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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名稱：十二婆姐傳奇------重陽婆姐「黑白舞」（FUN！FUN！婆姐舞重陽） 

二、課程說明 

1. 設計理念 

(1)統整藝術教育教學理念的實踐：期望配合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精神，

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教育內涵，廣化學生學習內容並提升教師自

我教學效能。 

(2)鄉土藝術教育的重視：「婆姐陣」是以「歌舞演故事」方式，在神格化隊伍

的行進間，發揮「婆姐」們出巡、守護鄰里的功能。她可能是台灣目前面臨

最大生存危機的民俗藝陣，全省僅存兩團，以新營團為例，平均年齡超過 65
歲，未來命運不得而知！（財團法人廣電基金），當民間藝人日漸凋零，民

間匠藝傳統得不到合適傳承之餘，本課程期望透過鄉土藝術教材的實施，使

學童藉由親身經驗的實作展演與鄉土經驗，培養關懷、體恤的人格與解決鄉

土問題的意願和能力。 

(3)「學校本位統整課程」的研發與努力：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為九年一貫課程的

重要本質，而鄉土藝術課程一直是本校藝文課程教學與研發重點，其間我們

也累積了相當的教學成果（如 84.85.86 年度分別以台灣傳統廟宇建築工藝、

石雕裝飾藝術、剪黏裝飾藝術等專題獲得三重、蘆洲區美勞教學觀摩展推薦

獎），而持續教學研究、發表也是我們進步的動力（如＜北港朝天宮建築裝

飾藝術之探討＞發表於《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86.9、＜剪黏裝飾藝

術之探討及於國小美勞科教學之應用＞發表於《中小學藝術教學設計研討

會》89.4）。此外透過類如「e 世代鄉土摩登秀」、「藝閣變裝秀」、「布馬陣創

新秀」等教學主題於校園中進行研究、實作與檢討等，即為證明，而本課程

亦為其中之延續努力所呈現。 

(4)藝術教育融入生活、生活與藝術相結合：本課程設計期望融入相關藝術技術

取向外，並強調文化與個人意義之創制，藉由透過統整藝術活動的實踐與推

廣，使學生於學習、創作、發表、觀摩中，透過思考、溝通、合作學習等歷

程，累積成長經驗，達到讓「藝術教育融入生活」，生活與藝術相結合的目

標。又課程施作以十二婆姐傳奇------重陽婆姐「黑白舞」為主題，「黑白舞」

即取：1.後現代解構思潮，期望學童藉由對傳統「十二婆姐」陣頭的瞭解，

解構傳統婆姐之定位，進而思考現代婆姐新特性。2.藉由色彩學上黑白明暗

對比與舞台服裝對比色運用，凸顯傳統民俗之鮮麗色彩與個性。3.以民間小

吃店「黑白切」概念，呈現創意劇場之舞台效果與氛圍，是為原因。 

2. 課程目標 

(1)瞭解傳統藝陣「十二婆姐陣」之表演內涵，並融入時代素材，創新表現， 

進而培養愛鄉情懷。 

(2)統整視覺、音樂、表演藝術等藝術學習活動，活化教學模式，廣化教學內涵。 

(3)透過統整藝術活動的實踐與推廣，使學生於學習、創作、發表、觀摩中，累

積成長經驗讓「藝術教育融入生活」，生活與藝術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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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學對象：國小四年級 
4. 教學時數：十四節（560分鐘）（「傳統藝起來」2 節、「十二婆姐傳奇----多媒材面

具製作」4 節、「婆姐再現在重陽----服裝、道具製作」2 節、「黑白舞展演秀」6
節） 

5.教學領域或科目：藝術與人文領域 

6.教學單元目標(參閱課程架構表) 

7.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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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表  

 

 

教學 

主題 

 

 

 

 

 

 

 

 

 

 

 

 

 

 

 

 

 

 

 

 

 

 

 

 

