史教學的決

心，期待學生對於歷史文化的學習能更加精

進。

戲劇教學邁入第5年，今年將從音樂（蒐
集當時的音樂或歌曲）、美術（製作唐山過台

灣的碎銀道具）、資訊（將戲劇導覽結果，透

過網路呈現在眾人面前）等層面著手，期待能

夠將戲劇成果推展到學校、社區和遊客，並且

預計將戲劇導覽成果展現在網路平台，供親師

生及社區民眾點閱，讓戲劇導覽的成果更廣泛

地推廣。

戲說和順：以戲劇融入歷史教學

學生前往台史博擔任戲劇導覽解說工作，扮演唐山過台灣移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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