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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程簡介 
 

一、 沿革與願景 

東海大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創設於民國106年8月，為本校最

年輕的系所之一，由時任東海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長羅時瑋教授統籌，結合

來自本校音樂系、中文系與外文系相關專業師資，向教育部申請並獲得同意，

隨即展開運作。本學程前身為2013年本校創藝學院與通識中心聯手辦理「數位

互動音樂劇」整合型課群，由校內跨院系專任教師共同執行，累積表演藝術入

門的創意能量，進而以此學程成為本校第一個當代劇場、跨領域表演及相關創

作為主的單位，也是中台灣長久以來高等教育系統所匱缺的專業劇場與表演藝

術養成學程。 

         隨著新聘專業專任教師加入團隊，學程進一步打造東海對於「表演藝術與

創作」的想像與期待，在發展方向的當代性、在地化與未來前瞻等各個層面重

新思考定位，逐步打開全新美學格局，標舉跨領域表演、當代/前衛美學以及戲

劇文學/劇本創作與當代文本研究等面向，藉以豐富學程自身內涵，使之成為東

海大學創藝學院生力軍，未來，我們會繼續闢拓視野、廣納藝能，期許學程可

以成為更加完備的中部地區表演藝術高教基地。 

         本學程教學宗旨，乃是以培育具有表演素養、導演、編劇、作曲等舞台實

務專才為主。其近、中期目標，落實區域性與社區層級在地文化能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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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長期目標則以台中都會新視野培養具有國際人文視野的表演藝術家與教育家。 

 

二、 發展特色 

         東海大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座落於全台最具人文藝術氣息的優

美校園內，師生於此環境中創作、演出、對話、論述，又有完整的人文藝術科

系資源垂手可得，對彼此知性生活與心靈層次的提升必然大有助益，這樣以人

文藝術為底蘊、完全大學為後盾的條件，也是我們不惶多讓於各地多數表演藝

術相關系所的基礎。 

 

三、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依據本校校務及系所評鑑推動辦公室訂定之程序，本學程於109年5月20

召開學程會議，啟動110年度系所評鑑，通過「內部自我評鑑」籌備工作，通

過「工作小組名單」、「自我評鑑委員推薦名單」、「特色指標訂定表」及「評鑑

效標修改表」。109年7月初進行「校務資料庫基本資料數據總表」確認，7月中

進行自我評鑑報告及附件撰寫，109年9月底提學程會議審查通過後，10月送院

務會議進行審查，109年11月23日至27日期間，辦理內部自我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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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開課情形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側重當代跨領域表演藝術(包含現代戲劇與

音樂劇)之專業實務；課程內涵依創作的基本架構分為表演組，以及包含劇本創

作、導演、音樂劇作曲為主的創作組，兼及戲劇理論研究的理論組。其各自包

含的重點內容如下： 

 

一、表演組：包含戲劇表演、音樂劇或戲曲表演、跨界音樂演唱或演奏、肢體

劇場或現代舞之技能。 

二、創作組：戲劇或音樂劇導演、劇本創作、音樂劇或劇場音樂創作。 

三、理論組：以當代劇場美學探討為主的論文建構。 

 

五、 系主任的話 

自2017年八月創設以來，東海表藝學程於今年邁入第五年，從充滿嘗試與調整

的第一階段，即將進入年輕而穩定的第二階段，值此之際，我們的存在仍然秉

持將有限資源、創造轉化教育與創新最大能量的原則，並以此為傲。 

 

歷經前兩年的大疫情時代，2022年從逐漸回穩的狀態開始，然而在朝向解封的

陣痛過程中，表演藝術自夏天以來，反而因確診即隔離的政策下，飽受另一波

考驗，儘管各地表演場館順應正常化趨勢運作著，但因疫情陷入自主取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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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眾多團隊進入另一種困境。即使仍在校園保護傘下的我們，仍緊密貼近了這

樣的危機，原定六月在台中歌劇院小劇場推出的學程年度公演，因校園軟性的

減少群聚原則，讓排練工作以及推廣計畫都受到嚴重影響，為顧全同學健康並

避開入場低潮，我們不得不將演出往後延期至2023年二月，並且期在更充分的

準備之後，得以接續之前2021年第二個公演製作的迴響與口碑。 

 

