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乎其「劇」 

一、設計理念 

巴洛克是西方藝術史上一場華麗的表現，從建築延伸到藝術、音樂，其精緻細膩、誇張華美的

風格已成為時代性的代表特徵。在音樂上，更是出產了劃時代的特色產物，如大型聲樂曲種--歌劇

（Opera）、宗教性戲劇等，以及推崇情感表達的「情感論」、大小調、主調音樂等，帶給後世極

大地影響。「神劇」是此時期一大重要產出，模式與歌劇類似，屬宗教範疇性的大型音樂創作。 

很多人對於「歌劇」這個名詞會覺得很熟悉，甚至還能舉出莫札特（A. Mozart）的《魔笛》

Die Zauberflöte）等作為例子；然相較於此，對「神劇」就顯得陌生許多。原因可能包括其内容涉

及宗教信仰，非普羅大眾所熟知；再者，其編制龐大、演出時間長、音樂風格又較嚴肅、莊重，導

致在不熟悉作品内涵的狀況下，一般聽眾難以投入時間欣賞和了解。 

讓學生充分認識「神劇」定義和了解韓德爾（G. F. Handel, 1685-1759）《彌寶亞》是本教學

活動的主要目標。為此，教學者希望帶領學生從美術、劇場等不同藝術角度切入，欣賞「神劇」的

藝術價值。透過圖像化解構音樂、「音畫」、劇本改編等課程活動，讓學生從實作中了解《彌賽

亞〉，學會「曲式分析」，拉近對《彌賽亞》的認識，並能發揮創意，結合實事，延伸創作，與他

人合作規劃展演活動，體驗音樂之美。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音樂 設計者 張萬苓、劉怡君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總節數 共 5節，225 分鐘 



單元名稱 「神」乎其「劇」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音 1-IV-1  

能理解音樂符號並回應指揮，

進行歌唱及演奏，展現音樂美

感意識。 

音 1-IV-2  

能融入傳統、當代或流行音樂

的風格，改編樂曲，以表達觀

點。  

音 2-IV-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

各類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

之美。 

音 2-IV-2  

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

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

義，表達多元觀點。 

音 3-IV-1  

能透過多元音樂活動，探索音

樂及其他藝術之共通性，關懷

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核心 

素養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

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J-B2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

術的關係，進行創作鑑賞。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

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

意識。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

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

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學習內容 

音 E-IV-1  

多元形式歌曲。基礎歌唱技 

巧，如：發聲技巧、表情等。 

音 E-IV-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譜法或簡

易音樂軟體。 

音 E-IV-4  

音樂元素，如 :音色、調式、 

和聲等。 

音 A-IV-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 :傳統戲

曲、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

配樂等多元風格之樂曲。 各種

音樂展演形式，以及樂曲之作



曲家、音樂表演團體與創作背

景。  

音 A-IV-2  

相關音樂語彙，如音色、和聲

等描述音樂元素之音樂術語，

或相關之一般性用語。  

音 P-IV-1  

音樂與跨領域藝術文化活動。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藝術領域/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特色，並辨別歌劇、神劇、清唱劇等大型聲樂作品的異同 

2. 能欣賞神劇《彌賽亞》，了解作品架構、歌詞意涵與創作背景。 

3. 能理解〈哈利路亞〉的曲式結構，並以音畫呈現對樂曲的感受。 

4. 能理解西方大小調與「調號」五度循環的概念。 

5. 能演唱歌曲〈憂傷與嘆息〉。 

6. 能與他人合作進行劇本編寫創作，並融合音樂、戲劇進行小組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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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1. 從巴洛克建築的圖片，引導學生說出巴洛克時期的藝術風格和特

色：華麗裝飾、凌亂、對稱性。 

2. 以投影片呈現巴洛克的文字意涵以及時代背景。透過圖片讓學生

理解巴洛克在藝術上的成就，以及對音樂的影響，讓學生思考生

活中是否看過具有巴洛克特色的事、物，並舉例說明。 

二、介紹巴洛克時期的音樂產物 

1. 聲樂曲種：歌劇、宗教戲劇（神劇、受難曲、清唱劇） 

2. 器樂脫離聲樂，產生出獨立的器樂作品 ：室內樂、大協奏曲、鍵

盤樂器獨奏曲、管弦樂曲。 

3. 大小調取代教會調式。 

4. 和聲學的建立。 

5. 情感論 

三、介紹歌劇的沿革以及韓德爾的歌劇作品 

 