 

 

 

 

 

 

 

 

 

時間 

子題 

十二婆姐傳奇------重陽婆姐「黑白舞」 

一、瞭解傳統藝

陣「十二婆姐

陣」之表演內涵，

並融入時代素材，

創新表現，進而培

養愛鄉情懷。。 

二 、 統 整 視

覺、音樂、表演

藝術等藝術學

習活動，活化教

學模式，廣化教

學內涵。 

三、透過統整藝術活

動的實踐與推廣，使

學生於學習、創作、

發表、觀摩中，累積

成長經驗讓「藝術教

育融入生活」，生活與

藝術相結合。 

十二婆姐傳奇----多媒

材面具製作 

（戲劇臉譜有變化） 

（婆姐臉上秘密多） 

黑白舞展演秀 

（黑白舞大考驗） 

（好戲開鑼了） 

（來自心海的消息） 

婆姐再現在重陽----服

裝、道具製作 

（行頭、切末是什麼） 

（古今婆姐一家親） 

傳統藝起來 

（婆姐陣知多少） 

（敲鑼打鼓樂聲揚） 

（我的戲胞癢） 

1.能搜集並簡單了解

與欣賞傳統婆姐陣的

歷史源流、人物造型

變化及表演方式與特

色，以期在未來課程

作品創作與展演中，

展現創意內容。 

2.能認識瞭解婆姐陣

的樂器與配樂特色。 

3.能和組員合作並初

步構想婆姐陣表演內

涵。 

1.能簡單認識、欣賞

國劇中臉譜的意義、

譜式、色彩意義與運

用方式。 

2.能簡單瞭解、欣賞西

方假面藝術。 

3.學會紙糊面具的技

巧，裝飾美化外並能

藉由欣賞比較不同文

化面具造型，創造出

有創意與特色的作

品，進而融入面具角

色中進行扮演。 

1.能藉由婆姐陣之認

識，經創意改編後，

創新表現。 

2.學習欣賞藝文活動

的基本態度與方法，

並學習舞台表演的基

本禮儀。 

3.能分享演出心得並

整理、歸建場地道具

與器材。 

4.能構思表現新時代

婆姐造型，進而培養

關懷他人的精神。 

1.能簡單瞭解傳統戲

劇行當、行頭、切末

的意義與內容。 

2. 能運用豐富創意，

以多種材料搭配出特

別服裝，配合角色演

出。 

3.能以紙為主要素

材，運用撕、剝、挖、

割、黏等技巧，創作

具實用、美感造型作

品，並作為演出道

具。 

課程

目標 

單元 
目標 

十四節（5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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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資源 

 

 

 

 

 

 

 

 

 主要 
教學 
活動 
 
 

教師：powerpoint 簡

報系統、音樂 CD、

婆姐陣教學影片、

鑼、鼓等樂器圖片

或實物 

學生：鉛筆文具 

教師：powerpoint 簡報

系統、切割墊板、四

開厚卡紙、棉紙、色

紙、橡皮筋 

學生：剪刀、白膠、

釘書機、尺、水杯、

水彩用具、多媒材裝

飾品、報紙 

教師：戲劇角色服裝

道具參考圖片、色

紙、各類型紙材、色

紙 

學生：剪刀、白膠 

製作服裝道具材料

（如大型垃圾袋、

布、報紙或牛皮紙） 

 

 

 

