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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來說故事 e 化藝術人文起飛 

⼀、 設計理念 

(⼀) 單元的設計緣起、背景、意涵與重要性： 

這個單元的設計緣起是希望透過藝術與人文的結合，促進學童對故事和創作的興趣。背

景是基於對美學、創造力和人文素養的重要性的認識。透過藝術表演、視覺藝術、聽覺

藝術等多元的方式，引導學童探索生活環境中的美，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和人文素養。這

個單元的重要性在於培養學童的藝術創造思維和能力，使他們成為具備「藝術型+科學

型」能力的人才。 

(二) 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起始行為或先備知識）： 

學生在這個單元中需要具備基本的閱讀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以理解和分享故事內容。

他們也需要對藝術和創作保持開放的態度，並願意嘗試表演、視覺藝術和聆聽環境聲音

等活動。學生的起始行為可以是對故事和藝術的興趣，或是對表達自己創作的渴望。 

(三) 核心素養的展現： 

知識：學生通過藝術表演、視覺藝術等活動，瞭解藝術美的發現和感動，並學習不同藝

術形式的原理和技巧。 

情意：學生透過表演、觀賞和分享，培養對藝術和人文的情感連結，並體驗人生百態和

不同文化的特色。 

能力：學生在群體合作和表演活動中，培養團隊合作能力、自我省思和溝通表達能力。

他們也透過藝術創作和設計，培養解決問題和創造力的能力。 

實踐力行：學生在實際的學習活動中，將學到的知識、情感和能力應用於創作和分享，

並積極參與檢討和反思。 

(四) 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統整與銜接： 

學習重點的統整是將藝術表演、視覺藝術、聽覺藝術等不同形式結合起來，通過故事表

達、創作和分享來探索美的世界。學生將學習故事結構和表達技巧，同時也學習如何運

用視覺藝術和聽覺藝術來豐富故事的呈現。重點內容包括藝術美的發現與感動、創作思

維和技巧、人文情感連結等。 

(五) 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的規劃： 

這個單元將藝術、人文和科技等多個議題融入其中。學生在學習故事和創作的同時，也

涉及到人文思考、文化特色的尊重和理解，以及科技在藝術創作中的應用。這樣的跨科/

領域統整有助於學生獲得全面的學習體驗。 

(六) 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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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教學策略包括： 

啟發式教學：通過引導學生的好奇心和主動性，激發他們對故事和創作的興趣。 

合作學習：讓學生在小組中合作進行表演、創作和討論，促進他們的互動和交流。 

實踐導向：鼓勵學生在實際的表演和創作中學習和應用知識和技能。 

評量可以採用多元的方式，包括： 

學習成果展示：學生進行表演、創作和分享，展示他們所學到的知識和能力。 

反思和評價：學生參與檢討和反思，並透過文字或圖畫表達他們的思考和評價。 

小組評量：通過觀察學生在小組合作中的表現，評價他們的團隊合作和溝通能力。單元

的設計緣起、背景、意涵與重要性： 

設計緣起：透過傳統國劇臉譜的創作和彩繪，讓學生了解國劇臉譜的淵源、特色，以及  

各種顏色所代表的意涵，同時培養學生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背景：在傳統藝術教育中，國劇臉譜的創作相對較少，學生對於傳統戲曲知識相對生

