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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個人走在沙灘上，可能看見隨手可拾

的貝殼、一顆色彩豐富的石頭、一個漂上岸的玻璃

瓶、甚至是一個奇怪的盒子……這些訊息隱藏著什

麼樣的祕密呢?這些寶藏可以引領我們去到什麼樣

的想像空間呢? 

這是從事兒童生態教育活動推廣的童琳茜老

師所發出的邀請，也是「那個劇團」與國立台灣

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二度合辦「戲劇

玩一夏」的2009年課程設計的重要起點──海洋

奇遇記。

今年活動有別於往年之處在於：2006年起，那

個劇團創新結合自然探索、劇場藝術的兒童人文藝

術夏令營，嘗試帶領小朋友進行穿梭自然知識與表

演藝術的跨領域學習，而且強調「在地性」的動手

實地操作、與身心合一的五感體驗；延伸至2008年

首次與台文館合作舉辦，考慮其所在場域的歷史特

性，於是，課程活動加入了孔廟文化園區的歷史建

築文史導覽、城市自然生態體驗、館內常設主題展

導覽、創造性戲劇活動等等，思維新穎；至2009年

的暑假，仍然以台文館為活動基地，遂決定以文學

閱讀作為活動內容設計的原點定位，減少了戶外實

地導覽活動，改為選擇了完全沒有文字的自然繪本

《海底來的秘密》作為基本教材，進行深度導讀、

相關知識以及資源回收分類、生態環保問題的討論

等，然後，接續進行劇場遊戲、即興表演、造形藝

術創作等課程單元活動，帶領學員深入體驗自然環

保與表演藝術的關連性互動，激發肢體創意與表演

潛力，希望能夠增加小朋友對生活的覺察力與想像

力，促進個人自信、團體互動、分工合作，輕輕鬆

鬆的用心學、開心玩，經驗一種充實又有趣的暑期

學習營隊。

或許是過往三年的活動已經建立口碑，也或許

是活動文案受到關心兒童教育家長們的肯定，六月

上旬，本項活動正式對外接受報名的首日早上，開

館之前便已出現排隊人龍，家長反應熱烈，踴躍報

名參與；短短兩小時之內，名額迅速宣告爆滿。也

因此，更讓我們深感戰戰兢兢，全力籌備。

終於，7月的第一、二個周末起，兩梯次的國

小二~四年級（2008年9月後）、三~六年級學童先

後來到台文館，在二樓的文學體驗室，開始了兩天

跨領域的自然探索與劇場藝術實作課程。

首先，在活潑有趣的暖身遊戲「相見歡」之

後，小朋友們帶著欣喜熱切的心情，走入童琳茜老

師主持的「自然繪本深度閱讀」，一起認識深海的

海洋動物生態，譬如魟魚、鯊魚、章魚等，通過豐

富的視聽教材，頻頻讓小朋友驚呼尖叫，留下深刻

的印象；在後續的創造性戲劇活動以及造型藝術創

作練習，均可顯見小朋友們的運用，樂在其中喔。

同時，小童老師也透過繪本的故事情節，提

醒小朋友應該提高自己對於環境的細膩觀察，才能

接收到來自這個世界的各種訊息，一如故事中的主

人翁經歷一趟海邊旅遊，就可能碰觸到來自海底的

秘密，甚至還可以想像，不同年代、不同地理的小

朋友們都可能在海邊遇見什麼樣的神奇事物呢？於

是，乘著想像與知識的翅膀，人人可以穿越時空的

隔閡，與不同國度不同年代的人們相遇，寫下獨特

視野下開展的精采故事、或是踏進他人不得其門而

入的秘密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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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課程活動分成兩個脈絡交叉進行，如

同麻花一般地引領小朋友們專注又開心的投入戲劇

造型設計DIY、分組創作排演呈現。

在「舞台造型創作：環保變裝秀」兩次單元活

動中，劇場造型設計人趙虹惠老師一樣先以簡單的

肢體暖身活動開始，透過身體動作的拆解、組合、

伸展等，進一步延伸至環保素材的集體創作，想一

想，如何有創意的拆解、拼裝、重組各類環保素

材，動動身體和腦袋，一起發揮最大想像力，手創

最佳魅力的舞台造型。

這單元的初期，有些小朋友們似乎顯得困

惑、遲疑，也有小朋友難以脫離一般勞作手工藝

的慣性，經過虹惠老師的示範解說，逐步建立造

型設計的整體概念，但還得兼顧素材質感的選

用、自創角色的個性等，到底是充滿正義感的鯊

魚警探、或是老成持重的燈籠魚，小朋友們漸漸

展現自己的創意與主張，許多有趣創新的素材組

合或是鮮明俐落的顏色配比，反倒是原本居於協

助位置的助教們頻頻稱奇讚賞，小朋友的臉上也

紛紛露出了滿意的笑容。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夏令營的基本信念為「在

地性」、「藝術性」，重視的是關照生活的感受力

與觀察力、個人創意的表達與表現；對於小朋友的

基本態度為尊重、相信小朋友的潛能，同時提供安

全嚴謹、多元刺激的學習環境，我們鼓勵小朋友多

思考多動手做，而非拷貝、複製教學者的範本，因

此，現場除了參與學員從家中帶來的環保材料，也

有劇團事先準備的各種回收資源，堆成一座座小

丘，惹得工作人員打趣：活動場地好像資源回收

場？！同時，若干有危險性的工具，都有專人負責

看管使用，於是乎有人成了小朋友口中的「熱熔槍

哥哥」、「縫線姊姊」等，忙得不亦樂乎。

同樣的，以創作性戲劇活動為設計核心理念，

當小朋友進行造型設計單元之前，必須先從繪本閱

讀的理解與想像出發，自行構想有興趣的海中角

色，並且與同組的成員互動討論，決定彼此的關係

與可能發生的情節，運用虹惠老師帶領完成的各式

各樣角色造型，共同發展一段發生於海洋的故事

──此即筆者負責的教學單元「肢體開發與角色創

作」「集體即興表演」：從趣味活潑的劇場遊戲出

發，連結自然繪本深度的探索經驗，反芻與想像，

運用創造性戲劇活動引導，玩耍之間進行肢體與聲

音的創意表現，經歷個人發想、團體討論、小組創

作，加上環保素材的造型大變身，完成共同的身聲

故事說演小品。

當活動的尾聲到來之前，各組依序輪流上場

呈現，無論是文靜優雅的魟魚、英勇凶狠的鯊

魚、沉穩逗趣的海龜……都是小朋友們的想像力

所共同造就出的海洋世界，有和平正義的使者、

也有衝突與憤怒……其中，記得有一組小朋友一

起對著一隻蠻橫搗蛋的鯊魚先生大聲說：「我們

想和你做朋友」，竟然立刻看見那位扮演鯊魚的

小朋友帶著羞澀的微笑說：「好」！還有一組的

故事演到犯人被抓，飾演罪犯的小朋友居然臨場

反應將場地現有的鐵柱子當成牢獄的象徵，雙手

握住鐵竿，大聲喊叫：「我是無罪的！放我出

去！」前者顯露了兒童的微妙心理，後者則可視

為對於空間的敏銳度，都令人看了為之感動。即

使限於時間的緊迫，透過集體即興表演與分組討

論，我們可以清楚在現場與孩子們想像的海洋相

遇，其中所洋溢的是豐富生動的創造力與美感，

閃現了無數美麗的光澤，在在留下了許多對於辛

苦籌辦活動的鼓勵與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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