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郵：ppctam@eduhk.hk

藝術的變像：戲劇作為2019冠狀病毒
病全球大流行當中及其後的教育學

譚寶芝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香港

摘要

本文探究變像的概念，分析藝術和戲劇教育如何能把負面的事物人

情，變得美麗、且富有深意，藉此提升人們的精神和心靈的境界。

本文會解釋戲劇教育這種變像的轉化功能，並介紹一個主要以戲劇

教育為內容的教學資源網站，引用當中為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

行教學而設計的教案作說明。作者據此指出，戲劇教育能有效協助

教師回應疫情及疫後教育教師和幼兒的各種情緒、心靈、品德和精

神層面的需要。

　　關鍵詞：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教育、過程戲劇、戲劇教

育、轉化教育、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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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你們看不見嗎，今天我特意化了妝，還塗上眼影？剛才牆上角色，我

也給阿佛畫上了眼睫毛……過去半年，壓力好像無窮無盡，但是剛才

那一刻阿佛唱起歌來，我真的有些毛管戙，很是感動……無論如何，

大家也要好像阿佛一樣撐下去。(W4S05，2020 年 6 月 25 日）

上述的節錄取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一個過程戲劇工作坊的學員訪談。這個

工作坊，源起於一個關於為教師提供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以下或

簡稱「疫症」）後回校教學的支援計劃。工作坊的目的有三，一是蒐集教

師對計劃中的教學設計的意見，二是了解他們對疫症期間和疫後教學的需

要，三是提供應用戲劇教育來進行疫後教學的培訓。工作坊舉行的那兩三

週，香港的第二波疫情已經受到控制，也沒有新增的個案，先後舉行了四

次，共75人參加。參加者包括了在職和職前的幼稚園老師，據了解他們半

年來都以電子教學模式學習，對於能夠回到校園，以面授形式上課，充滿

了期待。以上學員談到特意化了妝來上課，正好說明這種期待。這期待包

括與人密切和輕鬆地交流，以及享受遊戲、戲劇和藝術帶來的樂趣。

就參加者的回應，我已初步作了分析，結果顯示工作坊中遊戲、過

程戲劇和綜合藝術能為他們帶來慰藉、啟發和盼望，充分彰顯藝術轉化力

量，特別是過程戲劇的應用。作為研究者，當時正處身工作坊的現場，除

了了解到學員的期待，也體會到上述「 毛管戙」的感覺，以及由「 壓力無

窮無盡」 到 「 大家……撐下去」 當中的轉化 (Transformation) 的過程。這

種感覺和轉化跟許多學者提出，過程戲劇有助激發「 尤里卡效應」(“Aha! 
moment”或“Eureka Effect”)， 即 恍 然 大 悟 時 刻 有 點 類 同 (Pheasant，
2015；Bundy，2003)。 不過，本文筆者想把有關轉化的討論，聚焦在心靈、

品德和精神層面，而不是囿於認知和各種技能的提升方面。又，本文會試

以變像 (Transfiguration) 這概念來形容和理解過程戲劇這種轉化的功能。

以下我會先解釋變像這概念，並引用前文提及的疫後幼兒回校的教學支援

計劃中的教案來作闡釋。

變像的概念，及其精神和心靈的轉化

Transfiguration 這詞，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翻譯並不相同，綜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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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形、變像、和改變像貌等。我考慮到本文談概念所涉的轉變，不局限