疏。因此，設計這個單元旨在將傳統文化元素融入藝術教育，讓學生更深入地了解和體

驗中國傳統文化。 

意涵與重要性：透過學習國劇臉譜的彩繪，學生可以培養自我認識和表達能力，並且通

過觀察、討論和合作，增進對他人的理解和尊重。同時，學生還能夠體認到傳統文化的

重要性，培養對中國傳統藝術的欣賞和保護意識。 

(二) 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起始行為或先備知識）： 

學生學習特質：好奇心強、喜歡創作、具有想像力、喜歡合作和表演、對傳統文化感興

趣。 

學⽣需求：了解傳統國劇臉譜的基本知識、具備⼀定的繪畫技巧、具備觀察和表達能

力、具備合作和團隊合作能力。 

(三) 核心素養的展現： 

知識：學生通過學習國劇臉譜的淵源和特色，獲得對傳統文化的知識，並了解不同顏色

在文化中的象徵意義。 

情意：學生通過欣賞和討論傳統國劇臉譜的創作，培養對傳統文化的情感連結，體驗中

國傳統藝術的美和價值。 

能力：學生通過實際參與國劇臉譜的彩繪創作，培養繪畫技巧、觀察力、表達能力和團

隊合作能力。 

學習情境與脈絡：設計以國劇臉譜為主題的課程，提供學生觀察、討論、創作和表演的

場域，讓他們在實際操作中學習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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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與方法：以問題導向和探究式學習為主，結合藝術創作和欣賞討論，引導學生

主動參與，並循序漸進地提供知識和技巧的指導。 

實踐力行的表現：學生通過實際參與國劇臉譜的彩繪創作和表演，展現自己的想像力、

創造力和合作能力，並將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應用到實際情境中。 

(四) 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統整與銜接： 

學習重點： 

了解國劇臉譜的淵源、特色和意義。 

掌握國劇臉譜的彩繪技巧和基本表達方式。 

培養觀察力和表達能力，通過繪畫展現自我和理解他人。 

發展合作和團隊合作能力，通過集體創作和表演展示成果。 

內容統整與銜接： 

傳統國劇臉譜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介紹。 

不同顏色在國劇臉譜中的象徵意義。 

彩繪國劇臉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學生自主創作和表演彩繪的臉譜作品。 

(五) 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的規劃： 

議題融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保護的議題，讓學生了解和尊重傳統文化的重要

性。 

跨科/領域統整：可以與藝術、歷史和社會科學等學科進行跨領域統整，將藝術創作與文

化背景、歷史發展等相關知識相結合。 

(六) 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教學策略： 

問題導向學習：提出引人思考的問題，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和探究。 

合作學習：組織學生進行小組討論、合作創作和互相欣賞。 

實踐導向：提供實際操作和表演的機會，讓學⽣在實踐中學習和成⻑。 

評量方法： 

彩繪作品評價：評估學生的彩繪技巧、表現能力和創造力。 

表演評價：評估學生的表演能力、團隊合作和表達效果。 

口頭評估：透過學生的觀察、討論和回答問題，評估他們對國劇臉譜知識的掌握和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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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設計者  

實施年級 四年級 總節數 共   7 節， 280 分鐘 

單元名稱 偶來說故事 e 化藝術人文起飛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1-Ⅱ-3 能試探媒材特性與

技法，進 行創作。 

● 1-Ⅱ-6 能使用視覺元素與

想像力， 豐富創作主題。 

● 1- Ⅱ -7 能 創 作 簡 短 的 表

演。 

● 2-Ⅱ-7 能描述自己和他人

作品的特徵 

● 3-Ⅱ-1 能樂於參與各類藝

術活動， 探索自己的藝術

興趣與能力，並展現欣賞

禮儀。 

核心 

素養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 探索生

活美感。 

B 溝通互動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E-B2 識讀科技資訊與媒體的

特質及其與藝術的關係。 

學習內容 

● 視 E-Ⅱ-2 媒材、技法及

工具知能。 

● 表 E-Ⅱ-3 聲音、動作與

各種媒材的組合。 

● 表 A-Ⅱ-1 聲音、動作與

劇情的基本元素。 

● 表 P-Ⅱ-1 展演分工與呈

現、劇場禮儀。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 無 

實質內涵 ● 無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 自然科技 

教材來源 ● 自編 

學習目標 

1.  能學習布偶劇裡的聲音、動作的角色扮演，創作簡短的表演。 

2.  能運用多媒材技法，融入電腦科技能力完成簡報設計。 

3.  能選擇並使用適當的媒材，製作環保又有創意的舞台與布景 

4.  學會欣賞演出時應遵守的劇場禮儀並盡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5.  能和同儕取得默契，學會分工合作，完成學習任務。 

6.  藉由欣賞別人的作品繪本剪報，培養分享與關懷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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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 