課堂觀察 

提問回答 

 

 

 

 

課堂觀察 

提問回答 

 

 

 

 

 

課堂觀察 

 

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1. 介紹義大利、法國、德國、英國歌劇的特色及演變 

2. 概述韓德爾的生平和歌劇上的成就。 

3. 欣賞影片【絕代豔姬】和John Gay 《乞丐歌劇》。了解韓德爾

從歌劇轉向神劇的創作，以及 17 世紀閹伶歌手(Castato)文化。 

四、教唱歌曲 〈憂傷與嘆息〉 

1. 從影片【絕代豔姬】介紹歌曲 〈憂傷與嘆息〉。 

2. 老師改以鋼琴伴奏，以唱名帶唱此曲。 

3. 解釋術語 D.C.al Fine 意思，說明從頭反覆形成 ABA’之三段曲

式結構。 

4. 分段教念義大利文歌詞發音，並舉出義大利母音音特殊念法。 

5. 將歌詞合入旋律中帶唱A段，並點出結束音為 Do，是調C大調。 

6. 指出B段音響的轉變和臨時記號＃g和#d，為a小調和e小調之導

音，調性轉入小調。 

7. 介紹四種小音階形式：自然、和聲、曲調、現代小音階 

五、綜合活動 

1. 齊唱演唱歌曲〈憂傷與嘆息〉 

2. 複習巴洛克大型聲樂作品特色，並預告下週介紹神劇。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l 發下學習單 1，複習韓德爾生平，介紹他在神劇上的成就，讓學

生了解他所奠定的英國神劇形式。 

二、神劇《彌賽亞》創作背景 

1. 介紹韓德爾神劇《彌賽亞》的創作背景。請班上是教徒的學生

分享聖經的故事，加深學生對《彌賽亞》故事情節的認識，理

解「彌賽亞」為救世主之意。 

2. 介紹歌曲＜哈利路亞＞，請同學念出英文歌詞，了解歌詞意

義。 

三、搖滾音畫＜哈利路亞＞ 

1. 播放音樂[福音搖滾版哈利路亞]，讓學生在學習單上畫出內心的

感覺。 

2. 請學生分享作品內容，說明圖畫的意涵即對音樂的感受。 

四、圖畫解構＜哈利路亞＞曲式 

1. 老師以投影片呈現＜哈利路亞＞音樂解構圖，配合音樂說明音樂

之動機音型，以及其變化、組合方式。 

2. 配合解構圖，播放音樂[福音版哈利路亞大合唱]，讓學生了解く

提問回答 

 

 

 

課堂參與 

歌曲演唱 

咬字發音 

 

 

 

 

 

 

 

課堂參與 

歌曲演唱 

 

 

 

 

課堂觀察 

 

 

課堂觀察 

提問回答 

 

 

 

 

學習單 

口語表達 

 

 

課堂觀察 

提問回答 

 

 

 

 

 

 

20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哈利路亞＞曲式結構。 

五、綜合活動 

1．比較巴洛克大型聲樂作品之異同。 

2．請學生以約 50 左右字數描述圖畫內容，並完成學習單，於下週

上課前交回。 

【第二節課結束】 

 

【第三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1. 發下學習單 2 

2. 播放投影片，以圖畫復習《彌賽亞》故事情節。點出劇中重要角

色，並請熟悉聖經的同學補充說明。 

3. 播放影片【國家地理頻道-解開達文西密碼】，讓學生思考聖經

軼事和小說創作的關係。 

二、異質性分組討論 

1. 請學生回答投影片上問題，選擇顏色組。 

Q：如果今天有人要出資拍一部曠世鉅作的戲，你會想擔任以下

哪個角色呢？ 

紅-編劇組  橘-導演組   綠-演員組   藍-造型組   黃-器材組 

2. 根據學生所選組別幫學生貼上該色標簽，然後依據各色人數分

配組別，每組 7-9 人；分配好的組別請小組圍圈坐在一起。 

三、「快問快答」創意聯想 

1. 每組發下白板紙、白板筆以及小鴨便條紙各一份。 

2. 解釋遊戲規則：貼有小鴨便條紙的同學擔任書寫工作，根據提

問，限時1分鐘，進行小組討論。鈴響即停止作答，由另一位同

學由該同學擔任答案解說工作 

3. 提問前，教師對每個問題都需舉例，確認學生聽懂題目意思和

答題方向才開始進行提問，每題計時討論 1 分鐘。 

Q1：請寫出和「耶穌」有關的身份 

Q2：請寫出和「苦難」有關的聲音 

Q3：請寫出和「十字架」有關的場景 

4. 作答完畢請學生分享答案，並計分。 

四、劇本導讀 

1. 發下「那些年」、「新人與新生」劇本範例，帶領學生導讀劇

本，瞭解劇本編寫架構。 

2. 介紹劇本寫作格式內容 

3. 請學生扮演角色，試將情緒融入情境進行讀劇。 

 