人的容貌，因而採用變像這譯法。變像其出處為《聖經》中一則耶穌顯聖

的記載。事件發生在耶穌預言將會受難及死後復活之間的一段時間。一

天，祂與信徒到山上祈禱，期間容貌轉變，發出亮光，而衣裝也變成耀眼

的白色，並有一團雲彩出現，從中傳來一道聲音，說著：「這是我的愛

子」（聖經繁體中文和合本，2020，路九28-36，太十七1-9）。這樣改變像

貌，目的就是向信徒顯示耶穌就是上帝的兒子。耶穌行神跡的記載很多，

但這次神跡的對象卻自己，又或是上帝藉耶穌來顯聖。這事除了堅定了信

徒的信仰外，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對耶穌自己，不無鼓勵、慰藉和盼望的

作用。耶穌也有凡人的一面，當預知死亡將至，不無恐懼和焦慮。但變像

的神跡帶來美和榮光，也意味生命能超越了肉身的死亡。因此，變像的引

伸意義是指人或事物的形相不但變美，更涉及靈性層面或精神境界的提

升。本文不是從神學角度探討變像，不過這則耶穌變像的記載，有助我們

說明藝術創作、欣賞和參與的功能，特別是如何把負面的、痛苦的、甚至

災難的想像、情境和形相轉變，不但將之變美，並彰顯箇中深刻的意義，

從中提升審美的層次和思考的境界，讓參與者獲得精神和心靈的轉化。

藝術的變像

談到跟耶穌變像的記載有關，並且能彰顯藝術變像的力量的作品，不

能不提文藝復興畫壇巨象拉斐爾·聖齊奧(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的

《耶穌變像》(1520)。(見圖1)畫作上方是耶穌變像當時的情境，下方則畫

了祂幫助男孩驅鬼去病的神跡。天上對人間、光輝對黑暗、美對醜、善對

惡、希望對絕望等的比照和辯證。《耶穌變像》是拉斐爾的遺作，據說他

臨終時也看著此作，好讓在痛苦中，對上帝和永生有所盼望。而尼采(陳懷

恩，1998)更以此作說明藝術具有救贖的目的和力量。尼采認為，人一直

存在於黑暗和痛苦的現世中，但藝術的其中一個形式，如希臘太陽神阿波

羅一樣，創造美麗和理想化的境界，給我們生存的意義。阿波羅掌管夢、

想像和幻覺，以及由此創造出來美麗，智慧而又神聖的影像，是造形之

神、光明之神和預言之神(Nietzsche，1986/2017；陳懷恩，1998)。尼采

指拉斐爾的《耶穌變像》是阿波羅神的代表，不但具體化人生的苦難，更

藉美和永生的盼望來作拯救，令人從中獲得崇高的體悟。據此，若我們以

藝術來回應疫症中痛苦、驚恐、死亡、疾病、分離、煩惱、孤獨等各種壞

事、負面情緒和逆境，其中一種方法就是變像或阿波羅的效果的應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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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這個課題，本地的藝術家在這段期間中的創

作，也見藝術變像的效果。

圖1 

拉斐爾·聖齊奧(Raffaello Sanzio)《耶穌變像》(1520)

(資料來源：Sanzio，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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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Game Changer (2020) 

(資料來源：Solomon，2020)

接著，我會介紹在疫症中若干的藝術創作，以此說明藝術變像的方

法和作用。英國著名的塗鴉藝術家Banksy(2020)為了向醫生護士致謝，

創作了一幅名為Game Changer的作品(見圖2)(Gompertz，2020)。畫中

小孩喜愛的玩具，由蝙蝠俠換上護士的。而護士更如蝙蝠俠穿上了斗篷，

成了人們心中新的英雄人物。畫中的護士當然是變了形，並喚起觀賞者對

他們的敬佩和感謝，在疫症期間，勇敢而專業地拯救生命，也讓人敬重和

關心他們之餘，也反思誰才是英雄，在社會甚至人類危機中，各人發揮專

業精神和緊守崗位的重要。正如Banksy在畫的後面寫上「謝謝您所做的

一切。我希望這可以使這個地方稍微亮一點，即使它只有黑色和白色。」

(Thanks for all you're doing. I hope this brightens the place up a bit, even 
if (it’s) only black and white.)。除了人以外，藝術變像也能為事物轉化更