評量 
備註 

教學活動⼀ : 我是說故事專家（40 分）  

⼀、引起動機                          

提問⼀：有沒有⼩朋友願意上台說故事給⼤家聽？ 

☆教學重點提示：你最熟悉的故事或是自己編的故事都可以 

提問二：有沒有小朋友聽過這個故事「放羊的孩子」？ 

教學重點提示：教師可以用鼓勵的眼神注視舉手的學生或者是舉

到⼀半（似乎想上台⼜沒有勇氣的孩⼦ ） 

老師播放「故事繪本－放羊的孩子」電腦簡報，且配合聲音變化

和肢體語言生動有趣的說故事 

教學重點提示：教師利用聲光動畫可以引發學習的興趣和強力的

吸力 

二、發展活動： 

學生先分組、在行討論後，說說看你們對下列問題的看法： 

提問⼀：剛剛出場時，牧童和羊咩咩的⼼情如何？從哪⼀種表現

讓你知道他們心情愉快？ 

提問⼆：牧羊童三番兩次⼤叫狼來了，為什麼最後⼀次村⺠不再

理會他？ 

提問三：牧羊童的羊被大野狼吃光光？他當時的想法會如何？ 

提問四：牧羊童回家會被處罰嗎？如果你是他的爸爸會如何處理

這件事？如果你是牧羊童你會怎麼向爸爸訴說這件事？ 

教學重點提⽰：想⼀想剛剛同學們⼀起討論的內容？⼤膽⼝述⾃

己的想法和做法，答案沒有對錯 。要大聲的朗讀，老師要把你們

每個人的聲音錄下來喔！              

三、綜合活動：小小演說家                             

1.故事怎麼說？當老師或同學請你上台說故事時，你會怎麼做

呢？ 

2.妳要上台說故事，你決定何種方式上臺？ 

（1）低頭走上台   （2）仰頭走上台    （3）大方自然走上台 

       

 

 

 

 

 

 

 

 

課堂

問答 

 

 

 

 

 

 

 

 

 

 

課堂

問答 

 

 

 

 

 

 

 

 

 

 

 

 

 

教師課前準備 

1.準備引導的相關物

件,收集並彙整與教

材 相 關 的 圖 片 與 資

料。 

2. 製作多媒體教材 

3. 依據教學設計內容

設計學習單 

4. 擬定評量方式與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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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提示：說故事的題材非常多，偉人的故事、生活上溫

馨感人小故事，小朋友只要學會說故事，任何平凡細微的小事

件，都可以讓聽故事的人感動或拍手叫好。 

3.分組練習演練說故事的技巧： 小朋友說故事的時候，用什麼樣

的聲音，才能使全班同學都聽的呢清楚呢？ 

☆教學重點提示：（1）像蜜蜂的叫聲（2）像雷電吼叫的聲音

（3）像黃鶯鳥唱歌的聲音 

4.小朋友你在聽故事的時候是用哪種態度來聽故事呢？ 

☆教學重點提示：1.安靜又專心的樣子  2 . 趴著露出很不屑的神情    

3. 東張⻄望製造噪⾳       

★分組練習：劇情學習單－－放羊的孩子    

評量活動：                                                                                             

2..上台說故事擂台賽──個人賽（故事內容可自編也可以說伊索寓

言－放羊的孩子） 

 

 

 

 

 

課堂

問答 

 

 

 

 

學習

單 

 

 

 

 

評量項目：故

事內容、佔百

分之五十。聲

調：咬文嚼

字、抑揚頓

挫、佔百分之

三十姿態。肢

體動覺、佔百

分之二十。  評

量方法：a.全

班互評 b.同分

者再請教師評

審 

教學活動二 : 裁縫高手就是我（40 分）  

⼀、引起動機                          

1.基本工具介紹：保麗龍膠、中性彩色原子筆、口紅、鉻種顏色

的針線、舊衣服、剪刀、等等。這些都是家庭裡時常使用的工

具，可在⼀班書局或文具店購買，可⾃⾏使⽤，危險性較低。 

2.輔助工具介紹：打洞機、熱熔槍、錐子、 美工刀、鋸齒剪刀、

這些⼯具使⽤時危險性⾼，需要教師或者是家⻑陪同協助下完

成。不同工具有不同用法，教師必須在引導活動中，時時提醒學

生使用正確的方法和小心注意安全。 

3.教師播放簡報（工具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項）並且以問答法提問

有關簡報內容教學重點提⽰：教師與學童間互動過程，經由⼀問

⼀答增強了學童對使⽤⼯具的認知，也了解注意使⽤輔助⼯具安

全的重要。 

手套偶 DIY                                                           

教師利⽤事先製作完成的－村⺠.牧羊童和小綿羊野狼（等手套

偶）展示給學童欣賞. 

