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主題名稱：掌中魔笛 

二、 課程說明 

〈一〉 設計理念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裡所涵蓋的包括有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在設計課程之初，

因我們的專長僅限於音樂及視覺藝術，且表演藝術的部分是學生們較無先備經驗的課程，它

包含了戲劇、舞蹈及音樂等等，經過不斷地討論最後決定以歌劇作為題材。 

然而在挑選主題時，我們想到在四年級的音樂課程裡，曾介紹過莫札特的歌劇作品「魔

笛」中部分歌曲，我們認為這是一項很好的銜接課程，因為學生不但具備了的舊經驗且又是

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更可藉此機會來引導學童欣賞歌劇；此外，在過去的高年級美勞課程

中曾安排布袋戲的教學設計，這在視覺藝術上包含偶頭雕塑及服裝設計，因此我們決定以布

袋戲的表演方式，來完成這部歌劇。 

歌劇是一種結合各類型藝術於一體的綜合藝術型態，這當中有歌唱、管絃樂、燈光及舞

台佈景，它有生動的故事內容並結合了藝術造型與聲響美感；對於學童來說，它雖然顯得繁

雜艱難，但透過音樂與劇情的引導，使學童不但易學易懂更可激發無限的創意。 

    在進行此單元主題教學的過程中，適巧碰到「魔笛狂想」中文音樂劇的系列表演，我們 

同時也向學生宣傳這個表演活動；在此單元結束之後，有部分學生前往欣賞該劇的演出，亦 

有很多學生來和我們分享他看這部中文音樂劇的感想與相關問題。這不但能陶冶學生對於藝 

文的興趣，亦能促使它們積極參與藝文活動，拉近他們與藝術之間的距離，更藉此由學童們 

帶領著家長一同參與藝文活動來豐富生活經驗。 

 

〈二〉 課程目標： 

1.瞭解並欣賞莫札特的歌劇作品─「魔笛」。 

2.完成劇中各種戲偶的造型。 

3.利用布袋戲偶演出歌劇─魔笛。 

 

〈三〉教學對象：國小五年級學生 

 

〈四〉教學時數：六節課〈共 240分鐘〉 

 

〈五〉教學領域：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包含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 

 

〈六〉課程架構：如下頁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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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笛 
 
 

完成劇中各種戲偶的造
型 

瞭解並欣賞莫札特的
歌劇作品─「魔笛」 

利用布袋戲偶演出歌
劇魔笛 

六  節  課〈共 240 分鐘〉 
 
 

一、音樂 

 (魔笛歌劇) 

二、視覺 

 (偶頭製作)                        

四、表演藝術 三、視覺 

(戲偶服裝製作) 

1.參與音樂活
動，養成專注聆
聽的習慣，並能
表達自己的感
受。 
2.運用各種音
樂相關的資訊
輔助音樂的學
習與創作並培
養參與音樂活
動的興趣。 

1.構思表現的
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材
技法，完成有感
情、經驗與思想
的作品 
。 

1.構思表現的主
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材技法 
，完成有感情、經
驗與思想的作品。 

1.在表演戲劇
活動中，表現積
極合作態度 
，並表達自己的
才藝潛能。 
2.以正確的觀
念與態度，欣賞
各類型的藝術
展演活動。 
3.樂於持續參
與各類型藝文
活動，並養成以
記錄或報告方
式呈現自己的
觀點和心得 
。 

1. 了解歌劇的
表演形式。 
2.認識莫札特 
的歌劇作品「魔 
笛」。 
3.了解作品中
每段音樂的內
涵。 

1.能正確製作偶
頭頸部與五官。 
2.能正確捏塑
頭髮及頭飾造
形。 

1.認識角色的性
格特徵並設計
服裝。 
2.選用適當的
材料、工具縫製
戲偶服裝。 

1.能了解布袋戲
偶的表演原
理。 

2.能正確操作布
袋戲偶供同學
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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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說明歌劇的
表演形式。 
2.介紹歌劇─
魔笛的內容。 
3.教唱歌曲─
「快樂捕鳥
人」。 

1.以紙黏土及
厚紙板製作戲
偶偶頭。 
2.取適量黏土
黏貼在已完成
的頭部外並雕
刻出髮絲與頭
飾。 
 

1.利用布邊縫
縫製服裝上的
裝飾物。 
2.利用平針縫
將服裝的前後
片結合。 

 