教師：色膠帶、 

音樂 CD、 CD 錄放

音機、麥克風、展演

舞台 

學生：演出服裝、 

道具、音樂 CD、八

開圖畫紙 

1.認識婆姐陣。 

2.資料蒐集一起來。 

3.認識婆姐陣展演樂

器與演奏特性。 

4.為表演做準備，分組

討論構想隊呼，表演

舞步動作、角色、服

裝、道具與音樂等表

演內容。 

5.致導師演出通知單。 

6.提出活動企畫書，申

請演出場地。 

1.認識、欣賞戲劇臉

譜。 

2.欣賞、觀察西方假面

藝術特徵。 

3. 多媒材面具製作。 

4.觀摩、分享同學作品

特色。 

1.完成重陽婆姐黑白

舞表演設計單。 

2.創意黑白舞舞步設

計、練習與預演。 

3.宣導實踐演出公約。 

4.登台活動與演出。 

5.完成「我是評審」學

習單。 

6.演出心得分享與回

饋。 

7.完成新時代婆姐造

型設計單 

1.認識行當、行頭、切

末是什麼。 

2.演出服裝、道具設計

製作。 

3.服裝道具作品試穿

與觀摩、分享。 

4. 學童徵詢父母有關

角色服裝道具看法，

提供改進意見，增進

親子關係。 

5.致導師演出邀請函。 

1.以故事帶入教學情境，引起學童創作學習動機，並嘗試喚起學童舊經驗，於生活中找感動，使作品呈

現更深入、更具生命力。 

2.應轉化知識性題材為學童可接受的語言與生活經驗，轉移象徵外，更應發展關鍵詞語，啟發引導孩子

的思考與創造能力。 

3.利用多媒體優勢，使學生接受大量信息，有助學生理解學習內涵，引發學習興趣；教師亦可很快進行

示範、演示、師生互動，提升教學效能。（餘參閱各教學活動設計之「提示」部分） 

 

教學

策略 
 

1. 評量內容含括認知、技能、情意（態度、習慣），採多元評量方式，注重學生起點行為、與過程中之

形成性、總結性之各階段評量;並隨時瞭解學生學習效果，藉以改進教學方法、教材適切性與學生學習的

水平度，以進行補救教學。 

2.學生互評與教師評量兼重，相關評量細項參閱「學習活動評量表」。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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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過程與活動設計 

主題一：傳統藝起來 

能力指標與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資源 

1-2-2 

1-2-4 

1-2-5 

2-2-9 

3-2-12 
【 人 權 教

育】 
1-2-1 

 

◎能提出問

題、回答問

題並勇敢發

表自自己的

看法 

 

 

 

◎透過傳統

藝術的介

紹，能認

識、瞭解十

二婆姐陣源

流發展與表

演內容 

 

◎能瞭解配

合十二婆姐

陣展演的樂

器種類與演

奏注意事項 

 

 

 

 

 

一、 導入活動 

「引起動機」教師身披紅色長布，下身著課前所製作之

黑白紅綠相間紙裙，手持小陽傘由教室外走小碎步進入

（學童笑成一團……老師你好三八……） 

1.教師說明：同學們，在傳統廟會陣頭中，你（妳）們看

過由五、六十歲的老阿伯，男扮女裝的「婆姐」嗎？ 

 

「播放」十二婆姐影片片段 

2.教師提問：同學是否能依據影片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1） 你看過這種方式的表演嗎？  

（2） 「婆姐」的裝扮有什麼特色？ 

學生回答：（略） 

「板書」十二婆姐傳奇 

 

二、發展活動 

(一)婆姐陣知多少----認識與欣賞傳統藝陣「十二婆姐」 

1.教師將蒐集有關十二婆姐陣資料，如：沿革發展、表演

內涵與演出特色等，製成 powerpoint 簡報介紹給兒童認

識、欣賞。 

(1)「十二婆姐陣」的緣起與功用 

(2) 演出人數與婆姐裝扮特徵 

(3) 表演特色（歌舞演故事、男扮女裝） 

 

(二)敲鑼打鼓樂聲揚----十二婆姐陣展演樂器介紹 

1.教師介紹： 

(1)運用於「十二婆姐陣」展演的樂器（鑼、鼓等）。 

(2)「十二婆姐陣」配樂注意事項(鑼鼓聲的韻律與速度需

與表演動作和腳步相配合)。 

 

