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 113學年度「小小說書人」選拔賽 

評審書面綜合講評 

※團體組 

一、優點及待改進之處： 

(一)優勝隊伍：故事選材恰當有創意，主題表現明確，角色選才恰如其分，

表情到位情緒自然，語音清晰，儀態大方。 

(二)尚待努力團體組別：故事老舊無創意，主題模糊，詮釋角色情緒過於誇

張，音調忽大忽小，咬字不夠清晰。 

二、說故事表演者理想表現如下： 

(一)咬字清楚、聲音清亮。 

(二)搭配故事情節或角色，加入一些「音效」或「歌曲」等創意表現。 

(三)速度適切，不要太快，太快容易讓人聽不清楚；也不要太慢，太慢會使

故事氛圍低沉較悶。 

(四)表情自然，且能配合故事情節。例如：生氣時，動作跺腳，表情也要皺

眉嘟嘴，才能有整體的表現。 

(五)動作大方、肢體不要太僵硬、呆板。 

(六)目光與臉部注意向前朝向觀眾，切記不要互相對望，避免讓觀眾從頭到

尾看到「側臉」，或是只看到「背面」(不小心背對觀眾)。 

(七)角色間要有互動，甚至以各自不同的角色動作、表演特質來互相補位，

支撐彼此的表演，讓表現更突出。 

三、說故事表演者要注意的小缺失如下： 

(一)咬字不清楚(例如：尾韻「ㄤ」「ㄢ」不清)。 

(二)聲音太小聲、力氣微弱。 

(三)速度太快、稀哩呼嚕，聽者不容易聽清楚故事與台詞，甚至故事轉折快

到無法營造故事高潮。 

(四)情緒與表情無法搭配故事情節，例如角色說到在生氣，動作跺腳，但表

情沒有「生氣」的樣子。 

(五)表情僵硬、不自然，容易給人「面無表情」的感覺，即使聲大而響亮，

還是給人違和感。 



(六)動作不自然，常常站得僵直，身體透漏緊張感。 

(七)角色彼此相望，「側面」面對觀眾，甚至「背面」面對觀眾。 

四、以評分標準來說： 

(一)故事內容（35％） 

1、多數組別的故事內容具備明確的主題和有趣的情節，在故事內容的鋪

陳與安排上也有層次、變化與轉折等，增添故事的張力與趣味性，能

夠吸引觀眾，引發好奇，而且有些故事還包含生活中的小啟示或寓意，

很有創意，感謝指導老師的用心。 

2、多數組別的故事內容改編為對話的劇本，讓角色之間的互動顯得更真

實，也讓觀眾感受到不同角色的情感變化。如此，也可以鼓勵孩子們

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多加描述故事角色的情感，讓故事變得更加生動。 

(二)表現方式（35％） 

1、大部分小小說書人在表演時展現了自信的一面，並且運用了肢體語言

和臉部表情來增強故事的表現力，讓整個故事更加立體、活潑有趣。

如果能再多一點情感的投入，如：在某些情感強烈的片段，適當的放

慢語速，加強語氣的表現與臉部的表情，讓整個故事更具張力，這樣

可以讓聽眾更能夠體會到故事中的情感，引發共鳴。 

2、鼓勵孩子們多練習情感的表達，以提高自信心，並在比賽時能以自然

的肢體動作、臉部表情展現故事的的表達力。 

3、提醒小朋友上台時留意舞台的中心點，避免偏台的情形發生。 

(三)語音（20％） 

1、大多數小朋友能依據表演場地而有適當的音量。發音的標準與清晰度

也不錯，也能緊扣故事劇情的變化而有語調的高低、語速的快慢，讓

故事聽起來更有吸引力。 

2、清晰的語音對於故事的陳述十分重要。如果孩子的語速過快，會讓觀

眾聽不清楚故事內容。建議平時練習時，可以錄影或錄音，指導小朋

友一起檢視有哪些地方可以調整、改善，以提升整體表達效果。 

(四)儀態（10％） 