深刻的意義。香港書畫家徐沛之在疫症期間，畫了幾張以蚊為題材的作品

(新藝潮，2020年7月24日)。其中有以四隻蚊子為一組，隱喻限聚令(陋室

之友之廿九限聚令，2020)(見圖3)。畫作以蚊喻人，令人感慨不管是人，



16 Po-chi TamSpecial Issue 專題

還是蚊，在疫症中，都同為芻狗。作品採國畫畫法，細致的筆法和疏落有

致的留白，令本來難有甚麼美態可言的蚊，變得孤獨幽雅，也寄托了，任

憑它們如何不顧小命，終日嗜血擾人，面對2019冠狀病毒病的侵襲，也得

乖乖就範。這場疫症，則更覺恐怖。香港的劇場工作者也有回應疫症的創

作。劉銘鏗在六月疫症緩和的時候，推出了名為「大鼻哥和小豆丁」的兒

童劇，寄寓人們在逆境時也不忘社會關懷。故事講述大鼻哥是個失意的發

明家，在街市攤檔售賣他的自家發明，遇上古靈精怪的小學生小豆丁，並

成為朋友。此時，香港突遭毒氣侵襲，大鼻哥因而發明了「大鼻呼吸器」

來作防禦，並歷盡艱辛地把趕製成了呼吸器運來香港。最後與街坊市民一

起共度難關，成功抗疫。有評論指，劇作見「創作者對香港小人物在面對

巨大困難時那份堅韌、忘我貢獻及互助的精神或寄望」(丘思詠，2020)。

又，「大鼻哥和小豆丁」運用立體紙藝作主要的表現手法，劉銘堅把平凡

而又平面的紙張，配合燈光、音樂等，帶出層出不窮的變化，演出了一個

充滿創意、驚喜和充滿盼望的故事。面對肆虐的疫症，未知的將來，藝術

和戲劇變像，促進審美，探索和思考疫症對我們的啟發和意義，並讓我們

能暫且離開恐懼、失落和徬徨等負面的狀態和情緒，起碼得到精精神的慰

藉和心靈的療癒。

圖3

徐沛之《陋室之友之廿九限聚令》(2020)

 

(資料來源：新藝潮，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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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劇場教育的變像和轉化

不少學者和研究都指出，不同模式的戲劇和劇場應用也有轉化教育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的元素和作用。當中，故事、扮演、張力、想

像世界、集體參與、表達、創作，以及大量互動和對過的機會等，都能解

釋戲劇教育轉化的手法和條件(Cohen，2011；Neelands，2010；Østern，

2011)。整體來說，它們都是關於如何轉移參與者的狀態、身分和處境，改

變他們對某種現象的看法，從中產生新義和洞見。但較少談及的是，運用

戲劇手法來探討負面議題和狀況，如苦難、困頓、危機，以及當中種種體

驗、情緒和感受等，其中變像的效果。綜合上面文獻所論，本文提出戲劇

教育變像的定義為運用戲劇手法去探討和體驗人的困境苦況，藉著把有關

題材表述的方式和形相變美，促成參與者投入其中，具體理解相關情況、

想像不同的可能性，以及領悟高層次意義。戲劇教育或應用劇場的實踐抗

拒把現實夢幻化，因為這樣容易令參與者沉醉其中，而缺乏批判的反省

(Neelands，2004)。但過程戲劇一類戲劇教育的應用，參與者甚少只當被

動的觀眾。相反，他們同時是作者、演出者，以及作品本身。藉參與變像

的過程，決定變甚麼、怎樣變，為甚麼變等，獲得藝術的轉化和救贖。綜

合推論，戲劇教育變像的條件和過程應會包括：

 
1. 以故事來隱喻現實，故事的虛構、想像和趣味，製造審美距離，超越

現實，獲得啟發，在負面情況中找到意義；

2. 借各種戲劇的藝術表述手法，讓事物人情變美，從而激發參與，加強

感染，以及帶來精神上的慰籍和心靈的滿足；

3. 審美過程中，不論觀者，演者或創作者都會專注當下，暫時離開和放

下壞的心情和狀態；又，當中會涉及感情和情緒的投入和觸動，有助

身、心、靈層面的表達和轉化；

4. 在共同參與過程中，既有個人省思，也有集體的交流和協商，容易促

成參與者想像事情的不同可能性，獲得啟發，以及尋找和測試解決方

法。所謂茅塞頓開、當頭棒喝的情況是常常出現。

以下，我會據上述戲劇教育變像的假設，以一個運用戲劇教育支援幼稚園

進行疫後教學的支援計劃為例，藉分析其中的教案，進一說明戲劇教育變

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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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樂．重．彈：疫後幼兒回校戲劇教學支援計劃」