 

 

 

 

 

 

 

 

 

 

 

 

 

 

 

 

 

 

 

 

 

 

 

 

 

 

 

 

 

★重點提示： 

1 無論同學表演

的如何都要給予

讚美並肯定同學

的創意。 

2 肢體扮演等於

是立體動態的細

胞造型呈現，對

於同學的創作時

有實質的助益，

表演期間同學們

笑聲不斷非常喜

歡此扮演體驗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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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提示：教師利用孩子的好奇心將學童引導進入布偶的

人物創作，藉此激發想像力。 

 

二、發展活動：                              

猜ㄧ猜，牧童的頭部是用什麼布料縫製成的？綿羊的身體和毛用

什麼縫製成的？野狼的身體用什麼布縫製成的？  

教師演示縫製的過程（頭 衣服 ⻑褲） 

 

三、綜合活動：我是服裝設計師   

1.學童分組製作：小牧童手套偶 

 教學重點提示：小朋友平常家中有太小的衣物或遺失剩下單隻手

套或襪子，就可以拿來重新設計讓它變成栩栩如生的創意偶。 既

環保又可以說故事和辦家家酒。 

2.學習評量：作品展⽰（個⼈──⼩牧童和⼩綿羊、野狼、村⺠） 

3.作品欣賞：教師評量學生實務操作和記錄學習態度                                                                                                                             

 

 

                教學活動三：炫麗的小舞台 (3 節*40 分) 

⼀、引起動機   感受大自然的美 

教師準備：1.各種樹的圖片，各種花的圖片、岩石、動物……. 

                    2.基本工具介紹；輔助工具介紹的圖片和簡報。五個 

                    空紙箱大中小不限定。最好是屬於裝電腦液晶的紙 

                   盒，電視機形的紙盒較合適。 

學⽣準備，⾊紙⼀包、壁報紙⼀張（全開）膠⽔⼀甁、安全剪 

                   ⼑、鉛筆⼀枝雙⾯膠⼤⼩各⼀捲，其他⼩朋友可以斟 

                   酌自己創作媒材需求，自行準備。 

1.⼩朋友想⼀下下，『放羊的孩⼦』這個故事所發⽣的地點在哪

裡呀？ 

2.哪位小朋友願意回答這個問題？都市？鄉村？山上？ 

3.哪位小朋友願意回答這個問題？都市的風景有哪些特色？鄉村

的風景有哪些特色？山上的風景有哪些特色？ 

4.老師展示各種自然物體或線性的圖片，提醒學生注意不同物體

的差異性及特質並發表出來 

☆教學重點提示： 

教師教學前必須讓學童分組完成，再⼀問⼀答互動學習活動中教

 

 

 

 

課堂

問答 

 

 

 

 

 

 

 

實作

評量 

 

 

 

 

 

 

 

 

 

 

 

 

 

課堂

問答 

 

 

 

 

 

★重點提示： 

 教師指導學童縫

製衣物過程中，

繼續和學生討論

創作和使用針線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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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需要預留時間讓學生思考和討論，從小組間的討論和分析分享

合作學習的可貴。 

1.引導學生認識與了解台灣的舞台劇場：搜尋網站  

 （http://arts.edu.tw/performance/introduce/know-06.htm） 

 2. 引導學生認識與了解台灣的有名氣的大稻埕偶戲館：搜尋網站  

           （http://www.taiyuan.org.tw/sp-APC-a.htm） 

 3. 引導學生開始進入舞台布景的設計（1）規劃表演舞台的窗口

（2.）設計舞台的周邊景物（3）明白使用舞台的走位和捕捉舞台

的空間區位 

     4. 引導學生能正確使用基本工具和注意使用輔助工具的安全         

 5.引導學生運用水彩和配色的基本原理，表達不同的創作，尋找 

自然界不同的素材創造形形色色的新世界。 

 

二發展活動 

1.小朋友你有沒有跳過舞？或是看過舞台劇？  

2.那些舞者或是演員都用什麼方法表現樹、花、小鳥、昆蟲、….. 

