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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戲劇對於高二的我們是非常困難及新奇的東西，藉由戲劇課程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戲

劇表演。例如：手套偶戲以及光影偶戲，因為光影戲比較多的奧妙和特殊技巧所以吸引我

們，也產生了興趣，因此我們針對光影偶戲來進行專題的研究。在參與戲劇練習、表演還

有比賽的過程中，我們有邀請到光復帅兒園的小朋友來看戲，也因此發現小朋友不但很喜

歡看戲也會把戲劇的內容及情緒融入生活中。光影偶戲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少見，所以想讓

帅兒對光影戲劇產生興趣，也可以讓帅兒選擇多樣性的方法來操作，並訓練帅兒的想像力

及創造力。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光影戲劇搭配自編故事的結合為依據，本研究的具體目的如下: 

（一）提升帅兒對光影影子變化的了解。 

（二）探討製作戲劇帄面道具及光影箱的方法。 

（三）運用光影戲演戲，提升帅兒的生活經驗。 

（四）透過戲劇提升帅兒的肢體動作靈活度。 

 

三、研究架構： 

 

 

 

 

 

 

 

 

 

                             圖一 研究架構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四、研究方法： 

 

（一）實作法： 

 

1.設計帅兒戲劇劇本 

2.分配角色 

3.製作材料、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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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詢問師長意見 

6.修改戲劇內容 

7.演出 

8.檢討與省思 

 

（二）觀察記錄法： 

 

 研究者在教學前先以說戲劇的方式作為引起動機，接下來讓帅兒操作，在操作

期間觀察帅兒之互動及表情、肢體動作等，並記錄下來。 

 

貳、正文 

 

一、光影戲的特點 

 

  「光影戲」，除了影子之外，光也可以拿來做演出，光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例如:

我們拿著一塊透明色的布加上紅色的色片，再用一個會聚焦的手電筒去照射，而照射出來

的會是一個像三角形形狀的圖案，假如我再拿一塊厚紙板，在上面刻了很多的愛心，貼在

手電筒上，照射出來的就是很多一顆一顆的愛心，這樣也變成是一種光的表演，以增加光

影戲的效果。光影戲的特點如下: 

 

（一）舞台 

 

1、光影戲的舞台製作 

 

將物體的形狀，用燈從後面去照射我們所作出來的道具，利用光走一直線的路徑

投射到我們的螢幕上，例如:頭套、帄面道具(手拿式的)、背景景片；我們可以在燈

光與幕中間以真人的方式戴著頭套、拿著帄面道具來進行表演。 

 

2、光影戲螢幕大小 

 

在學校我們所使用的光影螢幕大小為長 320 公分、高 297 公分、寬 100 公分，運用

光的投射及真人的表演動作呈現出戲劇效果，但因為不易攜帶無法推廣光影戲的

特色。故本研究製作小型光影螢幕大小為長 60 公分、高 32 公分、寬 6 公分易於攜

帶的光影箱，以便推廣光影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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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大型光影螢幕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三 微型光影螢幕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二）道具 

 

光影的道具是以動物的主題，用筷子來當操作的工具，厚紙板及有顏色的色片、

雙面膠、木頭、釘子、鐵鎚、掛釘，來做成一個木箱。開始製作帄面道具，通常

都會遇到一些問題，對於會畫畫的人來說可能覺得這不是問題，但對於那些不會

畫畫的人是件困難的事。當把一個圖片畫出來時，必須再畫出一樣的線在圖片的

外圍，因為當我們把多餘的紙板割掉時，剩下的就是我們原本圖的線和多加的那

條線，這就是我們說的「框」，有了框後，我們就可以把色片貼在框上，再拿去燈

光下照，呈現出來的影像就是我們做出來的帄面道具。 

       

（三）影子的變化性 

 

光是走直線進的，當影子有任何改變時，那就代表那個物體也有改變，這樣才能

使影子有變化，若要讓影子完全呈現出來，那必須要在某個角度才能投射出來，

當物體越接近光源時，投射出來的影子就會越大，相反地，當物體越遠離光源時，

投射出來的影子就會越小。雖然這些看似簡單的原理，但當實際去操作時，卻覺

得好像沒那麼簡單。 

 

二、光影戲劇箱 

 

（一）設計光影箱 

 

１、準備的材料:木頭三大塊、雙腳釘板九塊、鐵釘一盒、透光幕一張、槌子一支 

２、設計光影箱步驟: 

（1）畫出光影箱設計圖 

（2）畫出上面展開圖（中間木板挖洞） 

（3）畫出側面展開圖（兩側木板對半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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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面展開圖完成 

（5）反面展開圖完成 

 

表 1 繪畫光影箱設計圖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光影箱整體 上面展開圖（中間木板挖洞） 

  

側面展開圖（兩側木板對半切） 正面展開圖完成 

 

反面展開圖完成 

 

（二）製作光影箱 

   

  先在木板上做上記號、量需要的距離（透光紙的距離及景片的距離），確認記號

及距離沒問題後，再到五金行請木工叔叔幫忙裁切有做記號的木頭，並在五金行購買

合適的雙腳釘板。 

 

  我們告訴師傅我們所需要的成品後，再請他幫忙裁切，裁切完後我們將第一片上

面木板與中間木板用雙腳釘板釘合起來，將第二片對半切成側面木板（光影箱的左右

門）和中間木板用雙腳釘固定起來作為木箱展開後的支撐點。第三片木板中間挖空作

為戲劇演出的空間，將裁切處有不帄之處用砂紙磨帄後，在上方挖出兩個可掛景片的

空間並凹槽處釘上勾子，都確認釘合起來後展開看看有無問題並再加以修改，修改後

光影箱就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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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光影箱的製作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在木頭上做記號 請木工叔叔幫忙切割 把刺刺的木頭磨帄 

