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學校戲劇節�―
網上演出的影響及觀察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

Impact and Insight of Online Readers’ Theatre



為了減低冠狀病毒的傳播風險，「香港學校
對戲劇節」自2019/20至2021/22 的「校內演
出期」均以網上實時「讀劇演出」形式舉
行。演員們主要通過朗讀模式，運用聲線、
面部表情及上半身肢體動作，配以簡單服
裝、化妝、道具、虛擬佈景、音響效果等輔
助演出。

為了解參與學校在網上演出時的經驗，香港
藝術學院於2022年8月中旬邀請參與學校回應
以「網上演出的影響及觀察」(Impact and
insight of Online readers’ theatre)為題的問
卷，了解持分者對有關安排的看法。

至2022年9月中旬，共268間學校回覆，當中
包括139間小學及129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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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果
學校期望2022/23年度演出模式

實體表演
59%

線上表演
41%

問卷回應期間政府仍未放寬防疫措施，教育局亦未確定上課模式。以上結果是
學校因應當時情況的選擇。

疫情考慮
82%

其他
18%

由於調查期間仍處於新冠疫情期間，參與學校仍對台上演出有一定考慮。問卷
結果顯示超過92.5%學校表示，若非疫情他們定必選擇實體演出。

學校選擇網上表演的原因



從未參與實體表演的學校

團隊發現當中有23間學校（約為受訪學校的8.5%）由於上述原因未曾參與過實
體表演，當中有26%的學校是因為疫情影響，令負責老師在沒有舞台經驗的情
況下處理線上表演。估計過程中校方、老師及學生都投放了額外時間及努力。

欠缺資源
31%

疫情影響
26%

首次參與
13%

校內活動
13%

其他
9%

沒有被選
4%



集體創作

37%

過往經驗

23%

導師編作

14%

不斷嘗試

7%

Zoom的經歷

6%

其他

5% 日常生活

5%

難於創作

3%

如何獲得創意想法，並將之融合到線上演出中

超過50% 的創作方法與實體演出相約（集體演出及導師創作），根據過往經驗
創作亦佔23%。在上述圖表中顯示6%以Zoom 的經歷創作作品，是這兩年較新
穎及有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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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線上表演模式舉行的戲劇節中，如何展現戲劇技巧

大部份受訪者都能於線上演出時運用戲劇技巧。然而，由於演出媒體的限制，
身體語言的技巧較面部表情少26%。



線上表演中的學習經驗

其中一個與舞台演出沒有直接關係的學習經歷，便是「電腦運作」。相信這是
唯有在線上演出才可得到的經驗。

演出技巧 戲劇技巧

電腦運作

其他
團隊合作

12%

13%

19%

27%29%



增加同學的參與

提升不同的能力

在觀賞演出後，評判會於約30分鐘的分享環節中提出值得欣賞及可以改善的地方，並邀請
同學分享當中的苦與樂。同學們都十分積極發言，表示由於網上平台沒有人數的限制，而
讓戲劇組所有組員（約20位學生）也能於鏡頭前演出。而該分享環節亦約進行了超過一小
時，大家都獲益良多。

參與者分享
在「校內演出期」的演後分享會中，不少參加者對於在疫情中演出有深刻的感
受，以下節錄部份分享：

提升不同的能力：有部份戲劇導師及評判表示，線上表演模式令同學「成就解鎖」，能夠
同一時間處理不同事情（例如準確地控制背景、音量及鏡頭等）、選擇更「天馬行空」的
主題作為創作概念、在創作時考慮每句對白的作用，配合適當的道具及服飾把作品呈現。
較內向的同學能在沒有觀眾壓力的情況下自信地演出、習慣演戲的同學願意參與選擇配合
演出的虛擬佈景。



有趣的聲效

曾經有一段時間，學生需在家上課，連帶整個「學校演出期」也在家中個別進行。猶記得
一位評判分享，在觀賞演出時不時聽到有節奏的拍打聲，以為是特別聲效。而在分享環節
時，學生道出因未能及時轉至靜音模式，而讓家中「炒蜆」的聲音傳出。但這個「意外」
卻令演出添上另一種風格。

難捨的團隊情誼

對於不少學生來說，參加「戲劇節」是一年一度的重要事情。特別對於較高年級的同學，
更是畢業前的「必須」項目。其中一群快將畢業的同學感動地表示，除了享受整個過程
外，更十分珍惜與友好在最後一年在學時間合演，真誠的分享及真心的祝福，讓大家都感
受到彼此的可貴情誼。

隔離營中的演出

在疫情最嚴峻時，大會及校方仍本著把戲劇發展為經常性的聯課活動為目標，面對重重困
難，仍安排學生透過網上平台參與排練及演出。當中曾有學生因家人確診而被送到隔離設
施中觀察。雖然網絡未如想像中順暢，但仍不能阻止同學參與演出的熱情。

更全面的

預備工作

當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地方進行線上演出時，難免有突發情況出現。曾經有一位演員家中網
絡突然失靈，以至演出受阻。其他同學在迅間便知悉問題所在，並作出相應行動。經了解
後，原來他們在綵排時已思考過不同狀況，並演練不同的安排。



老師的觀察

負責老師在問卷中提到，學生在線上模式中演出容易分心，亦容易受不同環境及家庭因素
影響。顯示出自律及環境管理十分重要，藉此增進同學與家人的溝通。線上模式的戲劇，
讓一些難以背誦又長又複雜台詞的學生可以參與演出。而學生在製作多媒體時，亦對不同
的多媒體製作軟件有更深入的認識。