課堂參與 

學習單 

 

 

 

 

 

 

課堂參與 

口語表達 

 

 

 

課堂參與 

口語表達 

 

 

 

 

 

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 

口語表達 

 

 

 

 

 

 

 

 

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 

口語表達 

學習單 

 

 

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15 分鐘 

 

 

 

 

 

 

 

 

 

 

10 分鐘 

 

 

 

 



4. 發下學習單，提示學生第五節課將有 5～8 分鐘短劇呈現，並完

成完整劇本，包含：角色分工、服裝、舞台、音效。 

5. 給學生抽籤，每組抽出 3 個《彌賽亞》元素，並以《彌賽亞》為

藍本，耶穌為主角，進行劇本改編。 

 

五、綜合活動 

1. 討論劇本，進行角色分工，並於下次上課交出分工名單和劇本。 

2. 完成學習單並於下週上課前交回。 

【第三節課結束】 

 

【第四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 

以投影片呈現五度圈星座圖，讓學生尋找自己的星座以及對應的調

性，老師以鋼琴彈奏不同調性的校歌，讓學生區別不同調性散發出

的不同音色，進而介紹巴洛克情感論。 

二、調號推演 

1. 請學生在習作本上寫出 C 大調音階，並標示出全音、半音關係。 

2. 老師指示以 G 為起音，請學生按大音階全音半音關係推演出 G 大

調，調號為一個升記號。 

3. 老師指示以 D 為起音，請學生按大音階全音半音關係推演出 D 大

調，調號為二個升記號。 

4. 以此類推讓學生推到 A 大調，調號為三個升記號。5．提示學生

每個調之間的完全五度關係，以此類推可以從升記號推到降記

號，一共 12 個大調。 

5. 老師示範鋼琴演奏《那些年》，提示曲中出現的五度下行和聲進

行，即同大調之五度關係。 

6. 請學生回去在習作本上推完 12 個大調，於下次上課繳交。 

三、劇本創作 

1. 欣賞電影《彌賽亞》片段，了解故事的時空場景、劇情鋪成，以

及音樂特效。 

2. 欣賞影片【半澤直樹】片段、影片【陰屍路】片段，請學生思考

戲劇與現實生活中的關聯和相關議題，探討所傳達的理念和生命

意義，推及如何應對、解決生活問題。 

四、綜合活動 

學生小組討論劇本創作，改編原則為： 

1. 以《彌賽亞》為藍本進行改編，可跳脫原劇情框架，進行創作。 

2. 音效安排至少採用一首西方古典音樂。 

 

 

 

 

 

課堂觀察 

學習單 

 

 

 

 

 

課堂參與 

 

 

課堂參與 

習作 

 

 

 

 

 

 

 

 

 

 

課堂參與 

口語表達 

 

 

 

 

課堂參與 

小組討論 

 

 

 

 

 

 

 

5 分鐘 

 

 

 

 

 

 

5 分鐘 

 

 

 

10 分鐘 

 

 

 

 

 

 

 

 

 

 

20 分鐘 

 

 

 

 

 

10 分鐘 

 

 

 



3. 呈現需完整包含舞台、演員、服裝道具、音效等。 

【第四節課結束】 

 

【第五節課開始】 

一、準備活動 

1. 老師開場介紹今天活動，讓同學抽籤決定演出順序。 

2. 發下「小組自評互評表」和「投票單」讓學生於欣賞演出同時

完成自評互評。 

二、小組戲劇呈現 

三、綜合活動 

1. 老師針對各組優點講評 

2. 同學票選優秀角色、戲劇創作 

【第五節課結束】 

 

 

 

課堂參與 

 

 

 

 

小組呈現 

自評互評 

口語表達 

 

 

 

5 分鐘 

 

 

 

 