背景和目的

本文以一個名為「同·樂·重·彈：疫後幼兒回校戲劇教學支援計劃」

(以下簡稱「同·樂·重·彈」)(2020)為例，說明戲劇教育變像的概念，提出

戲劇教育是協助學校教師和幼兒整理疫症期間種種紛亂、不安和壞心情的

良方。這計劃的原計劃名為「戲有益——深耕計劃」」(以下簡稱「戲有

益」)，這是香港話劇團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推出的戲劇教育伙伴協作計

劃，目的是為香港幼兒機構提供校本支援，協助學校和教師運用戲劇教育

來優化教學、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以及為他們的校本課程帶來創意。而

本文介紹和分析的「同·樂·重·彈」，則專為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後

的教育而設計和推出的，目的是為學校和教師提供疫後的教學支援。在筆

者執筆之時，疫症已持續近十月，且仍然全球肆虐。本地幼稚園停課超過

八個月，即使高班(5至6歲)在六月期間短暫復課，但整體上，幼兒都要面

對長時間留在家中，生活、學習和周遭環境出現重大的改變，如難以與

親友常常交往、受到防疫要求的限制、失去生活的規律，甚至自由和控制

權。這經驗是前所未有，除了產生各種壓力、情緒和感受外，社會出現的

隔離、紛爭、疾病和死亡等狀態和事情也會令兒童的不安、害怕、焦慮等

(Casey，2020)。疫後教育，除了代表回復正常學習外，也意味我們要回

應停課期間幼兒以上的種種經歷、感受和想法，以便讓他們面對、了解、

整理、回應、接受、放下、表達、反思，以及提出個人想法和解決方法

等。這樣，才可以協助他們掌握抗逆和恢復的能力。有見及此，「同·樂·重
·彈」提出運用故事、遊戲、戲劇，以及綜合藝術，為教師應對幼兒重返校

園，提供適時和適切的教學支援，計劃的整體目的是：

1. 讓學校、教師和幼兒在疫後愉快地再開展校園生活；

2. 為學校和教師提供有關疫症(傳染病)知識、技巧和態度的教學支援；

3. 讓幼兒掌握疫症(傳染病)相關知識、技巧和態度；

4. 讓幼兒表達和反思關於疫症(停課期間)的經歷、感受和想法；及

5. 加強幼兒面對生活轉變的各種能力和品德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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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模式和教學內容

「同·樂·重·彈」主要以構築網上教學資源為主，其主要內容為教案，

由「戲有益」中八位戲劇教育導師設計，共有二十多個。每個教案輔以參

考教學片段，重點呈現當中重要的戲劇習式的教學方法，片段也有助提高

瀏覽趣味。而教案的內容涵蓋以下主題：

1. 抗疫我做到：旨在加強幼兒掌握防疫(預防傳染病)、個人衛生和有關

2019冠狀病毒病等的知識、技能和態度；

2. 沒有學上的日子：旨在協助幼兒表達和分享停課期間各種生活的經

驗、感受和種種想法，建立正面態度；

3. 後疫症教育：即探索和反思疫症相關議題，如健康生活、疫情中幫助

我們的人、愛護地球及大自然、靜觀遊戲等，從中作統整教學；

4. 發揮繪本戲劇大能力：選取與個人衛生、情緒表達，以及與探討與疫

症和情緒有關的繪本，如等待、生氣、合作、家人溝通等。

此外，「 同 · 樂 · 重 · 彈」推出時，「 戲有益」仍在進行中，戲劇教育導師也

會把前者的教案及其意念介紹給伙伴學校，以協教模式加強疫後教育的認

識和實踐。

戲劇變像例子分析
 
回到戲劇教育變像討論，以下我會介紹及分析在「同·樂·重·彈」中一

些教案作說明和分析：

例一：《小蟹的抉擇》(陳小茵，2020)