同時2022年二月，在空缺一學期之後，學程順利聘任了第二位專任教師—助理

教授劉亮延，亮延老師畢業於東華大學外文系、並擁有國立交通大學文創產業

相關系所的碩士及博士學位，學術底蘊相當厚實，而同時在表演藝術產業圈內，

他更是具有極其充沛能量、極受矚目的跨域與前衛美學創作者，在到任後的第

一學期，他更提出了相當具有開創性視野的招生計畫，跳脫傳統科班框架，以

在地戲曲人才為新的募集對象，這也為東海表藝架構出極為獨特的新定位。 

 

進入秋季，伴隨階段性解封前夕的平穩，九月開始的111學年，我們進入另一

個即將熟成的階段，除了原本的東海各系所培養的優秀同學就讀外，國內中生

代極受重視的兩位歌仔戲表演專才: 陳禹安以及李靜芳先後入學與參加十一月的

推甄，下個年度的招生更將全面拉寬幅度，吸收更多已經進入業界的各類表演

專才，讓我們的學程真正做到結合東海既有人文底蘊、與最精實創作專業互相

激盪的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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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2022年，我們確切無愧於前一年度招生標舉的形象定位--本能覺醒、初衷

與決心，在期待世界重歸平靜的這個季節，儘管新的挑戰仍然等待我們的迎擊，

但作為中台灣表演藝術教育基地的目標與重責，將持續激發我們的熱情與前行。 

 

黎煥雄  

東海大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學程主任 

2022 年 12 月 

 

貳、 員額及設備 
項目一： 師資(含專任教師、專案教師、研究員等，介紹客

座教師、講座教授) 

 

本學程專任教師聘任依據課程規劃之需求與教學目標，並參考課程委員會

意見，循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程序加以審議後徵聘，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

術專長符合實際教育目標之需求，同時也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並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根據規定，專任教師在校服務每滿四年，應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

及「教師評鑑施行細則」接受評鑑。 任一次評鑑結果未達標準者，由學院協調

系（所）給予輔導，一年後再予評鑑；三年內未通過再評鑑者，視為不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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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申請退休，或經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辦理不續聘或解聘程序。 兼任教師

授課時數以六小時為上限，但因教學需要或臨時代課必須超鐘點者，得簽請教

務長核准後超授之，惟最高仍不得超過九小時。 

本學程配置有專任教師兩名，支援教師及兼任教師數名，見表一。 

表一：師資一覽表 

 教師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專任 黎煥雄副教授兼

所長 

淡江大學中國語

言文學系 

文學戲劇、舞台

劇、劇場美學 

劉亮延助理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社會與文化研

究所文學博士 

視覺文化研究、

戰後東亞劇場研

究、跨文化戲劇

(曲) 、創作實

踐、劇本寫作、

詩歌寫作、劇場

導演 

他系

支援

專任

教師 

周芬伶教授 東海大學文學碩

士 

現代散文、現代

小說、創作實務

與出版、文學批

評與美學 

蔡奇璋副教授 倫敦大學金匠藝

術學院戲劇博士 

創造性應用戲

劇、戲劇理論、

莎士比亞 

高禎臨副教授 東海大學文學博

士 

古典戲曲、當代

戲曲、戲曲批評

理論 

陳思照教授	 義大利米蘭音樂

學院聲樂演唱博

士級文憑 

歌劇表演 

兼任 王安琪助理教授 台灣藝術大學戲 台灣劇場最受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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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劇系碩士 迎的人氣知名演

員，近期代表作 

《愛在年老色衰

時》、《服妖之

鑑》、《寶島一

村》 

曾慧誠助理教授 紐約大學(NYU)音

樂劇表演碩士 

音樂劇製作理論

與實務 耀演創辦

人，紐約音樂劇

專業，台灣本土

音樂劇專業戶，

《釧兒》、《 麗晶

卡拉 OK 的最後

一夜》。 

 

本學程依系所定位及課程需求徵聘教師，專、兼任教師之專長符合實際教育目

標之需求，並與所教授課程關聯度高。並於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聘任一位新任

專任教師-劉亮延教師。 

 

項目二： 學生學習活動 

 

（一） 學生學習內容 

 

本學程築基於東海大學豐厚的人文藝術底蘊之上，吸納原本創藝學院與文

學院之專任師資，協力單位包括音樂系、美術系、中文系，以及外文系等系所。



10 
 

另外，106學年度正式成立時，聘任專任專技副教授一名，主要授課內容為導

演美學、表演專題（製作）等；109學年度則依照教育部規定，再聘專任助理

教授一名，主要授課內容為文本編創與分析。兩位學程專任教師皆為理論、實

務兼具的專業人士，對於表演藝術與創作相關課程之傳授得心應手。再者，若

有校內專任教師無法負擔之課程，學程亦會向外徵聘業界合格之兼任教師，以

補強整體師資與課程結構。 

基於上述結構，本學程於師資與課程特色上之定位為：前衛美學、跨域表

演，以及劇本編創，期盼能以導演與文本兩大支柱，對外串接人力資源，形塑

跨領域之連結。 

 