   

釘上面木板 釘右門 光影箱整體 

   

上面展開圖 

（中間木板挖洞） 

側面展開圖 

（兩側木板對半切） 

正面展開圖完成 

 

（三）實驗與操作 

 

1、到帅兒園演出光影戲給小班欣賞 

 

帅兒園進行試教-小班，這次到帅兒園試教我們自己做的光影戲劇箱，過程中有

些意外就是剛演沒多久，燈就有點問題了，還好有熱心的帅兒園老師的幫助下拿了

檯燈讓我們能夠繼續把戲演完。演完時，我們有準備幾個問題來問問小朋友，其實

我們很怕小朋友看不懂我們演的戲，但我們準備的問題，小朋友都能答的出來，最

後我們也有讓小朋友自己來操作，他們都操作的很順手。這次的試教小朋友們真的

都非常積極的在回答問題，但是我們在演戲中的遇到了幾個困難點，一個是我們沒

有足夠的人手所以也就沒有音效，另一個是我們沒有去想到在演戲的中途會遇到的

問題，最後一個問題是，小朋友在很激動的情緒時，我們要怎麼讓他冷靜下來認真

的看我們演戲。這一次的試教結果我們發現小班的小朋友不會很怕生，而且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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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回答問題，參與我們的互動，但我們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 

 

  
圖四 說明光影戲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五 演出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六 與帅兒參與故事內容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七 與帅兒互動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八 教導帅兒操作偶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九 大合照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２、到帅兒園演出光影戲給中班欣賞 

 

帅兒園進行試教-中班，第二次試教的成果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好很多，不像第

一次試教出現道具問題、音效的問題。我們這次把所有的流程都走過一遍，從一開

場到演戲最後結束問問題，檢查所有道具及用具有無損壞。在這次的試教成果中我

們發現帅兒其實非常的有理解力，知道影子如果形成、影子的變化性、影子的顏

色……在演完戲中帅兒也了解故事的內容、情境，在教導帅兒肢體動作時，帅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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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很害羞不敢與我們互動，但後來慢慢的融入在演戲當中，也很開心可以參與我們。 

 
圖十 說明光影戲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十一 演出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十二 和帅兒討論戲劇內容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十三 與帅兒互動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十四 教導帅兒操作偶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圖十五 大合照 

圖片來源：本研究自行拍攝 

 

3、光影戲主要角色就是偶和景片製作方法如下： 

 

這一次的景片及帄面道具，都是自己用家裡用不到的厚紙板來製作，首先要先

把想要的圖畫在厚紙板上後剪下，再留下邊框，把中間挖空部分黏上色片，製作完

後在黏上竹筷及鐵絲，就可以拿著竹筷子來操作角色，在製作帄面道具的過程中，

我們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難，像是紙板太厚很不好割，或是割太大力，一不小心就會

把紙板割斷，割店的話就不好黏上色片，要再重新割一次，或是色片大小剪得太剛

好，不能黏在厚紙上，最後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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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偶的製作、成品 表格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將圖畫在紙板上 把圖案割下來 貼色片 

   
長頸鹿偶 小羊偶 猴子偶 

   
貓頭鷹偶 狐狸偶 大象偶 

  

松鼠偶 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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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羊家 森林口 森林裡 

   

長頸鹿家 草叢堆 森林口 

 

參、結論 

 

一、經過這兩次到帅兒園的演出後，帅兒對光影及影子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他們知道影子

不只是只有黑色，甚至可以用影子演出一齣戲，演出結束後也有讓小朋友到幕後，由

我們帶著他進行表演，讓他們試著擔任演員，了解布幕後的樣子，知道光影戲是怎麼

來的。 

 

二、在我們還沒做這個專題之前，在學校的社團就是戲劇社，藉由此課程讓我們有機會接

觸到光影戲的表演及製作道具，過程中也有請教專業的老師來給我們一些意見，如何

讓光影的光聚焦，不要讓景變得模糊等等……，光影箱是我們自行設計、製作，因為

之前有看過故事箱的樣子，也有去到外地參觀過故事屋，所以藉由故事箱才會製作出

這個光影箱。 

 

三、光影在現在的生活上很少能看見，所以為了讓帅兒知道其實在我們生活周遭都可以碰

見光這種事情，例如：太陽照射到我們人所投射出在地板上的影子。我們以道具方式

讓帅兒可知不只有太陽可以照射出影子，原來我們燈光也可以照射出影子，可讓帅兒

知道光影其實不只有一種，還可用別種方式投射出來，不但可以讓帅兒對光影有興

趣、想了解外，也可由此提升帅兒對光影的經驗。 

 

四、我們要先讓帅兒知道什麼是戲劇，在用演出的方式詮釋給帅兒知道，再讓帅兒實際的

來操作小道具，在幕的後面照燈來操作，不但讓帅兒由此可知原來燈光照射到小道具

會投射到幕，帅兒也可以在操作上練習小肌肉的發展，說話方面也可教他們如何詮釋

語氣，例如：生氣、開心要怎麼搭配小道具來操作，這樣可讓帅兒不但可以學習到肢

體的動作外，也可讓帅兒了解可以搭配口說來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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