3.請小朋友以分組的形式上台表演樹花、小鳥、昆蟲、…. 

4.經由分組的討論與實作，確定不同物體的身體塑造，並肯定的

呈現出來。     

★分組合作創作『美麗的人生舞台』造景的學習活動  

教學重點提示：本活動是銜接布偶創作相關的視覺藝術延伸活

動，涵蓋點線色彩等平面或立體繪畫或勞作等多元創意 

 

三、綜合活動：老師可以播放適當的音樂， 

a.你是否曾想到用我們的身體去模仿大自然的身影呢？來！同學

們，讓我們⼀起⽤⾝體的造型試試看。 

b.欣賞他人的肢體創作，並分享他人用身體表演大自然所散發的

感動     

教學重點提示：在大自然中，我們可以欣賞到漂亮的景色，也可

以聆聽動人的樂章。 

 

 

 

 

 

 

 

 

 

 

 

 

 

 

 

 

 

 

課堂

問答 

 

 

教學重點： 

1.讓學生大膽發

表自己的造形設

計，尤其鼓勵有

特殊想法的學生 

2. 教師以圖片展

示表演者用身體

的 部 位 組 合 創

作，產生不同聯

想及發現，欣賞

者可由視覺觀察

轉換成身體觸覺

的動感。 

3. 確定好姿勢與

組合後，適切表

現出物體的特質

便靜止不動，讓

同學充分欣賞與

觀察作為身體組

合雕塑的背景襯

樂 

 

 

 

 

 

 

 

 

教學活動四：我是剪報小尖兵(40 分) 

⼀、引起動機 

1.老師教導學生認識，power point 及 power point 的應用 

2.老師介紹簡報的製作流程。 

   

 

 

 

 

 

 

 

http://arts.edu.tw/performance/introduce/know-06.htm
http://www.taiyuan.org.tw/sp-APC-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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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wer point 的開啟和操作畫面做介紹，以及工具列尺規狀態列

的介紹。 

4.老師示範標準模式與投影片檢視模式。 

5 老師介紹 power point 提供的內建設計範本。 

6.老師指導插入文字和背景、音效的技巧。 

 

二、發展活動： 

1.學生自行操作使用電腦製作簡報  

2.學生學會插入文字、背景圖、音效 並且反覆練習直到熟練為止 

3.運用學會的簡報技能製作故事會本（放羊孩子續篇的故事） 

教學重點提示：教師傳授電腦技術和知識外，必須對於低收入家

庭，或者較無法接近電腦科技的學生更要關心，避免學習呈雙峰現

象。 

 

三、綜合活動：上台介紹故事繪本簡報                             

評量活動：a.簡報的運用技巧 b. 口頭報告內容 

                                 

 

 

 

 

 

作品

創作 

 

 

 

 

 

 

 

口頭

發表 

 

 

 

 

 

 

 

 

             教學活動五：放羊的孩子~布偶劇演出(40 分) 

⼀、引起動機 

教師事前準備多樣多元的偶，例如：手套偶、杯子偶、紙偶、……… 

學生準備作好的創意手套偶，製作已完成的絢麗舞台 

1.小朋友你可想過究竟什麼是偶？  

教學重點提示： 

『偶』最特別的地⽅，是當他不動的時候是無⽣命的，但是他⼀經

我們的手操作，並配合著我們為他說故事，替他詮釋角色個性還有

喜怒哀樂時。就會展現『偶』的⽣命⼒，這也是⼀般美勞、家政、

或工藝品無法比擬的。 

圖示解說：偶來說故事………..⼤家來飾演⼀段健康操－左三圈 右三

圈 脖子扭扭………. 

