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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掌中戲（東方文化系列） 

一、基本資料 

（一）學校課程位階：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二）主題名稱：創意掌中戲（東方文化系列） 

（三）適合教學對象：五、六年級 

（四）實施期程：八週 

（五）總教學節數：32 節 

（六）教材來源：自編 

（七）課程設計者：賴淑華、謝依婷 

（八）教學者：賴淑華、鍾東容、王冠文、謝依婷、蘇小菁、王姵文 

 

二、設計理念與背景說明 

（一）設計緣起： 

1.讓藝術教育生活化－ 

台灣社會在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環境的富足漸漸重視生活品質的提升。因此，近 

幾年來各種藝文展演活動頻繁，但卻有無法突破的瓶頸～就是藝文人口有限，願意 

參與大眾藝文活動者仍在少數，究其主因在於教育。民國 89 年修正之藝術教育法第 

十五條「學校一般藝術教育以培養學生藝術知能，提升藝術鑑賞力，陶冶生活情趣 

並啟發藝術潛能為目的」。一般藝術教育主要的目的在於將藝術生活化，把藝術融入 

生活，讓藝術不只是被認定為少數曲高和寡的少數才能接觸。以往坊間的音樂或美 

勞教材偏重技能的學習，因此既使從小學至高中的就學階段中，有許多的藝術教育 

課程，但卻無法使藝術深入生活。我們將生活中的藝術活動融入課程，希望讓藝術 

教育更生活化。 

2.傳統藝術的重要性－ 

  時代的進步、視訊媒體的發達，使全球加速成為一個為無國界的地球村。但也因此

使得許多有藝術價值的文化產物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球主流的流行文化。因

此，世界各地開始為屬於自己民族、自己國家保留具有本土藝術的文化遺產並進一

步傳承。藝術教育的課程因而顯得更加重要。我們在這樣的理念下設計「東方文化

系列－創意掌中戲」，冀望學童透過此課程不僅是瞭解傳統掌中戲之美，更能創造出

屬於新一代的傳統藝術。 

3.豐富的掌中戲文化－ 

掌中戲是中國傳統的表演藝術，因各地方的發展而有不同的風貌。在台灣的掌中戲

有著台灣本土的地方特色，在台灣的舊社會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社會環境的變遷，

使得掌中戲走入歷史，現代的孩子從未接觸的不在少數。在這樣的憂慮下，我們希

望透過一個完整的課程設計，讓孩子不僅是站在豐富的掌中戲藝術的外門看，更能

進一步用孩子的創意，創造一個屬於他們的「創意掌中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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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課程的設計－ 

大約自三年前，大部分藝術與人文領域第一線多數老師仍作美勞、音樂「分科教學」，

尚未普遍做統整時，在永安國小已開始嘗試研究「統整課程」，那時曾研發的相關主

題為「永安掌中戲」，當時是美勞與國語科加上表演活動為主，音樂部分只是讓學生

自由選音樂作表演配樂，所以當時較偏重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但是它是我們藝術

與人文統整課程的「初體驗」，這也開啟了我們教學研究的風氣。教師們經歷三年不

斷的進修與學習成長、糾正缺失、進行教學實驗、省思改良後，後來我們決定提升 

內涵，加上音樂教學的融入，使教材更具完整性和統整性。最後也增添更多創意性

的教學設計與策略，而發展出這次的主題「創意掌中戲」。 

 

       