(三)我的戲胞癢----蒐集資料、構想表演內容 

「板書」十二婆姐傳奇------重陽婆姐「黑白舞」 

1. 發下表演設計單(附件一)。 

2.五至七人為一組，推選小組長並合作構想本組「婆姐」

年紀、隊名、隊呼、表演風格與音樂等表演內容。 

二節 

80 分

鐘 

 

教師： 

紅色長布 

紙裙 

小陽傘 

十二婆姐

教學影片 

powerpoint

簡報系統 

鑼、鼓等

樂器圖片

或實物 

 

 

學生： 

鉛筆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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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蒐集有

關傳統藝陣

或十二婆姐

陣資料並與

同學溝通合

作構想表演

內容形式。 

 

 

◎能表達並

和同學分享

心裡的感受 

 

「提示」 

1. 此階段學童，操作興趣往往重於知識吸收，應避免長

時間說明，介紹時應以達成對十二婆姐陣簡單認識、

瞭解與喚起對傳統廟會藝陣之舊經驗回憶為主要教

學目標。 

2. 對於發展遲緩或文化相對弱勢之個案學童，教師要協

助分組並激發學生發揮同學愛，避免其有被疏離傷害

的感覺。 

 

三、綜合活動 

（一）心得分享(全班分享或小組分享) 

1. 十二婆姐陣如何衍生？ 

2. 十二婆姐陣配樂有何特色？ 

3. 如何創新表現十二婆姐陣的表演內涵? 

（二）評鑑與檢核 

1. 發下「學習活動評量表」（參閱教學評量項目），說明

本單元評核重點。 

2. 師生完成本活動評核項目。 

「回家作業」 

訪問親人、蒐集有關傳統藝陣或十二婆姐陣資料。 

 

 

主題二：十二婆姐傳奇----多媒材面具製作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資

源 

1-2-1 

1-2-2 

2-2-6 

2-2-7 

 

◎對鄉土藝

術有學習興

趣 

◎能知道面

具的起源 

◎能簡單認

識、欣賞京

劇中臉譜的

一、 導入活動 

「引起動機」教師身披紅色長布，著黑白紅綠相間紙裙，

手持小陽傘並戴上畫了國劇臉譜的面具，由教室外走小

碎步進入（學童驚訝表情……） 

詢問同學:老師的裝扮和上節課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同學回答:老師戴了演戲的面具！…… 

「板書」戲劇臉譜、假面藝術 

二、 發展活動 

（一）戲劇臉譜有變化----認識欣賞京劇臉譜 

1.教師將蒐集有關京劇臉譜資料，製成簡報介紹給兒童認

識、欣賞。 

(1)面具的由來----蘭陵王的故事。  

(2)臉譜的意義。 

四節 

160 分

鐘 

教師： 

婆姐面

具 

powerpoi

nt 簡報

系統 

切割墊

板 

四開厚

卡紙 

棉紙 

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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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譜

式、色彩意

義與運用方

式 

◎能比較國

劇臉譜與西

方假面藝術

裝飾的差異 

 

◎能製作合

適大小的面

具並且看到

東西 

 

◎瞭解紙的

可塑性、基

本鏤刻、摺

剪與黏貼技

法，並能以

多媒材創意

表現。 

◎能注意角

色特徵，裝

飾創意造型 

 

 

 