重點教學提示： 

1.戲偶的類型「分法眾說紛紜，莫衷⼀是，（有人是從造型或製作

材料來分，這種分法較適合美勞創作時使用）」例如：襪子偶.手套

偶.手指偶.布偶………… 

2.引導小朋友操作手套偶的技巧：                                            

  操作秘訣：開口式手套偶強調大拇指與其他四指之間上下移動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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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掌中式手套偶則需注意手指頭與戲偶身體構造的關係 

教學重點提示：套在手上操作的手套偶，凡套於手中操作均屬之，

基本型可分開口式手偶，及掌中式手套偶。 

 

二、發展活動： 

老師演示掌中偶戲的技巧，並且配合放羊的孩子劇情角色扮演。                                                

  ☆ 教學重點提示：教師 利用手掌操偶的實際演出，激發學生玩偶

戲的慾望與學習動機                         

「飆戲⼤家⼀起來」──合作學習活動。 

教學重點提⽰：分組表演者必須：⼀⾯表演⽣動旁⽩（三⼈或⼆

⼈）⼀⾯⼿操練戲偶分兩種型態表演⽅式進⾏合作學習活動 

◆貳⼈⼀組表演⽅式⼀－ 

    －人可飾演兩種角色（牧童和綿羊）     ⼀⼈飾演（野狼和村⺠） 

教學重點提⽰：－⼈⼿操練偶兩種⾓⾊（牧童和綿羊）⼀⼈⼿操練

偶兩種⾓⾊（野狼和村⺠）演⼿操練⼿套偶的學童，必須⼀⾯表演

著⼿套偶、⼀⾯唸著旁⽩。 

◆參⼈⼀組表演⽅式：   

    －⼈⼿操偶兩種⾓⾊（牧童和綿羊）⼀⼈⼿操練偶（野狼和村

⺠）另外⼀⼈朗讀旁⽩。   

教學重點提示：手操練偶的同學不做旁白，唸旁白的同學不做手操

練偶的動作。                                                                                                                             

◆各組分配工作：各組討論工作分配，選出負責前後場的同學                  

  前場：角色演出； 後場：布偶.道具.箱形舞台的整理和保管 

教學重點提示： 

1.能培養學生做事盡責，忠於自己應盡的本分。 

2.分配工作，盡求平均分攤⼯作量、每位同學都要認養⼀項。例

如：布偶的保管者，佈景道具的收拾，場地的善後收拾整理。 

三、綜合活動： 

.分組上台表演──布偶劇場（放羊的孩子）   

 教學重點提示：角色分配──學童間可以學會彼此合作的默契和溝通 

 

 

 

 

 

 

 

 

 

 

 

 

 

 

 

 

 

 

 

 

 

 

 

 

 

 

 

 

 

分組

演示 

 

 

 

 

 

 

參考文獻： 

1.全國藝術人文教育中小學教育網（得獎教案） 

2.無獨有偶⼯作室劇團（創意偶戲教學⼀系列書－鄭嘉⾳著作）： 

3.藝術與人文教學指引（仁林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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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天才是⼀種狀態（陳建邦編著－⾼富國際出版） 

 5.親子共讀做個聲音銀行家（王娟     幼獅文化出版） 

 6.兒童的雜誌 

 7.中國語文第 558 期 

 8.藝術與人文教學指引（康軒文化出版社） 

 9.台南縣教師創意教學獎－書面摘要表 

  

 