（二）設計理念： 

1.從傳統出發－ 

從鄉土藝術傳統掌中戲的認識，讓孩子認識屬於自己這塊土地的文化藝術；懂得欣

賞傳統掌中戲藝術之美，進而主動參與相關展演活動。 

2.「創造」、「創意」、「創新」－ 

「創造」是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教育改革不斷的推陳出新，

其中「創造性教學」仍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與地位。這次主題「創意掌中戲」設

計，便是以「創造」、「創意」、「創新」為中心思想，以東方文化為主要探討內容與 

方向，首先以鄉土教材-掌中戲為統整主題，發展出具有「創造」、「創意」、「創新」 

特色的教材。 

3.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體－ 

永安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是以學校所在的環境配合社區特色與人文環境為出發點，

建立屬於本校的學校本位課程架構。藝術與人文課程的研發以學校本位特色為主

體，並觀察本校學生的學習背景，決定課程的方向和主題進而思考要如何達到怎樣

的教學目標。  

      4.現代化、科技化與傳統文化的結合－ 

        永安國小位於台北市，是所擁有現代化、科技化軟硬體設備很好的學校，又因社區

環境、人文、學生、家長的背景偏重西方文化洗禮薰陶較多，所以在課程發展上加

入傳統藝術教材的研發。 

     5.藝術與人文課程的設計－ 

藝術與人文課程結合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三大內容的統整課程設計。「創意掌

中戲」的課程設計以欣賞、鑑賞教學為引子，進一步加入「創意」的內涵，由師生

共同完成一個「創意掌中戲」的主題課程。教師以引導者角色參與教學，而非傳統

的知識傳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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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設計特色 

本教材設計特色分析如下： 

（一）民族性－這次教學設計「布袋戲的傳承與推廣到創新」是以鄉土教材為主題，發

揚傳統文化。 

 

（二）創新性－「創意掌中戲」教學設計結合傳統與創新，從傳統出發布袋戲的認識，

到創新改良，其中較創新部分列舉如下： 

（1）海闊天空的「創意劇本」設計。 

（2）傳統樂器與創作樂器結合。 

 

（三）統整性－課程統整結合了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自然融合，讓兒童自然而

然的學習。 

 

（四）合適性－開發適合國小階段的掌中戲是這次重要目標之一，因傳統布袋戲的製作、

配樂演出…….內容專業，如沒有經過改良設計，對國小階段兒童來說困

難度較高，這次教學設計不斷省思後，是經過簡化與生活化、現代化設

計後發展出來的，這些都是以兒童為出發點，開發出來的教材。 

 

（五）系統化－以循序漸進方式作教材設計，由簡入深，進而加深加廣。 

 

（六）遊戲化－兒童的學習常以興趣為出發，之所以能持續保持動力與毅力，大多含有

「遊戲中學習」的基本要素。「寓教於樂---遊戲教學」的概念下設計的「好

戲開鑼」活動，滿足了兒童遊戲的慾望，而開啟了學習的樂趣。 

 

（七）多樣化－各種形式的「多元評量」、活潑生動的「展演活動」、海闊天空的「創意

劇本」…….，教材設計內容涵蓋面非常多樣化與豐富性。 

 

（八）生活化－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從生活中取材，反映生活背景與事物，常是

教與學的基礎。舉例如下： 

（1）「掌中戲 DIY」戲偶裝飾物應用、底座設計，皆是從生活中取材。 

（2）「創意劇本」的構思，便是從生活事物或事件中找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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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內容與計畫 

(一)主題內容計畫 

 

週 

次 

單元

名稱 
課        程        大        綱 

1 

 

 

掌 

中 

傳 

奇 

＊掌中戲知多少 

一、圖文資料導賞活動 

二、掌中人表演 

三、「資料收集」大家一起來 

 

＊ 咚、隆、鏘 

一、介紹中國傳統樂器 

二、認識鑼鼓經 

三、敲鑼打鼓 

四、敲鑼打鼓來唱歌 

 

2 

創 

意 

在 

掌 

中 

＊有趣的鑼鼓經 

一、唸打鑼鼓經 

二、家也有鑼鼓鈸 

 

 

＊ 現代鑼鼓樂 

一、共同創作鑼鼓樂 

二、分組創作鑼鼓樂 

 

＊ 創意劇本 

一、組討論 

二、戲偶的角色決定

分工 

3 

4 

掌 

中 

戲 

D 

I 

Y 

＊ 我的寶貝戲偶 

一、戲偶製作（一） 

二、戲偶製作（二） 

三、戲偶製作（三） 

四、戲偶製作（四） 

＊ 動手做樂器 

一、樂器的發聲原理 

二、動動手！製作管

樂器 

三、動動手！製作打

擊樂器 

＊ 配樂大師 

一、為劇本配樂 

二、各組工作分配 

三、「創意劇本」製作

完成 

5 

 

6 

7 

 

好 

戲 

開 

鑼 

＊ 戲偶大集合 

一、宣傳海報 

二、戲偶登場 

三、觀戲禮儀 

四、排戲初體驗 

＊歡歡喜喜來扮戲 

一、登台表演 

二、票選活動 

 

＊ 心得迴響 

一、心得與展演活動

記錄 

二、親子分享活動 

 

8 

＊藝術與人文課程每週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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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活動設計與實況 
 