1.指導擔任各 
角色的學生依
劇本內容從頭
至尾，搭配各段
音樂唸一次 
。 
2.將第一至四
幕背景置於舞
台上，並練習操
作戲偶。 

在黑板上畫出
歌劇表演時各
部分的舞台位
置，如：演員、
樂團、觀眾席。 

1.教師需事先
做好一個偶頭,
讓學生知道人
物臉形的各部
份與比例。 
2.在偶頭下方
約 1公分處刻出
一圈凹槽,方便
用橡皮筋將戲
服綁住。 
3.刻畫頭髮紋
路時宜刻深些,
上色後會更有
髮絲的效果。 

1.教師需繪製
好衣服的形板
以統一戲服的
大小，供學生描
繪剪裁布料 
。 
2.需教導學生
如何利用大頭
針固定衣服上
的裝飾物後，再
用針線縫，才不
致縫歪了 
。 

1.指導旁白學
生依劇情內容
唸出口白及播
放音樂。唯在旁
白學生所使用
之劇本上，需明
確標示播放音
樂之段落與順
序。 
2.在背景後方
操作戲偶時，由
於學生看不見
自己所操作的
戲偶，教師需提
醒學生控制所
操作的戲偶在
舞台上的高度。 

演唱評量 
 

偶頭作品評量 服裝作品評量 1.表演評量表 
2.心得報告 

教師:CD、樂譜 

、角色分配表。 

教師:劇本、舞
台製作、背景。 
 
學生:布袋戲偶 

。 

教師:角色圖
片、戲服形板。 
 
學生:布料、針
線、剪刀、大頭
針。 

教師:戲偶、角
色圖片、亮光
漆。 
學生:紙黏土、
厚紙板、雕刻工
具、彩繪用具。 



三、 教學內容 

〈一〉教材設計 

            1.音樂部分：CD、快樂捕鳥人

              量戲劇演出時間不宜過長，故只能擷選其中較重要的部分〉，如次： 

譜例〈含歌詞〉；介紹魔笛歌劇中之音樂選曲〈因需考 

〈1〉序曲〈管絃樂〉；〈2〉我是快樂的捕鳥人〈男中音，捕鳥人〉； 

〈3〉能感覺愛的男人〈二重唱，捕鳥人與公主〉； 

〈4〉愛的歡樂像朝露般消失〈女高音，公主〉； 

〈5〉夜之后的詠嘆調〈女高音，夜后〉；〈6〉陽光普照與智慧萬歲〈祭司長〉。 

               除以上音樂 CD選曲外，為增加戲劇效果另安排兩段 RAP： 

              〈1〉〈黑人、士兵第一段〉 

                    走叨位去，你們想要去哪裡；離開這裡，哪有那麼容易； 

                    嗚呼啊哈，嗚呼啊哈；束手就擒，別怪我們人多欺負你！ 

              〈2〉〈黑人、士兵第二段〉 

                    這鈴聲真美妙，鈴聲真美妙；時間已不早，趕快上床睡覺； 

                    早睡早起身體好，才是好寶寶；好寶寶、好寶寶，我是好寶寶； 

                    好寶寶、好寶寶，我是好寶寶。 

            2.視覺藝術部分： 

             〈1〉繪製背景：我們互相溝通與討論，並參考相關童書繪本以完成每一幕的背景。 

             〈2〉造形設計：師生共同收集相關童書、繪本、圖片等，教師說明各角色之性格 

                  特徵，並透過師生間互相討論來引導學生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作造形設計。 

            3.表演藝術部分：〈1〉劇本編寫〈由教師完成〉；〈2〉舞台製作：利用廢棄紙箱一個 

              個搭建起來，並在表演平台的後方挖空形成類似抽屜的空箱，作為表演時可暫時 

              放置戲偶的地方。 

〈二〉作品示例 

       所送戲偶為劇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塔米諾王子，其造型部份分述如下： 

            1.頭髮部分：依據頭髮的線條利用雕刻刀刻劃出紋路，在上色時應注意顏色深淺變 

              化，表現出頭髮的層次。 

            2.頭飾部分：皇冠為王子權勢的表徵，由學生發揮想像力設計並捏塑出皇冠造型， 

              上色時可選用金色加強其真實感，並點綴上不同顏色的寶石以達到美化的效果。 

            3.服裝部分：在王子的服裝造型部分，設計了背心及披風；在背心部分：為了使背    

              心看起來更具真實性，縫上了白色的領子及兩個圓形黃色的布當成鈕釦；在披風 

              部分：要比原有的服裝稍長些，並在肩膀部份縫上兩個鈕釦，設計為活動式，即 

              可穿脫自如。 

 