陳小茵（2020）據《小蟹，不用擔心》(Haughton，2019)繪本編寫

過程戲劇。繪本的故事講述大蟹與小蟹一心想離家遠闖，出去見識一下大

海。小蟹滿心期待地出發，縱然路遙而崎嶇，途中要爬過石頭、橫過池

塘，還得攀過滑溜溜的海草……小蟹一直深信自己能夠到達目的地。可

是，當看著巨浪一個接一個迎面撲向來，小蟹始發現自己的渺小和不足，

繼而想找藉口退縮。幸好，得到大蟹的鼓勵和幫助，小蟹拿出勇氣，成功

地到達浩瀚的海洋，體驗一番新景象。小蟹面對未知的旅程，既期待又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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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過程中，經歷種種複雜心情，例如路途的艱巨，充滿刺激和不安；海

浪翻打在牠身上時，既害怕又擔心；到了大海，卻又猶豫起來，竟想退

縮。凡此種種，與幼兒停課期間，面對與疫情相關的一些生活的轉變和挑

戰，也有些相似。而不論對於小蟹和幼兒，均需要勇氣和信心來應對。

這教案中，以集體畫引導幼兒一起想像和建構海洋世界，並描繪當

中各種色彩繽紛，外型特徵各異的海洋生第，如小丑魚、水母、龍蝦、珊

瑚、海草等。教學的焦點是令幼兒代入小蟹，體驗要克服困難去歷險和實

踐願望的理想。為此，當中運用會議的習式，給予幼兒海洋生物的身分，

一起開會商議如何幫助小蟹勇敢地跳入大海中。過程戲劇最後，又安排巡

迴戲劇，旨在引導幼兒想像小蟹願望成真，如何在熱鬧的海底世界，與不

同海洋生物做朋友，一起快樂生活的情狀。藉戲劇學習，幼兒能探索、再

體驗和重新想像當與疫症相似的情感、經驗和想像，如勇敢面對轉變、想

像更好的生活。過程中，他們也應能就停課的鬱悶、抗疫的焦慮等有新的

啟發和正向的思考。

例二：《氣球飄呀飄~》( 陳小茵，2020)

《氣球飄呀飄~》的目的是讓幼兒發揮想像力和加強肢體表達之餘，

並從中體驗如何輕鬆慢活、安靜平和的感覺和表達形式。教案提議教師先

以敘事方式，交代小氣球很想離開所處的小房間，到外看看世界。接著，

設計了旁白默劇的習式，引導幼兒進入小氣球角色扮演它充氣、向著天空

攀升、隨風闖蕩，以及到不同地方冒險等等。教案除提示教師以慢和輕的

方式來帶領外，也建議在活動進行時，播放純音樂，運用扇子或氣泵等物

件加強觸覺和感官的刺激，而旁白的語言則特別強調形象的描述和形容，

如： 

小氣球伸出一隻手指，氦氣從這裹進入，慢慢注入身體到達各部位，

膨脹及伸展開來，從手指到手腕、手臂、肩膀、頭，到 另一邊肩膀、

手臂、手腕、手指；小氣球逐漸站起來，變得越來越高大；小氣球輕

飄飄的，有微風吹來，小氣球有點搖擺不定；風越來越大，小氣球擺

動得越來越厲害；風停止了，小氣球逐漸停下來；氣慢慢從手指漏

出，小氣球一步步縮小，最後躺回地上；靜默一會，音樂漸弱。(陳

小茵，2020，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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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設計既是戲劇，也是遊戲，亦是個靜觀活動，正如Casey(2020)指