單元活動一：掌中傳奇 
 

學習活動一：掌中傳奇 教學時間：6 節 教學對象：六年級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1-Ⅲ-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技巧。 

2-Ⅲ-6 能區分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2-Ⅲ-7 能理解與詮釋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並表達意見。 

3-Ⅲ-3 能應用各種媒體蒐集藝文 資訊與展演內容。 

藝

術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 

索生活美感。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 

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 

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

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

習

內

容 

表 P-Ⅲ-1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 

視 A-Ⅲ-3 民俗藝術。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音 P-Ⅲ-1 音樂相關藝文活動。 

學

習 

目

標 

1.能認識中國傳統戲曲中的掌中戲，加深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識。 

2.能積極參與團體和分組合作，學習人際互動。 

3.認識中國傳統打擊樂器，體認中國傳統樂器豐富的音響。 

4.學習鑼鼓經的語言程式。  

教      學      活      動 
 

＊掌中戲知多少？ 

一、圖文資料導賞活動 

1.老師利用相關圖片或錄影帶、資料，指導兒童認識東方文化中國傳統戲

曲之一布袋戲，解瞭其中的內涵與趣味。 

2.介紹內容包括：布袋戲演出的形式、戲偶及角色認識、道具認識、故事

與劇本、後場樂器與演奏……等基本認識。 

二、「掌中人」表演 

老師出展示掌中戲偶，並利用掌中人的實際演出，激發兒童遊戲的慾望

與學習的動機。 

三、「資料收集」大家一起來 

開始分組-每班 6 組及合作學習指導。 

1.你知道資料收集的方法哪些嗎？ 

（1）師生討論：發現目前可從圖書、報章雜誌、電腦網路收尋……多方

面收集。 

（2）資料整理法：資料夾形式介紹、封面設計、海報設計..等形式指導。 

 

 

傳統戲偶介紹與  

基本認識。 

  

老師展示戲偶並操

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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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內容與時間：今天起請小朋友利用課後時間收集「掌中戲」相關資料，以 

     布袋戲為主，幾週後將作分享報告。 

 

＊咚、隆、鏘 

一、紹傳統打擊樂器 

介紹傳統打擊樂器的名稱、形狀、構造及簡單的敲擊方法  

二、認識鑼鼓經 

模仿「板鼓、堂鼓、大鑼、小鑼、鈸」發出的聲響，引導出中的代表文

字。 

單皮鼓  「大」、「口」、「叭」    堂鼓   「咚」、「卡」  

大鑼    「匡」    小鑼    「台」、「令」   小鈸    「七」「才」 

三、敲鑼打鼓 

1.依樂器的特色，分別敲擊兩小節的頑固節奏。 

2.學生輪流分別唸打不同樂器之鑼鼓點。 

四、敲鑼打鼓來唱歌 

1.習唱、奏台灣傳統民謠「桃花過渡」。 

2.老師以福佬語指導學生唸熟歌詞，再依節奏習唸歌詞。 

3.老師簡介「桃花過渡」在傳統農村社會的運用。 

4.老師帶領學生一句一句習唱「桃花過渡」。 

5.學生以直笛練習吹奏「桃花過渡」。 

    6.加入鑼鼓樂 

（1）老師將「桃花過渡」的最末一段虛字歌詞的部分加入簡單的頑固節奏，

由學生以拍手的方式練習節奏並唱出完整的「桃花過渡」。 

（2）將頑固節奏加入鑼、鼓、鈸等樂器，引發學生感受中國傳統樂器在傳

統民謠上的運用 

7.合奏練習：由學生分成三組分別演唱歌詞、吹奏直笛及敲奏鑼鼓共同 

演奏「桃花過渡」。 

 

傳統掌中戲的道具

與服裝 

 

 傳統打擊樂器 

 

 

  鑼鼓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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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二：創意在掌中 
 
 

單元活動二：創意在掌中 教學時間：6 節 教學對象：六年級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Ⅲ-5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

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藝

術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

探索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

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 

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 

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

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

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習

內容 

音 P-Ⅲ-1 音樂相關藝文活動。 

音 P-Ⅲ-2 音樂與群體活動。 

音 E-Ⅲ-2 樂器的分類、基礎演奏技 巧，以及獨奏、

齊奏與合奏 等演奏形式。 

音 E-Ⅲ-5 簡易創作，如：節奏創作、曲調創作、曲

式創作等。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表 P-Ⅲ-1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  