〈三〉教學過程 

教學活動設計表 

能力指標與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時間 教學 

資源 

教師提示 教學評量 

 
 

一-1-1 

 

 

 

 

 

一-1-2 

 

 

 

 

 

 

 

 

 

 

 

 

 

 

 

 

 

一-1-3 

〈音樂〉 

一、引導活動 

〈一〉播放一段男中音的演唱音樂，引起學生

對聲樂的好奇心。 

1.播放「魔笛」劇中─快樂捕鳥人的音樂。 

2.與學生討論有關男聲與女聲的分類 

〈二〉教唱歌曲─快樂捕鳥人 

二、發展活動 

〈一〉 介紹歌劇魔笛的內容與表演形式 

1.說明歌劇的意義、表演形式與舞台上的演出 

方式。 

2.介紹魔笛劇中的角色及人物名稱並書寫於黑 

板上。 

3.播放 CD─魔笛全劇給學生聆聽。 

三、綜合活動 

〈一〉分配角色 

1.將全班分成兩組，每組角色如下： 

王子；公主；夜后；捕鳥人；祭司長；小黑人； 

老婦人；捕鳥女；侍女三位；小天使〈3~4位〉； 

修士；士兵〈3~4位〉。每組約十八位 

─第一節課結束─ 

〈音樂〉 

一、引導活動 

〈一〉複習單元歌曲 

1. 複習單元演唱歌曲-快樂捕鳥人 

二、發展活動 

〈一〉列舉該劇其它部分的音樂內容 

1.寫出劇中其他重要的演奏及演唱歌曲： 

序曲〈管絃樂〉；我是快樂的捕鳥人〈男中音，

捕鳥人〉；能感覺愛的男人〈二重唱，捕鳥人 

與公主〉；愛的歡樂像朝露般消失〈女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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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3 

 

 

 
 

 

 
 

 

 
 

 

 
 

 

 
 

 

 
 

 

 
二-1-1 

 

 

公主〉；夜之后的詠嘆調〈女高音，夜后〉； 

陽光普照與智慧萬歲〈祭司長〉。 

〈二〉說明以上歌曲的涵義並播放 CD： 

1.序曲：歌劇開始演出前所演奏的曲子。 

2.我是快樂的捕鳥人：捕鳥人在森林中歌唱。 

3.能感覺愛的男人：捕鳥人在宮殿中遇到公主

兩人一起唱歌。 

4.夜之后的詠嘆調：夜后告訴公主這一切都是

祭司長的錯並希望公主殺死祭司長。 

三、綜合活動 

〈一〉以劇本搭配音樂演練一次 

1.將劇本發給學生並由一組同學擔任配音，從

頭至尾唸一遍並適時搭配音樂，讓學生對整部

戲劇的進行有初步地了解。 

2.發給各班一組劇本〈共 18本〉，便於學生於

課後練習。 

─第二節課結束─ 

〈視覺藝術〉 

一、引導活動 

〈一〉以劇中戲偶王子與公主演出一個小短劇 

      ，吸引學生的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 分析劇中各角色人物性格並展示參考

圖片設計造型。 

〈二〉 以紙黏土及厚紙板製作戲偶偶頭。 

1.在紙厚紙板一端貼上雙面膠，將厚紙板捲成 

圓筒，並將手指伸到紙管中看大小是否適合 

(圖例一)。 

2.取適量黏土搓成長條狀後壓扁，包在紙管下 

半部做出頸部(厚度要平均約 0.3~0.4公分)。 

3.再取適量黏土包在紙管上半部做出臉及後腦 

，利用雕刻工具將黏土與黏土交接處修飾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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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示學生務必將

手指伸到紙管中，

看大小是否適合。 

2.提醒學生利用雕

刻工具，將黏土與

黏土交接處修飾光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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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三-1-1 

 
 

 

三-1-2 

 

 

 
 

 

 

