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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與研究專題】觀光系陳維立 藉戲劇表演提升學生自信  
趨勢巨流河

 

教育部為提升教學品質，與高教深耕計畫結合，開啟「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補助，以求有效將教師個人研究與學生學習連結，由學校提供整體教學資源支持老

師研究，落實改變教學現場。本校教師參與計畫的人數持續増長，為促成更多師生了

解教學實踐研究，並從教學實踐中獲得良好學習成效，本報開設此專題，展現107年

教師獲得計劃案通過之研究成果。（文／胡榮華，圖／陳維立提供，責任編輯／郭萱

之）

 

計畫主題

 

　觀光系副教授陳維立於102學年度起，結合教師專長研究和建立學生連結，開設的

「休閒遊憩概論」，企圖改變與以往不同的教學現場，提升教學品質和學習成效。本

校自104學年起實施多元升等制度，引導教師專長分流，鼓勵教師投入教學及技術應

用實務場域，透過專業教學與技術性產學合作相輔相成，期待提升教師學術研究，也

幫助學生學習，俾利學校多元人才培育與學用合一奠定扎實基礎。陳維立持續參與教

學研究相關計劃，106學年升等通過，成為本校第二位教學研究升等者。

 

 

 

教學現場

 

　「休閒遊憩概論」是陳維立在博士班時持續研究的主題，她也不斷嘗試更好的授課

方式，在提計畫案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就是配合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所開設的課程

，因此這門課本身就與學生的互動密切，她說明：「我們能夠從很多不同的面向，看

到學生的本質及潛力，更從被服務對象的需求中，讓學生挖掘自己的潛能、看見自己

的特質。」基於這樣的理念，讓最初在提計畫案時，不是從零開始，而是本來就朝這

樣的方向去提升教學品質。

 

　陳維立提到，教育部提供這樣的教學研究計畫，給予經費，其實最希望的就是達到

「教師與學生一起服務社會」，過去在沒有資源提供的情況下，往往會受限經費不足

，「我們要出隊做服務，可能出去一趟就突破預算，但是現在參與了教育部的教學實

踐研究案，有經費上的支持，讓我們在課程的實踐上有很大的助力，並將這些資源妥

善的運用在學生身上，這樣的計畫可以給予教師很多支持的。」經費的支持解決了教

學現場的問題，要如何協助學生提高自我效能，是陳維立設定的研究目標。



 

 

 

研究目的

 

　陳維立說明，在蘭陽校區全英語授課的環境之下，其實同學們在接收知識及專業研

究的領域上，資訊量是非常龐大豐富甚至是很有壓力的，但是應該如何將個人的挫折

感調解、突破自身能力的界線、調整舒適圈與社會連結，還有如何與國際對話…，這

些機會其實是比較少的。再者加上受限於語言能力，即使有時候學生有想法卻也無法

表達，或許同學們在英文檢定中的托福、雅思成績很不錯，但其實對於實際自我的價

值是相對低的。本研究希望能對學生的自信心、英語表達能力有正向的提升。增強英

文能力的方法很多，陳維立拿出和別的老師不一樣的方法。

 

 

 

研究方法

 

　這堂課的課程核心「戲劇治療（Drama Therapy）」，就是休閒遊憩治療的其中一

個領域，對提升參與人員的身心靈有很大的幫助，陳維立強調：「同理心，是很重要

的一個環節，大學生對於自我價值的滿足，並非只有成績，若是沒有同理心、創新思

維以及團隊合作，服務就會淪於表面。」所以她設計了實作課程，以學期為單位，先

讓學生學習知識，期末以戲劇表演的方式落實所學，到宜蘭縣大同鄉的芃芃部落，在

聖誕節時演出聖誕劇。

 

　老師進一步說明「為達成課程目標，實踐專業知能服務學習的內涵，我將課程分為

四個階段；第一步先累積學生知識，使具備基礎休閒遊憩理論、遊憩活動方案設計模

式、活動與產業類型、方案策略等的瞭解與覺知。第二階注重能力的培養，如：戲劇

療育、生命教育繪本行動劇服務技能、活動設計與技巧演練、認識服務機構對象特質

與需求。第三階段在於實踐，戲劇服務方案的提供、執行與記錄。第四階段是反思

；帶領學生自省、評估方案成效，慶賀服務經驗與成果。」除了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

，陳維立還進行合作機構分析及行動研究焦點訪談、學生焦點訪談和回饋問卷；透過

以上研究設計，落實教學目標，達到教學成果。

 

 

 

教學成果



 

　透過課程，從準備到演出，實踐了教學翻轉的機會，同學必須擔任團隊中的各個角

色，可能是演員或是幕後，他們必須突破壓力，挑戰自己面對的問題，在過程中投入

心力，並互相給予鼓勵，完成演出。演出內容上，也都挑選符合青少年的劇情：要有

正向的人生觀，面對挫折該如何因應，更要發現自己的優點，最重要的是每個人在社

會上都有很重要的價值，所以藉由演出角色，也可以觀照發現自己可能會出現的壓力

或是面臨的挑戰，透過演出達到抒壓，從過程中學習，進而提升自我的價值。

 

　在這堂課程，也讓學生學習到付出後自我價值的正增強。由於造訪的時間固定，已

經變成部落居民和同學之間的默契，部落的小朋友們也很期待我們去演出，以全新的

表演每年到訪；對於居民來說，我們的演出就是聖誕節的禮物；而對於我們的同學而

言，得到的自我價值提升，更是最好的收穫。

 