學

習

目

標 

1.學習鑼鼓經的語言程式。 

2.基本節奏型，創作鑼鼓樂。 

3 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製作簡易樂器。 

4 學習如何利用音樂的特質，為戲劇配樂。 

5.兒童從傳統的布袋戲認識出發，經過創意改編後，學習設計「創意掌中戲」偶、創意故

事與劇本的初步構思。 

教      學      活      動 

＊現代鑼鼓樂～自編鑼鼓樂 

一、共同創作簡短的鑼鼓經。 

1.指定 8 位同學一人訂出一拍的鑼鼓點，完成兩小節後，全班唸出共

同創作的鑼鼓樂。 

2.全班分成五組，分別代表一種樂器，唸打創作的鑼鼓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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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組創作 

1.分組討論：各組自創 4 小節的鑼鼓樂，並填寫於學習單上。 

2.引導學生依據樂器的音色及敲擊的方式，進行創作。 

3.填寫學習單 

4.分組發表與分享。 

＊「創意劇本」： 

一、資料收集分享報告： 

請學生將收集來的掌中戲相關資料在課堂上做分享報告。 

二、分組討論： 

老師揭示與說明「創意劇本」，並指導兒童進行對傳統掌中戲的創意改

編。重點包括： 

1.學習設計： 

指導兒童不只從傳統民間故事取材，更以童話故事、生活體驗實例、

時事、創意自編故事等多方面思考，做劇本的初步構思。 

2.分工合作指導： 

   每組共有組長、副組長、紀錄、打字、美工等工作項目。 

3.劇本初稿完成： 

 確定故事人物角色、故事內容的名稱、組員、分工合作。 

三、戲偶的角色決定與分工： 

1.每人選擇製作一角色一戲偶。 

    2.回家作業：（1）為自己的戲偶設計草圖。 

              （2）收集戲偶相關裝飾材料備用。 

 

分組討論～自編鑼鼓樂 

 

 

 

 

 

 

 

分組討論～創意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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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三:掌中戲 DIY 
 

單元活動三：掌中戲 DIY 教學時間：14 節 教學對象：六年級 

設 計 依 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1-Ⅲ-5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

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藝 

術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

索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 

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 

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

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 

習 

內 

容 

音 E-Ⅲ-4 音樂符號與讀譜方式，如：音樂術語、

唱名法等。記譜法，如：圖形譜、簡譜、五線譜等。 

音 E-Ⅲ-5 簡易創作，如：節奏創作、 曲調創作、

曲式創作等。 

音 P-Ⅲ-2 音樂與群體活動。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視 P-Ⅲ-1 在地及全球藝文 展演、藝術檔案。 

視 E-Ⅲ-2 多元的媒材技法與創作表現類型。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的

組合。 

學

習

目

標 

1.學習戲偶的彩繪、噴漆與衣服剪裁設計、基本針法等技巧。 

2.學習利用紙黏土製作創意布袋戲偶中的頭、手、腳造形。 

3.學習戲偶的衣服縫製、裝飾設計、基本針法應用等技巧。 

4.學習設計編寫創意劇本，並以電腦打字製作說明表。 

5.學習互相觀摩欣賞他人作品優缺點，並從遊戲中激發各式創意演出動作。 

6.運用樂器的發聲原理製作簡易樂器。 

7.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製作簡易樂器。 

8.運用自製樂器及自編的音樂為掌中戲配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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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我的寶貝戲偶」 