出，「在遊戲中表達情緒，有助孩子慢慢接受情緒變化，從而加強自主和

控制」(頁3)。投入其中，幼兒能夠感受和觀察自己的空間，感受和想法，

以及思考如何回應。這應有助協助他們理解在疫情期間，即使活動受限

制，但心靈、想像和好奇卻可無遠弗屆，超越阻隔和限制去探索美麗和有

趣的世界，並好好享受自由和平靜。

例三：《把冰雪融化的我們》(陳美莉，2020)  

Frederick，中文譯名為《田鼠阿佛》(Lionni，1967)講述冬天快來

了，一群田鼠努力地收集食物和其他物資，準備過冬，但有一隻叫阿佛的

田鼠漫不經心，只顧收集陽光、顏色和字。冬天終於來臨了，當田鼠把食

物吃光，而寒冬又沒有盡頭似的。此時，阿佛為又凍又冷的田鼠送上陽

光、顏色和詩歌。繪本本身很能寄寓在逆境和困苦中，藝術能給人們安

慰、感恩和喜悅等力量，也啟發我們思考如何運用藝術來協助教師和幼兒

面對疫症。

陳美莉按《田鼠阿佛》創作名為《把冰雪融化的我們》的過程戲劇教

案。設計上《田鼠阿佛》過程戲劇，在寒冬以外，加入人類世界疫症來襲

的張力，目的是更貼切地隱喻當下的疫情，特別是慌忙地準備抗疫物品、

在家學習等情況，以及當中各種害怕、苦悶、焦躁不安等複雜情緒。首

先，教案設計各種劇場遊戲來讓幼兒體驗收集和運送物資，以及逃避病毒

的情況和感受；也有運用定格和巡迴戲劇的策略來探索田鼠躲在農莊附近

的洞穴中避疫，與外面世界隔絕的處境。 戲劇最後，按繪本原意，引導幼

兒想像當洞穴中物資開始短缺，田鼠們覺得又冷又餓的困境。教案設計教

師入戲，教師以阿佛一角，與幼兒一同唱歌、唸詩和繪畫，為大家送上溫

暖的陽光、色彩和詩歌。繪本和戲劇均能彰顯藝術美化、慰藉、夢幻想像

的作用，把疫情下的各種負面的狀況和心情變美，能感動和滋潤幼兒的心

靈，從而啟發他們對疫症生出正面的思考和新的意義。

例四：《動物口罩大不同》(潘君彥，2020)

此教案取材自香港繪本創作團隊「繪本雞」的手工繪本《動物口罩設

計師》(彭灼楹，2020)，並由潘君彥(2020)設計。世界各地也有動物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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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例子，除了有動物傳給人之外，也有人傳給寵物。從防疫角度看，

全世界的動物和人類也學懂防疫和戴口罩，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本教案分兩天進行，第一天教師先與幼兒重溫防疫生活的兩個必要工