（二） 學生畢業成果展演或其他展演活動 

 

本學程所招收之碩士級學生，其大學部學歷大多非為表演藝術類，因此教

師於教授部份專業科目時，經常面臨學生缺乏相關先備知識之困境。此外，因

學程內建之專任教師只有兩名，其餘授課教師皆須向東海大學校內其他院系借

將，並聘請兼任教師補足校內專任教師無法勝任之知識與技能，因此往往需要

未雨綢繆，視學生需要事先規劃聘任事宜。 

又因本國籍學生願意就讀碩班學程之整體人數陡降、外國籍學生增加，其

文化思維模式與本國籍學生不免有所差異，加上本國及學生各自於大學時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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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專業訓練不同，因此教師授課之內容與進度亦面臨挑戰，尤其於輔導畢製

報告撰寫方面，更具困難度。  

 

（三） 學生 Open Studio 

 

鼓勵學生學以致用，演出實驗性作品，於 MD1612排練室演出，開放觀眾

入席觀賞，將表演藝術融入校園生活(見表二)。 

 

表二：Open Studio 一覽表 

日期 劇碼 地點 

111.03.30 寶可夢的夢 MD1612排練室 

111.05.23 影視經典場景 MD1612排練室 

111.06.05 戰，不戰 MD1612排練室 

111.10.05 一年級週三小劇場 MD1612排練室 

111.10.12 認識表演藝術 MD1612排練室 

111.11.09 催產素-OXYTOCIN MD1612排練室 

111.12.21 大海指南 MD1612排練室 

111.12.21 努趯策掠啄磔 MD1612排練室 

111.12.21 寶玉 MD1612排練室 

111.12.21 放送事故 MD1612排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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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Open Studio 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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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界連結工作坊 

 

邀請業界專業講師開設各類工作坊，提供學生多元學習機會，歷年開設課

程見表三。 

表三：工作坊一覽表 

日期 藝術家/團隊  經歷 性質 

111.07.25 王瑋廉 編、導、演 工作坊 

111.07.26 王瑋廉 編、導、演 工作坊 

111.11.16 何應豐 藝術、教育及文化工

作者 

工作坊 

111.11.23 何應豐 藝術、教育及文化工

作者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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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工作坊海報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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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 專題報導 
 

（一） 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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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 職涯發展 
 

（一） 職涯輔導 

 

原有院內設計藝術教學皆在自家圈內專精發展，然而未來社會需要整合型-

創新型人才，應更強調跨領域整合教學，各系應該創新轉型，新增特色與跨域

課程提供學生以科技與藝術跨界的思考，建立學員人文關懷的素養，能應用跨

界之概念面對日後多元的生活環境。 

在生產製作上，也能結合科技與藝術融入同領域來進行創新的發想，建立

跨界的創新性、變通性、應變性、以及解決問題之能力。 

「表演藝術及創作碩士學位學程」，舞台藝術及其運用新媒體科技之需要，

正可以在本院組起以表演為主的新型態教學精裝師團，促成既有設計藝術科系

的創新轉型。 

每學期固定舉辦工作坊、課程與講座，讓學生們對戲劇、表演或者是劇場

藝術工作等的不同面向、就業現場有更多的了解，並透過業界劇團與臺中國家

歌劇院等國家級場館交流及互動，讓學生學以致用，得以拓展自我眼界，與業

界產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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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畢業生流向 

 

因應現今高等教育之激烈競爭，以及國內報考碩士班學生持續減少之挑戰，

本學程秉持系所特色、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未來發展，敦請全體專兼任教師

齊心投入所務發展之推動，以延續東海大學在作育英才上的優良傳統，並且致

力與外界接軌，拓展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協助他們創造未來職涯發展的機會。

此外，本學程也鼓勵教師針對系所特色，持續自我成長，發展多元教學和創新

課程，俾利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為臺灣表演藝術界打造兼具國際觀與創作力

的新生代工作者。本學程創辦迄今，已畢業的學生們目前較多於各劇團內參與

演出，或自己創立劇團或樂團，致力於戲劇圈、藝術行政等相關領域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