◎能愉悅、

大膽的創

作，表達自

我，並與同

學分享創作

經驗 

(3)京劇中常見臉譜的譜式和特點。 

(4)臉譜色彩的意義。 

2.連接「國際假面藝術節」網站，欣賞、觀察西方假面藝

術特徵。 

（二）婆姐臉上秘密多----多媒材面具製作 

「板書」我們來變臉（教師將面具製作程序、裝飾方法

與注意事項，相關說明與圖例書寫於黑板） 

1. 將西卡紙切成寬 2 公分紙條。 

2. 用釘書機將紙條編成合乎臉型的骨架，並依自己喜好

做出立體造型。 

3. 在骨架上以碎報紙沾白膠水平舖表面五、六層至堅硬

厚度。 

4. 以白棉紙沾白膠水於內外模型各貼上一層，使內層乾

淨，外層適宜彩繪、裝飾。 

5. 在面具上設計造型、彩繪或選擇多媒材素材進行裝飾

美化。 

「提示」 

1. 注意白膠調水濃度要夠，含水量過多，黏塗過程中模

型將濕軟而變形；太稀也易使作品乾後掉紙變形。 

2. 骨架內外貼上棉紙時，務必疊貼，可防釘書針外露發

生危險外，也較衛生美觀。 

3. 骨架上黏貼碎紙過程中，預留眼洞位置較事後挖割，

對學童而言將更美觀且安全。 

4. 彩繪時，彩度飽和，面具色彩呈現較亮麗而有精神。 

5. 注意角色臉部特徵與個性配合，多採擴散性思考，可

不斷外加裝飾，勿侷限於臉部框架，且可運用多媒材

素材裝飾，製作出獨特且具個人創意的造型。 

三、綜合活動 

評鑑與心得分享 

1.學生將製作完成作品戴在臉上，相互展示、觀看、評價，

教師鼓勵學生認真態度，並表揚具創意作品。 

2.分享國劇臉譜裝飾與西方假面藝術裝飾的感想與心得。 

3.師生完成本活動檢核表項目。 

學生： 

剪刀 

白膠 

釘書機 

尺 

水杯 

水彩用

具 

多媒材

裝飾品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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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三：婆姐再現在重陽----服裝、道具製作 

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1-2-1 

1-2-2 

2-2-6 

 

 

 

 

 

 

 

 

 

◎能簡單認

識傳統戲劇

中行當、行

頭、切末等

名詞所代表

的意義 

 

 

 

 

 

 

◎能配合角

色構想、製

作，合宜且

具有特色之

裝扮與配

件。 

◎能認識並

運用各種紙

雕技法設計

裝飾作品。 

 

一、導入活動 

「引起動機」教師除如上節之裝扮外，加戴塑膠繩假髮

與扇子，扭臀以小碎步進入教室（學童表情……） 

 

詢問同學:老師的裝扮和上節課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板書」行當、行頭------角色、服裝  

  切末------道具 

二、發展活動 

（一）行當、行頭、切末是什麼----認識演戲的角色、服

裝 道具 

1.教師介紹下列有關戲劇角色、服飾及道具等資料、圖片

給兒童認識、欣賞。 

(1)角色、行當：生、旦、淨、末、丑。 

(2)行頭、服飾：蟒（帝王貴族）、褶子（一般百姓）、帔

（官員）、箭衣黃靠（武服），及戲帽、髯口、戲鞋、頭

飾等。 

(3)切末：道具的古稱，使用具體實物或象徵性的道具。 

（一）古往今來婆姐一家親---服裝、道具的設計製作 

「板書」婆姐一家親（創作思考程序、服裝材料運用、

多媒材或環保裝飾材料運用、紙材的運用、試裝修正、

安全） 

1. 根據角色扮演及舞步需要，針對自己角色所需服裝、

道具蒐集材料，並研究製作方法，創作思考程序：頭

飾→服裝→吊掛飾物→手上器物→道具→鞋子。 

2. 服裝設計需因應「黑白舞」主題，1.思考現代婆姐新

特性。2.能凸顯傳統民俗之鮮麗對比色彩與個性。可

選擇類如各類布料、毛巾、蚊帳、垃圾袋、舊報紙、

牛皮紙、彩帶、圍巾等製作並裝飾美化。 

3. 介紹紙素材的切割、摺疊、撕剝、捲曲，及黏合的方

式。 

4. 以彩繪或多媒材黏貼方式裝飾美化作品。 

5. 試穿並活動，看作品是否美觀、牢固，再嘗試修正補

強。 

「提示」 

二節 

80 分

鐘 

教師： 

創意婆姐

裝扮 

戲劇角色

服裝道具

參考圖片 

色紙 

各類型紙 

材 

 