一、製作（一）：進度約完成頭頸、手腳基本塑造與陰乾 

1.頭頸：將適量紙黏土搓勻，先初步形成頭形與頸部，並置於小瓶口容

器上轉動，以食指中指深入整理出頸與肩造形後，再做五官塑造。 

2.手腳：以手捏成形，並以雕塑手法作裝飾刻畫。 

二、製作（二）：進度約完成頭頸、手腳彩繪、噴漆與衣服剪裁設計、基

本針法等技巧。 

1.頭頸、手腳彩繪、噴漆：彩繪時注意角色與色彩表現的關係，可以毛

筆代替水彩筆彩繪細部較佳，接下來噴漆陰乾。 

2.衣服剪裁設計、基本針法：衣服大小以手掌為準，剪裁布時稍大些，

因縫後會縮小一點。基本針法以平針為主，尤其男生較不熟練，需課

後多練習。 

二、製作（三）：進度約完成衣服縫製、裝飾設計與底座製作等技 

巧。 

1.衣服縫製、裝飾設計：繼續上週衣服設計、再度熟練平針針法熟悉度

應用。 

2.頭、手、腳、衣服的接縫完成。 

3.創意底座：製作利用保特瓶裝石頭或沙等重物，加上 2 支竹筷橡皮筋

綁成十字形插入瓶中，可撐起戲偶，使戲偶站立起來方便欣賞。 

三、製作（四）：進度約完成道具製作、裝飾設計完成等。 

1.衣服縫製、裝飾設計：繼續進度，戲偶完成。 

2.道具製作：製作故事中所需道具，鼓勵盡量廢物利用，創意為佳。 

＊動手做樂器 

一、樂器的發聲原理：以問答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不同類別。 

絃樂器（絃鳴樂器） 

管樂器 （氣鳴樂器） 

打擊樂器（膜鳴樂器、體鳴樂器） 

1.學生發表哪一種樂器最容易製作？不同樂器產生之音色為何不同？ 

2.影片欣賞。 

（1）欣賞「破銅爛鐵」中的片段。 

（2）觀後感想：學生發表如何使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變成樂器。 

二、動動手！製作管樂器 

老師利用吸管、底片盒、氣球引導學生製作簡易樂器。 

1.吸管：  

方法一（1）用一般軟質的吸管（非鋁箔包飲料負的吸管），在前端一公分

處剪下一等腰邊 

         （2）口腔呈圓形放入嘴中，含住吸管前端約 2 公分處，用力吹，

即可發出聲音 

 

 

戲偶製作材料準備 

 

利用保特瓶製作戲偶

底座 

 

  
寶貝戲偶設計～小藍

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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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方法二依方法一所製作出來的樂器，在吸管前端以刀片在等距離挖數 

個小洞，即可吹奏出音階。 

方法三將吸管口一端以膠帶沿吸管圓周黏上，再於吸管口 1 公處 

以刀片割一切口，口含住吸管（貼有膠帶的一端），用力吹即有聲

音               

2.氣球：將大氣球剪掉約三分之二，留下含吹氣口的三分之一的部分，將

塑膠管插入氣球吹口中。嘴巴含住塑膠管，兩手拉住氣球末端，即

可吹出聲音。        

3.想一想，學生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可以作管樂器？（例如：人身—口

哨） 

三、動動手！製作打擊樂器 

老師利用紙杯、棉線、竹筷、塑膠瓶、果殼製作簡易打擊樂器 

1.紙杯：  

方法一在紙杯底下戳一小洞，將棉線穿入並在杯口那端打一死結。 

將棉線塗上少量的松香，以食指及大拇指指尖用力磨擦棉 

線，即可發出聲音。 

方法二將方法一所製作的樂器在棉線的一端鬆綁住一支竹筷，以竹筷為軸

心、棉線為半徑，將紙杯以圓形轉動，即可發出聲音。 

2.有蓋塑膠瓶：取一有蓋的塑膠瓶，將小顆粒的種子放入，蓋上蓋子，即可

成為自製的小沙鈴。  

3.硬果殼：將兩張硬紙板裁成長、寬約 8、6 公分，分別在紙板的中間戳兩

個小洞，鬆綁上棉繩。分別在紙板的一面以熱融膠黏上果殼，

將手指夾在棉線中夾動紙板，即可發出聲音。 

4.想一想，引導學生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可以製作打擊樂器？（例如：鍋

蓋 ）   

＊配樂大師 

一、為劇本配樂 

1.依據各組所編之「創意劇本」的故事情節，加上自編音樂自製樂器，

為「創意劇本」配樂，並將配樂加入劇本。 

2.配樂以不破壞戲劇演出的效果，且能增加劇情的張力為原則。不限制

樂器、不限制音樂型式。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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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分配     後場：樂器分配 

三、「創意劇本」製作完成： 

師生共同討論與修正「創意劇本」，指導兒童進行劇本創意改編，分組討論

紀錄後分工，表演時並以電腦說明表打字呈現。 

 

運用吸管自製管樂器 

 

運用氣球自製管樂器 

 

運用紙杯自製打擊樂

器 

 

運用硬果殼自製打擊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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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活動四:好戲開鑼 
 
 