三、教學成果與省思 

⼀、教學策略：  

（⼀）講述教學法 

教師在運用講述教學時，應配合課程單元主題，挑選相關內容的教學目標加以講述，且注意聲音、

語調及語意，配合豐富的表情及肢體動作，加上輔助器材的使用，讓學生能夠清晰聆聽，輕鬆了解

內容，自然而然融入藝術人文學習情境中。 

（二）討論教學法 

教師使用討論教學時應掌握「what」原則，幫助學生思考問題，並鼓勵兒童發問問題，表達意見。

安排活動像是：「想想看」「說說看」如果你是故事中的主角 ，你會有何感受？你會怎麼做、怎麼

說、怎麼處理比較好呢？等等，藉以這些活動的進行，啟發兒童思考能力和兒童欣賞藝術的態度，

間接養成正確的鑑賞能力 

（三）角色扮演法 

⾓⾊扮演法乃是「應⽤⾓⾊扮演技巧，藉扮演問題情境然後探討⽅式，以探討⼈際關係的⼀種策

略」（朱敬先，1983） 

1.學童能探索其所扮演色的內心世界 2.學童可經由角色扮演而確認其內在態度及價值觀，進而影響

其行為。3.學童得以發展解決問題的技巧態度，有助於現實生活的解決 4.學生可以透過多元途徑的

探討學科知識，養成自動學習的態度。 

（四）主動模仿創作法（角色情境主題扮演法） 

教師可以依據學生所喜愛的童話，指導學生模仿創作類似故事圖畫繪本。加以改編後，再以表演藝

術的呈現揣模劇中角色的特性，將內心深處故事演出，然後和同學分享，同學欣賞之餘討論看法，

給予回饋。老師則是對其優點加以講評、鼓勵，並解答學生疑惑。 

二、教學省思 

義⽵國⼩是⼀所位於「八掌溪畔」的⼩學，學童從⼩⾚⾜泥灘上追逐歡笑，⽇落黃昏哼唱童謠

回家。是典型「大自然孕育的孩子」，在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表現，孩子常會不自覺展現自己獨特的

鄉土氣息，充分發展多元藝術天份。也基於如此渾然天成的自然環境優勢，我們決定「布偶戲」為

課程主題，採用『橫向課程架構』。鄉下學童在知識和資訊的取得與都會區的學童相較，自然是難

望項背，科技與資源的刺激不足下，所以我們選擇週遭隨處可得的媒材作為教材，這項課程活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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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後，感受到的優點： 

a、可解決經濟問題－經濟泡沫衝擊下，再加上⼯商社會轉型，許多學童的⽗⺟失業，孩⼦和爺爺奶

奶⼀起住，或者是外籍配偶的⼦女，她們在文化經濟上顯得拮倨，本校有五分之ㄧ的學童營養午餐

是靠慈善機構救助。 

b、舊衣新穿、清⽔變雞湯──學童可以利⽤丟棄的衣物，把老師敎會她們的縫製簡易技巧，運⽤到

布偶造型的環保創意，隨處可得的紙箱幻化成絢麗的小舞台，把視覺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 

c、想像力飛翔，文思泉湧──在藝術人文的領域裡，學會聲音扮演，學會肢體動覺，學會畫圖，學

會連結文字、聲音、肢體語言、繪畫、的藝術表演，以說故事的方式和同學家人分享，也可以製作

故事繪本的視覺藝術型態作品呈現，享受當小作家的樂趣 

d、懂得保護環境的重要──從『大自然的聲音』這項活動中，了解詩人口中的『枝頭小鳥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桃源仙境，是需要我們重視和維護的。 

e、生活體驗──有了上台表演的機會，感受了巨星風采的喜悅，體驗生活就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 

f、電腦能力增強──在假日育樂營的上課中，通常是可以自如運用電腦教室，不必等太久的時間 

三、教學突破： 

a、有些特殊的使用工具：熱熔槍，鋸齒剪刀…….，教師自行掏腰包自己購買。研究的器材：例如，

數位錄影機、數位照相機，手提電腦，故事會本，隨身碟、參考資料……完全是自力救濟，雖然學校

有政府補助電腦經費，但是這些器材仍是不敷學校人員使用。 

b、在研究和討論的課程裡，⼀位老師在校本部⾝兼出納⾏政⼯作，⼀位老師在分校，另⼀位老師

遠在台北縣還身兼訓導主任，我們必須在晚上或是假日裡抽空討論課程，常常在電話中研討教學內

容或者以 MSN、e-mail 傳遞資訊，教學研究可以說是跨越時空，但好朋友共同研究、相互勉勵，

竟也克服了許多障礙達成了偶劇教學的壯舉。 

c、在資料的呈現上，囿於電腦科技能力有限，常常拍攝了無數張照片，模糊不清佔居多，忙碌於教

學生活中，實無法立即突破自己的科技障礙，挫折感頗大。 

四、結論： 

有句耳熟能詳的話，當教師的行業是最清高的，兩袖清風。因為沒有足夠的金錢救濟貧苦的孩

子，只有認真教學，善待孩子就是『種福田』的最好方法。雖然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還有金