學生： 

剪刀 

白膠 

製作服裝

材料（如大

型垃圾

袋、布、報

紙或牛皮

紙） 

製作道具

材料（如報

紙、瓦楞紙

及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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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搜集、

運用各種媒

材製作創意

作品。 

 

 

 

 

 

 

 

 

能樂意表達

分享心裡的

感受與作品 

◎能說明所

設計作品之

特色與用途 

 

 

 

1.白膠黏合時易因學童耐心不夠而黏貼不牢，提醒學童黏

貼位置需等乾後再移動。 

2.預先提示、展示各類型紙材之異同，以激發學童之運用

經驗與創意。 

3.提示學童多片紙材的黏貼，可使道具更堅固。 

4.運用擴散式思考，不固著於日常所見器具與服裝形式，

應嘗試創作具個人獨特風格與用途的服裝與道具。 

5.提示學童修整道具與服裝之尖角，展演時亦需注意安

全。 

  

三、綜合活動 

評鑑與心得分享 

1.學生將製作完成作品穿戴在身上，相互展示、觀看、評

價，教師鼓勵學生認真態度，並表揚具創意作品。 

2.分享對傳統戲劇角色、服裝 道具的感想與心得。 

3.師生完成本活動評量表項目。 

「作業」 

繼續增飾美化服裝道具內容，並徵詢父母對所設計角色

服裝道具的看法，協助提供改進意見。 

 

「提示」 

值此多元價值觀的社會，家長教育觀念分歧，教師需先

提示，服裝道具以課堂製作為主（學童易因求好心切而

要求父母親製作或購買），親子也可共同討論增飾作品內

涵（但非一定必要），以增進親子關係。務必請學童轉達

外，也於「致級任導師通知書」（附件二）載明，以避免

無謂的親師生誤會或不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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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四：重陽婆姐黑白舞展演秀 

能力指標教

學目標 

教學過程 時間

分配 

教學資源 

1-2-4 

1-2-5 

2-2-7 

3-2-11 

3-2-13 
【 兩 性 教

育】 
3-2-2 

 

 

 

◎能小組合

作研討、構

思、完成展

演的內涵(角

色、劇本、

道具、佈

景、音樂、

舞台) 

◎能完成

「十二婆姐

陣」主題學

習單 

 

 

◎能瞭解並

實踐演出公

約的內容 

 

 

◎能完成

「我是評

審」學習

單。 

 

 

一、導入活動 

「引起動機」教師身披紅色長布，著黑白紅綠相間紙裙，

頭戴面具及塑膠繩假髮，手持小陽傘，由教室外扭臀以

小碎步進入，並唱頌： 

A-A-ABC—狗咬豬(閩南語)….喔------（以下三輪車跑得

快曲調）重陽婆姐心地好，照顧學生忘辛勞；天天早起

來學校，我們愛你直到老……嘿嘿….愛你一直到很老

----ya！ya！（學童表情……） 

 