眾人的期望

「希望來年可以再於舞台上演出!」 這差不多是每組分享環節中都聽到的心聲及回應。

與團隊溝通的

渴望
疫情嚴峻的時候，表演團隊大多是透過互聯網與團隊共經歷創作及排練過程，直至演出時
也未與團隊直接見上一面。雖然最後都能透過互網軟件成功演出，但演出及創作團隊仍十
分期望面對面的溝通及交流機會。



據統籌機構的資料，在疫情剛開始（2020年

初）而情況未明朗時，2019/20 的「校內演

出期」、「公開演出期」及「傑出演員訓練

及展演」均全面取消。其後，再與不同專業

人士（如：舞台工作者、資訊科技伙伴、行

政團隊等）商討如何在停課及未能直接見面

的情況下讓學生仍可體會實時演出話劇的方

法。經過反覆討論及檢視，最終在2020/21年

度戲劇節以「實時網上讀劇演出」形式進

行。雖然是一個較陌生的演出模式，但仍於

2020/21年吸引了超過400隊，而2022/23年

度更有超過450隊學校參與。可見學校也期望

參與戲劇活動。及後，團隊亦發現，這是疫

情期間學界唯一以非錄影形式的演出活動。

總結報告



從問卷回應中，團隊發現參與隊伍在製作過程中有不同經歷，節

錄分享如下：

編作過程

其實只有在劇本上花心思，始終沒多大經驗，加上學校非

Zoom用戶，連綵排也受時間限制，更遑論要熟習掌握有關

演出方式。

同學參考20/21年度他校的經驗，然後在21/22年度嘗試利用

轉變背景圖片來表達場景轉換，增加觀眾投入感，出來效果

不錯。

從零開始，共同創作，結合上網課的經驗，轉化為演出的效

果。

學習解決Zoom畫面上如何分工



排練過程

每次Zoom的開始都會加入一些團體網上遊戲，加強同學的

興趣及歸屬感。

如何把劇本改善變得自然、流暢；演員、導演、其他工作人

員如何合作；如何使用軟件的效果令表演達致最佳等。

學生要克服長期使用螢幕的困難，包括眼睛疲勞、長時期坐

姿、也可能有同學並非專注於排戲之中。隨着整個劇本成

形，表演日子臨近，同學們才開始意識到時間無多，越來越

專心。

在表演時一些身體動作、數人之間的互動、都要特別練習，

因為同學不習慣對着屏幕做群戲。

由於疫情關係，有同學病和接受隔離，排練時常常要一人分

演多角。好處是同學互相了解角色，但壞處就是同學難以忽

然轉換身份，以致排練非常費時。而且網速不一，常常出現

斷線或音訊接收現問題。好處是團隊訓練到「執生」技巧。



演出過程

除了固定的視像鏡頭（Ｗｅｂｃａｍ）, 我們亦運用了IＰａ

ｄ平板電腦以便鏡頭轉換，令演出鏡頭更靈活；同學必須有

默契，始能令演出順利完成，故排練是必不可少。此外，由

於網絡未必穩定，故每個角色必須有後備演員，萬一其中一

位演員網絡出現問題，後備演員即時頂上，在剛過去我校的

確有此現象，幸好早有預備。

線上表演需動用的人力和物力較少，不需要轉景及全套服

裝，對學校而言較輕鬆。但就學生而言，對戲劇的體驗實在

大打折扣，排練時往往只能坐在屏幕前，相對乏味，精神也

較難集中。此外，我們還經常要忍受網絡不暢順之苦，有學

生還因為網絡問題而無法參與比賽。



如部份負責老師所言，線上演出似乎是較能省卻人力及資源，但

與部份負責老師對談後，發現在安排時間、器材及演出劇目均比

實體演出花費心力。加上沒有現場觀眾的支持，演員未能體會

「第四面牆」的演出狀態，而屏幕內的觀眾亦未能與演出隊伍直

接的互動及共享戲劇空間，而引致感覺上的誤差。加上表演團隊

未能參與真實的後台工作，因而缺乏全面體會舞台創作的經驗。

另一方面，團隊亦察覺無論在問卷或訪談中，受訪者較集中提及

演繹技巧結合運用科技，卻甚少提及同理心及個人反思等由參與

劇活動而建立的內在特質。分享節錄如下：

（實體演出）學生的互動性較高，較易代入角色，表達情

感，達到戲劇教育的果效 — 體諒與包容。

線上表演只是疫情下無可奈何下的做法 

踏台板對於一群剛剛認識戲劇的學生是很重要，畢竟在台上

演出除了經歷創作、選角、圍讀，更加要學習運用台面走

位、聲線運用，令劇本訊息及演員本身的創作呈現出來。

燈光、音效、戲服、化妝等更令整齣戲生息不少！ 

學生能有交流互動，在舞台上有演出的實在感。能做舞台調

度及燈光果效

實體表演更能讓學生投入戲劇表演樂趣，而且實體戲劇表演

更能讓學生學習共通能力。



總括而言，有關安排能夠讓學校維持戲劇活動，亦可讓參

加者獲得特別的經驗。但是卻似乎只帶來短期的影響，參

加者亦沒有太大的領悟。

疫情後，2023/24年度的戲劇節將回歸舞台，與大家體驗

實體演出的樂趣。

研究單位：香港藝術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