1、儀態包括站姿、手勢和眼神交流等，這些都對說故事的效果有顯著影

響。從容、大方的儀態讓小小說書人看起來更有自信，與觀眾保持眼



神接觸可以增加互動感，有時可能因緊張而略顯得有些僵硬，眼神交

流稍嫌不足，可能影響了與觀眾的連結。 

2、鼓勵孩子們平日多練習面對家人或朋友進行故事分享，增強他們儀態

的自然表現以及與觀眾的眼神互動。與觀眾的目光接觸能增進故事的

互動感，也可以提升孩子們的自信心，以便在比賽時能夠展現更好的

儀態和眼神交流。 

五、透過肢體動作、語氣聲調和眼神眉目來傳達故事角色的樣貌才是「說書人」

的重點，外在附加的道具勿過於繁雜！團隊的默契需透過一次次的演練來

加強，讓各個角色的對話、動作與位置移動能更流暢的呈現。部分角色的

語速過快、音量不足，影響故事情節呈現的清晰度，練習時應多加留意！ 

 

※個人組 

一、故事的選材要特別，盡量不要選太通俗的題材，且最好有張力，新奇討巧。 

二、說故事仍以說為主，咬字要清晰，口條要流暢，才能聽得清楚。節奏不能

太一致，快慢要有變化才能吸引人。 

三、表演時不要太誇大或太匠氣，也不要在舞台上跑跳。眼神和表情需到位，

手勢為輔不必刻意誇大。 

四、服裝道具不計分，但要得宜有效為主，簡潔大方即可，重點是能使選手在

台上更具信心，表演更有氛圍。 

五、既是「說書」，要把故事演繹得自然、精彩，故事內容要改編得適合表達，

也應該是孩子很喜愛的故事。因喜愛而分享，自然就可以說、演得精采。 

六、如何將故事內容改編成孩子易懂、理解、有趣的內容，讓孩子演得順暢、

說得生動，在在考驗著指導老師的功力。在與孩子的互動中理解孩子覺得

有趣的故事來表演，孩子就能享受在舞台上「說書」的樂趣。 

七、表現的方式要讓孩子敢演，別為了遷就道具而出現冷場。在練習時要聽孩

子的心聲，他能在場上合理、順暢、生動、自然的說演，不尷尬，不覺得

誇張，把故事說清楚最重要。 

八、每位上臺表演的孩子都好可愛也很勇敢。孩子願意上臺表演都值得鼓勵，

期待這些愛閱讀、會表演的小小說書人心中都撒下愛看書、會表達、喜歡

分享的種子。 



九、參賽者選材內容豐富，表演方式多元且具創意，整體表現令人讚賞。 

十、比賽不強調使用道具，但若要使用需以不影響表演為原則，部分參賽者在

使用道具時不順暢，影響表現。 

十一、「說書」需讓聽眾聽懂在說什麼，所以咬字要清楚、語速不宜過快，也

不宜為了表演而未顧及語言表現。另音量也不宜過小，要讓聽眾能清楚聽

到說書的內容。 

十二、要充分表達故事內容，除了音量適中、咬字清晰，表情的展現也相當關

鍵，若表情能隨故事內容轉換，會讓聽眾更能融入故事內容。 

十三、33位選手多數表現都非常優秀，口條清晰，唱作俱佳。小小年紀不僅肢

體語言豐富，聲情多元且充滿想像力，多數故事內容都能跳脫窠臼，在傳

統架構裡融入現代生活相關的元素非常難得。 

十四、若要提到小瑕疵，大致上多數是自信不足的參賽者：說書時音量過低，

語速太快，未能留意須配合故事內容情節做出必需的模擬音色使說書情境

更能引人入勝，讓聽(觀)眾都能順著故事情節渴望知道，期待然後呢？再

來呢？小小說書人最重要的出色表現應該是：表情和語調要能融入故事內

容的情境，該要誇張或驚嘆的內容也要用吸引觀眾目光的表現手法展現出

來，其實是無須租用服裝的，很多小朋友穿著普通服裝也一樣能以自己優

異的聲情、語調、肢體語言帶領聽眾觀眾進入故事情境，不適當的道具有

時反而阻斷了說書的流暢，打斷了小小說書人的故事內容的連貫性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