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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與互動：
以劇場作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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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總監陳恆輝指出香港中、小學生普遍對中國歷史相對冷感，希望以

戲劇這種比較有趣的形式去開拓學生有關中國文化的視野。「我中學的

時候主修中國歷史，後來當過兩年教師，發現無論中學生還是小學生，

他們對歷史相對冷感，更加覺得這門學問很困難。我認為戲劇可以幫助

他們理解學習歷史是有一定趣味的，例如我們曾經在小學推行鴉片戰

爭、五四運動等為主題的教育劇場。」他和行政總監陳瑞如從英國求學

回流後，深受「教育劇場」影響，矢志在港推行「教育劇場」。陳瑞如

說：「我發現現在的學生最需要的是被聆聽和給予創作空間。很多老師

都在劇場完結之後問我們如何令學生專注聽從，透過訪問和交談我們得

知課堂內容沉悶、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聆聽等都是學生們不喜歡學習的

原因。」

是次教育劇場計劃提供學生們小組討論、發表意見、發揮創意的空間，

學生在「演教員」的指導下透過代入不同人物角色與情境，運用「諸子

百家」的學說去討論涉及道德倫理的問題，例如是否推行「鐵心蘭」——

一種會令身體強健但使人失去惻隱之心的疫苗、「機械身體」——將人體

變成一副機械身體等等。「我們不是一面倒要他們反對或支持某一方，而

是要他們分正反兩組，從多角度思考去討論政策的好處與壞處，從而訓

練學生們的批判思考。」在演教員帶領下，學生們能夠發問一些有啟發

性和挑戰性的問題，「我記得有幾場的答問環節學生的問題很觸動我。學

生們最常問的問題都是注射鐵心蘭有什麼副作用，但有一次有班學生問

教與學，並非只會發生在課室裡面，方法也不只一種。但以香港現今的教育制度來看，明顯

沒有太多可能性，無非是以成績為本，一切都要趕快贏在起跑線上。這是制度問題，是資源

問題，更是思想問題。要在體制裡作出改變，實在不容易，幸好在體制外，還是有可以拉闊

想像的教學形式，例如是教育劇場。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捐助，愛麗絲劇場實驗

室策劃及推行的「賽馬會諸子百家教育劇場發展計劃」，以「諸子百家」為主題透過原創劇目

及劇場，提升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興趣和批判思考，同時以教師培訓中的戲劇活動豐富

他們的教學技巧。三年計劃已經完成第二階段，劇場推行到初中級別，成效顯著。

我們：『你們如此反對鐵心蘭，你可以發掘到它有什麼好處是我們注意

不到的嗎？』最令我驚訝的是一班初中學生竟然懂得運用反方向的思考

方式去發問，從而得到他們想要的答案，實在不能小看初中生的思維和

批判能力。」

說到對於香港教育制度的看法，演教員認為中學文憑試一試定生死、單

一的問題與答案、無意義的口試題目、缺乏空間去讓學生們發表意見

等，都是磨平學生的稜角、削弱他們批判思考能力、加重他們學業壓力

的主要原因。「很多學生在劇場完結後的訪問都表示，他們印象最深刻

的地方是在劇場中有表達自己想法的空間，而且有人聆聽自己的想法。」

公式化的教學模式失去思考空間與學習意義，自身價值建基於成績和分

數上，使學生麻木，喘不過氣。

教育劇場不只幫助學生，也為教師提供教學模式的參考和一刻喘息的空

間。「通常劇場進行期間，老師都在旁邊觀看。看到學生們積極參與和

回應，和平時上課不同的樣子，自己也會開心和安心一些，而不是在擔

心課程進度和學生成績。透過劇場讓老師和學生都知道原來可以用這個

方式去教，用這個方式去學。」

「這項計劃很需要團隊的堅持，無論是形式上、所需要花的時間上，我

們都要堅持，不放棄才能改變。」從陳恆輝和陳瑞如身上看得出愛麗絲

劇場實驗室對教育的用心，長達三年的計劃願意與學生和教師們同行，

聆聽他們，為畸形的教育制度開出一條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