「板書」黑白切與黑白舞展演秀 

二、發展活動 

甲、黑白舞大考驗----創意大師 VS 配樂大師 

1.教師示範展演程序（含隊名、婆姐年紀介紹、隊呼歡呼、

演出方式）。  

2.鼓勵學童以民間小吃店「黑白切」概念，創意呈現表演

風格為兒歌可愛型、傳統繞步型或勁歌熱舞型，並依表

演舞步、節奏，選定舞曲音樂，音樂 CD 可自備亦可由

老師提供，演出時同學也可自製音效配合演出。 

3.排練表演流程，教師巡迴各組提供意見、排解紛爭與解

答疑難。 

4.收繳重陽婆姐「黑白舞」表演設計單，並公開抽籤上台

表演順序。 

（二）好戲開鑼了 

1. 各組裝扮妥適，老師強調演出公約的內容： 

（1） 盡情演出:充分準備，放鬆心情，充滿風采與自信

的賣力演出，不可表演危險動作。 

（2） 做個好觀眾：安靜、專心欣賞，保持風度，不隨

便走動、說話，不干擾同學演出。 

（3） 熱情鼓勵：您的專心觀賞與熱情鼓掌，是對表演

者最大的鼓勵。 

2.依抽籤順序，各組上台演出，演出程序為：介紹隊名、

婆姐年紀→隊呼→演出→全體謝幕。 

3.各組演出時，台下觀賞同學完成「我是評審」學習單（附

件三）。 

4.接受表揚：各組組長上台，接受每位同學所認定今日綜

六節 

240 分

鐘 

教師：創

意婆姐裝

扮 

色膠帶 

音樂 CD 

 CD 錄放

音機 

麥克風 

 

 

學生： 

演出服裝 

道具 

音樂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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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心得

並整理、歸

建場地道具

與器材 

 

 

 

◎能瞭解演

出程序、體

驗演員感覺

並分享心得

感受 

 

 

 

 

 

◎能思考表

現新時代婆

姐角色功

能，進而培

養關懷他人

之精神，成

為他人生命

中的貴人 

合表現最優秀的----WINNER 獎卡。  

三、綜合活動----來自心海的消息 

（一）心得迴響----課程回饋 

1.以本單元課程內容，教師向同學提問：（舉手回答） 

(1) 你（妳）覺得本單元所進行的各項活動，覺得（有

趣；有些乏味）？ 

(2) 你（妳）參與演出時，心裡覺得（緊張；一點點；

不會緊張）？ 

(3) 日後是否希望老師設計、實施類似課程（希望；

還好；不要）？ 

(4) 若有類似表演課程實施，妳希望設計什麼性質的

表演（跳舞；走秀；戲劇演出）？ 

2. 完成並繳交「學習活動評量表」、「我是評審」學習單。 

（二）我愛婆姐----新婆姐漫畫造型設計 

1.配合後現代解構思潮，解構傳統婆姐之定位，進行心目

中理想新婆姐造型設計。 

2.構思時代變遷與科技影響，賦于婆姐新生命，完成設計

單內容（附件五）。 

「提示」 

1.演戲前應營造無壓力的快樂學習氣氛，教師應提醒並鼓

勵同學----人生如戲，能勇敢而自信的上台參與演出就是

最好的演員。更換服裝時應限定時間並統一進行，活動

進行時老師也應隨時注意學童動態，避免部分同學因上

台壓力躲到角落或乾脆請假不到校上課。 

2.預演時可能因吵雜而干擾他班上課，可尋找類如活動中

心等較大場地實施。 

3.演出時，學童可能因隨著演出的精采或沈悶而表現出興

奮或不耐的神情，甚至干擾演出，老師應隨時提示演出

公約的內容，而「我是評審」學習單活動之進行則有助

於提升學童上課之參與。 

4.新時代婆姐造型設計課程，旨於提供學童對新時代婆姐

角色功能之思考機會，進而能培養關懷他人之精神，成

為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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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設計（參閱「傳統藝起來」及「戲劇臉譜有變化」之 powerpoint簡報教學） 

五、教學評量（參閱重陽婆姐「黑白舞」學習活動評量表） 

六、課程學習分析與作品示例 

 

     
1.由平面卡紙到立體面具，製作過程    2.婆姐面具製作，需能搭配角色個性 
繁複，如何讓學童保持創作興趣與     與年齡，鼓勵學童多採擴散性思考 
耐性，需要老師適當引導。          ，能製作出獨特且具個人創意作品者 

為佳！ 
 
 
 
 