30 分鐘 

10 分鐘 

教學設備/資源： 

鋼琴、音樂課本、習作本、電腦、音響設備、投影機、DVD、音樂影音檔、學習單、白板、白

板筆、計時鈴、便條紙、相機、攝影機 

參考資料： 

(一) 專書 

1. 華興版音樂課本(一) 

2. 許鐘榮(2001)。古典音樂 400 年「巴洛克時期音樂史」。臺北:錦繡出版。  

3. 許鐘榮(2001)。古典音樂 400 年「巴洛克的巨匠」。臺北:錦繡出版。  

4. 王美珠(2011)。音樂.文化.人生。臺北:美樂出版。 

5. 張萬苓(2013)。「Rap your rhythm 轉角遇見節奏!」。臺北市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教

案高中組。 

6. 蕭文文。表演藝術教案「100 種說再見的方式」:臺北:萬方高中。  

(二) 網站  

1. 「神劇」(Oratorio)。全人教育百寶箱。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685  

2. 神劇的沿革  

http://content.edu.tw/senior/music/tn_nn/info/info10.htm  

3. 韓德爾與神劇彌賽亞  

http://life.fhl.net/Music/bach/06.htm  

(三) 影片 

影片 1【絕代豔姬】 



影片 2【國家地理頻道-抹大拉馬利亞】 影片 3 【彌賽亞】 

影片 4【半澤直樹】 

影片 5【陰屍路】 

音樂 1【福音搖滾版哈利路亞】 

附錄：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一) 融合不同藝術活動，加深學習印象 

一直以來，古典音樂中上有許多專有名詞、曲種對學生來說都存有冷僻、難懂的印象，也許

聽過卻又似懂非僅。在本次教學活動中，教學者融合視覺、聽覺不同刺激，簡化原本體裁龐大、

風格嚴肅的音樂結構，讓學生從不同角度欣貨神劇；透過圖像化的樂曲分析，讓學生從動手做中

吸收音樂知識，加上結合劇本創作的創作活動，不僅有更多空間發揮創意，自由表現，更能加深

學習印象。 

(二) 透過合作學習，讓學生發揮所長，適性揚才 

本次教學活動中採用「異質性分組」方式，學生先根擦自己興趣選擇職務，再進行分組活動，

每位學生皆有各自的任務，又能依自己興趣和能力發揮所長。從學生自評互評中，可以發現學生

們對於這樣的互動學習深感興趣，透過相互溝通、腦力激盪，不僅激發學生的創造力，產生不一

樣的火花，更能凝聚夥伴之間的感情和成就感。而這次的創作活動，更颠覆了同學間對彼此的印

象，看見了許多深藏不露的特質，使這次的教學更添趣味性、精彩度。 

(三) 時間壓力影響教學細緻度 

本次教學活動的上課時問恰巧碰上學校校慶活動、國定假日以及期末段考，學生身上背有班

際比賽和段考壓力，加上課程有時因休假中斷，影響課程活動的連貫性。教學活動涉及的專業領

域較廣，教學者需花較多時問涉獵美術、表演藝術等專業知識，以充實教學的明確性和專業度。

對於劇場元素和劇本創作的教學可以再安排多一些時間，讓學生建立清楚、完整的劇場概念以及

表演藝術能力，增加教學的精緻性。 

(四) 增加成果發表的完整度和公開性 

本次教學成果由於時間倉促的關係，儘管學生已竭盡全力付出努力，期末呈現表現可圈可點，

本教學者仍認為有許多不足的地方： 

1. 在呈現中的音樂表現可再更豐富，除了原本的音效安排之外，可再增加歌曲演唱的表現。

讓學生有表現歌唱能力的機會。 

2. 本次教學的劇場活動偏重在劇本創作，最後包含戲劇呈現。有劇場概念、劇本編寫教學

說明，卻沒有表演技巧的教學活動，純料讓學生自己摸索、自由發揮。學生擁有天馬行

空的創意和敢演敢秀的表演欲望，教學者可以設計肢體開發或情緒表現的活動，讓學生

體驗戲劇課程，增加教學的完整度。 

3. 本次教學活動僅由學生自行在班上進行成果發表，學生是表演者亦是觀眾，並無對外宣

傅活動。學生在等備活動的過程中已包含表演、服裝道具、聲光特效、舞台布景等完整

表演元素，教學者認為可以增加活動的公開性，學生可自行設計海報、邀請卡等文宣品，

邀請校内師長、同學人班欣賞，共同體驗藝術與美的價值。 

 

 

 



附件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