錢，但是看到孩子們臉上綻放藝術人文的光采，我們所有的辛苦都化為喜悅了。這次的教學活動讓

本團隊在研發『偶劇』過程裡，意外發現熱忱是無遠弗屆的，竟然能將分隔三地的教師群，只憑著

相同的教育理念，超越時空共同研發藝術與人文的課程，讓藝術人文成為最美麗的時尚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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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家來說故事（放羊的孩⼦－劇情學習單） 

01：羊咩咩：咩～咩～咩～ 

02：牧羊童：（哼著輕快的歌曲進場）（牧童和羊咩咩⼀起哼歌、⼀起跳舞） 

03：羊咩咩：咩～咩～咩～（羊咩咩⼀直在牧童⾝旁⼀邊吃草⼀邊撒嬌） 

04：牧羊童：唉呦！⾛開啦！妳們好吵，不要煩我！（牧童踢羊⼀腳） 

05：羊咩咩：咩～咩～咩～（羊咩咩跌倒在地） 

06：牧羊童：哈哈哈！（羊咩咩⽣氣到⼀旁吃草） 

07：牧羊童：真無聊，想想看有什麼好玩的。诶！對了！我來捉弄山下田裡⾯的那些村

⺠。⼀定很好玩耶！ 

08：牧羊童：狼來了！狼來了！他要吃我的羊！救命ㄚ！救命ㄚ！ 

09：村⺠：（喘氣跑進來）狼來了？在哪裡？這裡沒有！那邊在看看！ 

10：村⺠：沒有狼ㄚ？小朋友你是不是看錯了。 

         牧羊童：剛才真的有狼耶 ！我都快嚇死了。 

11：村⺠：⼩朋友你別怕，我們都留在這裡保護你。我們就在那邊，看到狼趕快叫我們 

12：牧羊童：謝謝叔叔 

13、牧羊童：嘻嘻！這些叔叔好笨，被我騙了都不知道，我再來騙他們。 

14、牧羊童：救命呀！狼來了！ 

15、村⺠：快點！弟兄們！找看看狼到底在哪裡！ 

16、牧羊童：哈哈哈！本來就沒有狼，你們好笨喔，被我騙了！ 

17、村⺠：氣死我們了！放下⼿邊的⼯作來救你，你竟然騙我們，真是可惡！ 

18、牧羊童：好好玩喔！真好笑 

19、村⺠：算了！我們不要理那個孩⼦了，趕快回去⼯作吧！ 

20、牧羊童：哈哈！他們剛才被我騙的樣子好好笑喔！ 

大野狼：ㄠㄨ~~嘿嘿嘿！ 

21、牧羊童：奇怪？我怎麼聽到狼的叫聲？羊咩咩：咩~咩~咩~ 

22、大野狼：ㄠ嗚~嘿嘿嘿！ 

牧羊童：啊！真的有狼！救命啊！狼來了！狼來了！ 

23、大野狼：嘿嘿！肥吱吱的羊，真是太好了！ 

24、羊咩咩：咩~咩~咩~ 

牧羊童：你不要吃我的羊！快來人來救我啦！ 

25、牧羊童：嗚~~~我的羊！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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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家來說故事 

評量方法：a.全班互評 b.同分者再請教師評審 

           評量  

學生姓名 

評量項目 

故事內容 50

％ 

聲調 30

％ 

姿態 20％ 總分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年     班           

 

姓名： 

    

 

活動二：絢麗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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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項目：a.各組的默契佔百分之五十 b.手操偶的肢體動覺佔百分之五十評量方法：各組互評  

           

         評量 

組名 

評量項目 

組員合作默契 
手操偶肢體

動覺 
劇情表達 總分 

第⼀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第二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第三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第四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第五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第六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第七組；組員姓名： 

1.（          ） 

2.（          ）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