     
3.「老師，服裝道具都準備好了------   4.「因為我們變身後的婆姐都長得不 

我們想要表演了啦！」營造愉快的     一樣，所以才『傳奇』」，藉由親身 

學習氣氛，可以有效克服學童上台     的實作與展演，培養學童關懷與解  

表演的壓力！                       決鄉土問題的能力，是鄉土藝術教 

育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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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唉呀！好棒的舞台，有點恐怖呢！   6「.婆姐們，OK 了嗎？音樂就要響 
」，群眾前展示自己的肢體語言，需要     起！」，透過對個案及弱勢學童的 
相當的勇氣，透過統整藝術活動的實      照顧，有助合作學習目標之達成， 
踐，累積成長經驗，進而達到生活與      提升情意教學內涵。 
藝術相結合的目標。           
 

 

 

 

    
7.婆姐陣是以歌舞演故事方式，在神    8.「我們是勇敢的好婆姐，打擊犯罪 
格化隊伍行進間，發揮婆姐們守護      愛清潔….」，隊呼演出時，學童常因 
鄰里的功能，透過此統整藝術的學習    上台壓力而顯得不自然，然教育的 
有助於傳統藝術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可貴即在於學習與成長，是不是？ 
！ 

 
 
 
 
 
 



 14 

 
 

     
9.「黑白舞」主題取後現代解構思潮  10.「黑白舞」亦取民間小吃店「黑 

解構傳統婆姐之定位，進而思考現     白切」概念，呈現創意的舞台效 

代婆姐新定位，圖中婆姐正跳著彩     果與氛圍，圖中同學既迴旋踢又 

帶舞，看來端莊賢淑。                翻筋斗，創意十足。  

 

 

 

 

 

     
11.「十二婆姐陣目前全省僅存兩團，    12.藉由色彩學上黑白明暗對比與舞 
 可能是台灣目前面臨最大生存危機        台服裝對比色運用，凸顯傳統民 
 的民俗藝陣，未來命運不得而知！」      俗之鮮麗色彩和個性，是本單元 

 透過實際瞭解，學童的表演與學習態      教學重點之一。 
度將更富生命力與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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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台上忙演出，台下欣賞的同學       14.看我的「最新婆姐電動馬達」，保 
有時會干擾演出，「評審單」的運       證您看得「頭昏眼花」！圖中同學 
用，對提升學童的上課參與具有        的賣力和自信演出，為表演藝術作 
很大的幫助。                        了最佳註解。     

 
 
 
 

     
15.「我們是可愛的白髮婆姐隊----       16.圖中同學正於演出前進行相互幫忙   

才三千歲而已，很年輕喔！」透過       著裝，相關課程的順利進行，有賴 

小組的協商與合作學習，中年級學       老師的事前規劃和安排。 

生已能將服裝、道具作適當安排， 

進而提升演出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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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新時代婆姐造型設計，旨在提供    18.作者說：「我是一兆歲的年輕婆姐喔 

學童對新時代婆姐角色功能的思考     ！」畫面中婆姐既時髦活潑又充滿自 

機會，進而能培養關懷他人的精神      信，輕快的色彩，令人感染了愉快氣 

，並成為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氛。 
 

 
 
 
 

     
19.「超人婆姐來囉，專們懲治壞人喔   20.隨著時代演進，十二婆姐似乎快 

！」畫面中主角安排大方有趣，令      被忘記了，但透過實作展演，她將 

人不得不佩服小朋友的豐富想像。      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深處！ 

------遇到困難找我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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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件（含學習單、致導師通知單、演出解說單、學生互評單等，請參閱學習單檔案） 

八、參考資料 

財團法人廣電基金節目錄影帶，民俗藝陣 12，十二婆姐 

教育部(民 92)。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李礽夏、朱純瑩（民 93）。統整藝術教育之實踐----傳統藝陣「十二婆姐陣」於國小藝術與人文課程之運用與教

學。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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