　教學成果達到了，陳維立進一步思考還有什麼元素是可以加在課程中。

 

 

 

創新未來

 

　除了戲劇治療，陳維立也選擇配合藝術治療及動物輔助治療，她認為：「其實在課

程的設計上，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呈現方式，像是藝術治療透過讓同學完成一個藝術品

，而達到成效，每位同學擁有不同的特質，也有不一樣的接收程度，但是這些課程不

外乎都是希望能夠讓同學達到最重要的：使命感、成就感及責任感，給予學生最多的

幫助，讓他們能夠知道自己的價值還有對自我的認同；並讓服務對象也獲得療癒，這

就是我們所要達到的創新教學的方法。」

 

　陳維立也分享，這堂課在使用了各種治療方式實行後，越來越能夠從理論上跳脫

，在實作的部分各面向都非常有成效，也能夠搭配學生多元的背景，讓大家互相認識

，也更認識自己，以達到增強使命感、成就感及責任感，從被動的接受知識學習，到

同學們自己產出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而且還能夠得到觀眾的掌聲，「我想，在獲得

掌聲的瞬間，那個當下，對每一位同學來說都是非常有成就且被認同的，看到這樣的

畫面，我也替同學們感到非常驕傲。」

 

 

 

學生回饋



 

　參與課程的觀光三廖緗翎表示：「在參與課程時，我從中得到自我實現的價值，對

於建立自信及開拓視野這方面幫助我非常多。課程中與原住民朋友一起學習，我們提

供聖誕節戲劇表演，而理事長及牧師所帶給我們知識，卻遠遠超越我對原住民的認知

。」她認為，身為一位觀光系的學生，知識是一項常重要的能力指標，不只透過書本

，課程的服務知能學習，雖會佔用到大量的課餘時間，卻是非常值得的。「我們從籌

備到演出，付出了許多的心力，而部落的民眾們，也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把我們視

為最重要的賓客接待。其中在一次山林步道導覽中，我認識了泰雅族的獵人文化，使

我非常著迷，利用族人傳承下來的技術打獵生活，以及對大自然的崇敬；從小我對於

原住民的認知是非常狹隘的，這堂課使我徹底改觀。希望在未來我也能將這些我所獲

得的知識分享給其他人，在戲劇治療中我也更加的了解如何讓自己放鬆，以及了解自

己要的是甚麼，這堂課是我大學生活中最精彩的一部分，不論結果如何，我們都一起

努力過。」

 

　觀光三王宥騰表示：「我認為最大的收穫是，讓自己成為一位能『給予愛』的人

，同時認知到自己是一個可以祝福、陪伴別人、為人帶來歡笑、留下美好記憶的人。

我開始認知自己身分上的轉變，從接受轉變成給予，過程有些衝擊，但讓我更明白自

己的能力，原來我做的事情可以像一顆種子，種在那群部落的孩子當中，未來他們會

如何我不知道，但我期待他們的未來能夠比我們參與之前更好。」他進一步說明，對

於這堂課，起初並沒有太多想法，就是一堂實作課程。「期末我們需要演出一場戲劇

，剛好因為我高中是戲劇班，老師便讓我當劇中的導演及活動中主持人，其實我自我

訓練了很多在領導以及溝通上面的技能，當然也有英文上的能力，因為英文是我們的

溝通語言，所以對我頗具挑戰。過程雖有壓力，但是不至於被擊倒。我發現當自己有

一份給予的心意時，我會想著如何充實更多來付出，這是我在課程當中得到的意義。

這堂課很值得，讓我知道如何將自己的生命價值發揮出來。」

 

 

 

 

 

Profiles

 

陳維立副教授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森林資源科學博士

 

107學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名稱：戲劇、服務與轉化力：學生與部落協力

之行動研究

 

 

 

教學研究相關執行計畫：

 

教育部：

 

1.戲劇、服務與轉化力 (II)：發展觀光系學生遊憩治療知能用於部落劇場發展 實務

導向模式之教學實證研究(教育部108年教學實踐計畫)

 

2.戲劇、服務與轉化力:學生與部落協力之行動研究(教育部107年教學實踐計畫)

 

環境未來公民科學家宜蘭氣候變遷場域全英文教學活動計畫 (教育部107年補助大專

校院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通識課程)

 

3.環境未來 (全英文授課)  Future Studies in Environment (教育部106年補助大

專校院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通識課程)

 

4.環境未來 (全英文授課)  Future Studies in Environment (教育部105年補助大

專校院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通識課程)

 

5.環境未來 (全英文授課)  Future Studies in Environment (教育部104年補助大

專校院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通識課程)

 

淡江大學：

 

1.探索式學習於觀光地理學必修課程之專業能力學習成效研究(淡江105年度創新教學

實務研究補助計畫)

 

2.PBL單元教案計畫：Healthy Food, Healthy People (淡江大學103年度問題導向學

習（PBL）單元教案獎勵)

 



3.PBL單元教案計畫：會展行銷規劃Show  Time  (淡江大學102年度問題導向學習

（PBL）單元教案獎勵)

2019/12/09
 

 

 

課程運用戲劇治療和動物輔助治療的記錄（圖／陳維立老師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