作，就是戴好口罩和注意個人衛生。教案設計了默劇的扮演，想像和模擬

扭開水喉、把口罩拉好覆蓋面部、搓手、口罩橡筋箍著耳後等動作和聲音

等，讓已有的知識，以好玩而又新奇的表達方式來重新想像和體驗；到了

第二天，在分享和討論竉物和動物園動物感染病毒的新聞後，教師引導幼

兒思考動物是否也需要口罩，如何協助他們抗疫等問題，由此而進行「動

物口罩設計師」的活動。設計適用於不同動物的口罩活動。第二天的教案

建議教師先運用定格來讓幼兒模仿不同的動物，特別是如何用身體扮演動

物面部器官的特徵，如以象的鼻子、兔的耳朵等，接著引導幼兒觀察和討

論不同動物需要怎麼樣的口罩，它們和人類用的有何不同。最後採覺視覺

藝術教學活動，幼兒口罩設計師需按照不同動物的面部特徵，為他們度身

訂造一個舒適面又安全的口罩。

載口罩對不少幼兒來說，雖然已成為生活的一環，即使已習慣，卻算

不上是開心的事，對部分幼兒來說，仍然甚為煩厭。教案這把這負面的經

驗轉化一個富有想像、表達，而又有趣的體驗。幼兒賦權為設計師，更能

運用已有的知識，結合觀察、同理和創意等方面的培養。整個教學應轉換

載口罩和與疫情相關的種種壞心情，從中設身處地，更能體會幫助別人，

積極防疫的意義。

從上述個案中，我們看到感恩和包容的美(即《把冰雪融化的我

們》)、自由而平和的美(即《氣球飄呀飄~》)、勇敢和堅毅的美(即《小

蟹的抉擇》)，以及同理和創作的美(即《動物口罩大不同》)。綜合分析，

幼兒或參與者給予一個協助者、主動創作者等角色和任務。當中有很多讓

他們做決定、想像不同可能性，以及創作的機會。而過程戲劇或不同的戲

劇教育模式，亦往往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綜合應用。這些都是上文提及戲

劇轉化的條件。不過，戲劇變像，不能缺少富有文學品質的故事和敘事，

就疫症的相關主題和題材，即涉及在負面的經歷、經驗和心情中，寄托正

面、高遠而深刻的意義。總言之，故事和戲劇相輔相成才能將現實世界變

像，從而光照和啟發他人。



23The Journal of Drama and Theatre Education in Asia 亞洲戲劇教育學刊 

結語

上述就「同·樂·重·彈」中若干教案的分析，我只是聚焦在其促成變像

的可能性，即它們對審美、品德情意的培養，以及心靈境界和精神層面的

提升等方面的作用。事實上，其整體的設計，還結合劇場遊戲、肢體律

動、音樂運用等等。而這些活動，在實際教學時，往往有嘉年華化(Tam，

2010)的效果，令參與者獲得歡樂、狂喜、盡情放縱和渾然忘我等體驗。

以尼采的藝術理論來解釋，也就是酒神戴奧尼修斯(Dionysus)的體現。祂

代表藝術以狂歡方式來承認和面對人生的痛苦和災患，與別人連繫起來，

化解孤獨的困境(Nietzsche，1986/2017)。事實上，不論是美化，還是狂

歡，當我初步總結「同·樂·重·彈」先導研究中關於參與教師的轉化是很明

顯的(Tam，2020)，包括：

1. 重獲久違了的遊戲和戲劇的快樂體驗；

2. 覺識幼兒在疫情停課或復課的需要，據此反思，以至構思相應的教學

實踐；

3. 暫且放下個人和工作的壓力；

4. 得到具體的教學資料，策略和方法來回應疫症有關的教學；以及

5. 從戲劇人物和主題中得到啟發，產生應付逆境的智慧。

據此，我們或可把遊戲、戲劇和綜合藝術的應用，解讀為太陽神和酒神力

量結合的展現。不過，本文的理論框架主要在變像概念。加上，分析數據

並不涉課堂的實踐，這裏只能作簡單的推論。至於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學員

轉化的過程和條件，如「毛管戙」或「尤里卡效應」的出現，需繼續研究。

回到變像的重要性，本文一開首，引用了參與先導研究其中一個教

師的回應。現在仔細再讀，更明白因變像而產生的美（「為阿佛畫上眼睫

毛」）、感動（「毛管戙」）和正向思考（「一起撐下去」）是如何促成

慰籍、啟悟和療癒等方面轉化。這些轉化都是心靈、精神和品德情意的層

面。當眼前的疫症與各種黑暗的處境，未見曙光，我們的確需要美、幻像

和崇高想法，從中獲得力量和盼望。我也期望有更多實踐和研究，發揮和

探討戲劇、遊戲和藝術救贖的作用，令我們更了解如何藉著這些方法來面

對未知面卻又充滿危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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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notion of transfiguration and analyses 
how process drama and arts education can help achieve elevated 
mental and spiritual states through transforming adversity to 
something that inspires beauty and deep meanings.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is transfigurative function of drama education with an 
online pedagogical resources project which supports kindergartens 
with mainly drama education during and after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uthor accordingly points out that drama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emotional, spiritual, ethical 
and mental needs of teachers and young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post-pandemic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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