4.取少量黏土分別雕塑出人物的鼻子及耳朵， 

並黏貼於臉部適當之位置後；再利用雕刻工具 

雕塑出人物的下巴與嘴巴，並在頸部下方刻出

一圈凹槽。 

5.取適量黏土黏貼在已完成的頭部外，並雕刻 

出髮絲與頭飾(如:蝴蝶結.帽子….)。 

6.等黏土乾後,使用水彩彩繪偶頭並噴亮光漆 

三、綜合活動 

請同學將自己完成的作品放置桌上，並互相欣

賞及分享製作過程的點點滴滴。 

─第三節課結束─ 

〈視覺藝術〉 

一、引導活動 

〈一〉展示已完成的戲偶人頭及服裝〈教師需 

      事先縫製完成的服裝作品示例〉，並讓 

      學生輪流操作。 

二、發展活動 

〈一〉參考服裝圖片，並設計服裝造型。 

1.指導學生繪製服裝設計圖並給予建議。 

2.請學生將衣服的形板用色筆描繪在布料上， 

並剪裁下來(圖例四)。 

3.教導學生利用大頭針固定裝飾物的位置(圖 

例五)。 

4.教導學生利用布邊縫縫製服裝上的裝飾物 

(圖例五)。 

5.教導學生利用平針縫將服裝的前後片結合。 

6.利用橡皮筋將服裝綁在偶頭頸部的凹槽處， 

即完成戲偶。 

三、綜合活動 

讓學生分別操作戲偶。 

─第四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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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頸部下方的凹槽

需確實刻劃清楚。 

 

 

4.頭髮紋路刻深些 

，上色後會更有髮

絲的效果。 

 

 

 

 

 

 

 

 

 

 

 

 

 

 

1.提醒學生小心使

用大頭針。 

2.縫製圖案時儘量

把線頭藏起來。 

3.利用平針縫縫合

前後片宜縫密些，

表演時才不容易鬆

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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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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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 

 

 

四-1-2 

 

 

 

 

 

 

 

 

 

 

 

 

 

 

四-2 

 

 

 

 

 

 

 
 

四-3 

〈表演藝術〉 

一、引導活動 

〈一〉將背景置於舞台，教師手拿戲偶演出一 

      段劇情。 

二、發展活動 

〈一〉將第一幕背景置於舞台並操作戲偶。 

1.指導旁白學生依劇情內容唸出口白及播放音 

  樂。 

2.令第一組各角色分別在背景後方操作戲偶。 

3.令第二組各角色替舞台上演出的戲偶配音。 

〈二〉依序將第二、三、四幕背景置於舞台， 

      重覆如前述〈一〉之教學活動。 

〈三〉再由第二組在舞台上演出，第一組擔任 

      配音。 

三、綜合活動 

提醒學生在各幕演出時需注意的重點及配音的

相關問題等。 

─第五節課結束─ 

〈表演藝術〉 

一、引導活動 

〈一〉指導兩班學生入座並說明欣賞歌劇應有 

      的禮儀與態度。 

二、發展活動 

〈一〉依序將第一至四幕背景置於舞台，先由 

      其中一班的學生完整演出一次並錄影。 

〈二〉接著再由另一班演出一次並錄影。 

三、綜合活動 

1.公布最佳表演服裝造型及配音獎名單並頒予

獎狀以茲鼓勵。 

2.請學生於課後自行繕寫心得報告，格式不拘。 

─第六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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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評量

表 
心得報告 
 



四、 教學評鑑 

 

評量項目 評量方式 評量策略 備註 

演唱〈音樂〉 分組演唱 3~5人一組〈可自己選擇合作對象〉 1.以鼓勵方式來進行，勿

強迫。 

2.很多學生都非常喜歡

演唱這首「我是快樂的捕

鳥人」。 

作品〈視覺〉 觀察、展示 1.在教學時觀察每位學生的狀況並記錄。 

2.學生完成作品後可分組上台演示。 
可準備一份紀錄表 

表演 觀察、紀錄 1.設計一份評量紀錄表。 

2.在課堂中隨時觀察每位學生表演及配音的狀

況，並以簡單符號作紀錄。〈如有進步也隨時給

予加分〉 

3.展演時給予獎狀〈最佳表演獎、最佳造型獎、

最佳配音獎；每一個獎項可不限一人，給獎時應

考慮其平常表現〉。 

紀錄表如附件二 

 

團隊精神 觀察、紀錄 1.設計一份角色分配表。 

2.可依據此表來觀察其日後上課時的合作狀況

與學習態度。 

角色分配表如附件一 

 

心得報告 紙筆 1.由學生自行設計報告格式〈可寫、可畫〉 

2.依據學生的報告內容與創意給分。 
心得報告如附件三 

 

 

 

 

五、 參考資料 

〈一〉 藝術與人文五上第四單元..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 魔笛《書、CD》…………..麥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三〉 魔笛狂想節目單…………..愛樂劇工廠 

〈四〉 CD…………………………..巨匠音樂出版公司、麥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