單元活動四：好戲開鑼 教學時間：6 節 教學對象：六年級 

設 計 依 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1-Ⅲ-5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

表達自我的思 想與情感。  

1-Ⅲ-6 能學習設計思考，進行創意發想和實作。 

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容。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2-Ⅲ-5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

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2-Ⅲ-6 能區分表演藝術類型與特色。  

2-Ⅲ-7 能理解與詮釋表演藝術的構成要素，並表

達意見。 

3-Ⅲ-2 能了解藝術展演流程，並表現尊重、協

調、溝通等能力。 

藝 

術 

領 

域 

核 

心 

素 

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

索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 

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 

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

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 

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 

藝-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

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學 

習 

內 

容 

音 P-Ⅲ-1 音樂相關藝文活動。  

音 P-Ⅲ-2 音樂與群體活動。  

視 P-Ⅲ-1 在地及全球藝文展演、藝術檔案。 

視 P-Ⅲ-1 在地及全球藝文 展演、藝術檔案。 

視 E-Ⅲ-3 設計思考與實作。 

表 P-Ⅲ-1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 

表 A-Ⅲ-3 創作類別、形式、內容、技巧和元素

的組合。 

表 E-Ⅲ-2 主題動作編創、故事表演。 

學

習

目

標 

1.學習欣賞藝文展演活動的基本態度和方法。 

2.學習舞台表演的基本禮儀。 

3.體認表演藝術的內涵。 

4.學習心得與展演活動紀錄，並懂得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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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戲偶大集合： 

一、宣傳文宣與海報 

1.「創意掌中戲」展演活動宣傳海報資料製作： 

師生共同討論展演宣傳文宣與海報和圖文資料製作，指導兒童分

組進行，討論後分工，學習展演前的準備工作。 

二、戲偶登場 

1.欣賞教學： 

（1）每人展示努力完成的我的寶貝戲偶，互相觀摩學習。 

  （2）分小組展示和班級展示後，再形成班群展示區，打破班際做觀

摩賞析活動。 

  （3）資料收集展示區：展示內容以學生收集的資料為主。 

2.遊戲時間： 

老師示範戲偶演出基本動作，基本練習外，鼓勵配合劇情，盡量自

由把玩出各式創意動作。 

3.票選最佳戲偶： 

    參觀展示後票選「最有創意造型戲偶」數名，提升學生欣賞能力和

興致。 

三、觀戲禮儀 

1.師生共同討論觀賞藝文展演的經驗。 

2.探討觀賞藝文展演時應有的禮節與態度。 

3.學習欣賞藝文展演活動的基本態度和方法。 

四、排戲初體驗 

各組排演，老師視情況給予指導。 

1.引導學生藉由排戲體會表演藝術的多元性。 

    2.藉由排演的過程，發現問題進一步修改。 

 

＊歡歡喜喜來扮戲 

一、登台演出：每組輪流上台表演，其他同學觀賞並記錄。 

二、票選活動 

1. 全班票選出最佳表演獎、最佳創意劇本獎、最佳配樂獎以   

及最佳團隊合作獎。 

2. 全班共同票選出 1 組表現優良的組別，挑選一全學年之共  

同時間，由八組同學擔綱演出。 

＊ 心的迴響 

一、學習心得與展演活動紀錄：指導兒童記錄本主題課程中的學習心

得，對所學、所聽、所看、所演，有所回顧與紀錄。 

二、親子分享活動： 

1.展演活動邀請家長參觀。 

2.延伸活動：親子把玩戲偶，從休閒娛樂中學習；鼓勵利用假日欣

賞民間掌中戲團體的演出，將藝術學習融入生活。 

 

最佳創意造型戲偶選拔 

 

 
排戲初體驗：分組排戲，

討論角色搭配 

  

排戲初體驗：分組排戲，

討論角色搭配 

  
 登台演出：小藍帽 

  
     表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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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題與展望 

（一） 教學成效 

     1 主題統整---學生學習有系統，深入淺出，多元有內涵。 

2.合作學習---集體創作，增進群我關係成效很好。 

3.鑑賞教學---教師設計教材時，適時適性的融入賞析活動，並以活潑方式引導，學生相

當有興趣，並能啟發新思維。 

4.掌中戲 DIY 中的「我的寶貝戲偶」製作--開始縫製很辛苦，但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

成長，完成後學生學生信心增強有成就感． 

5.自製樂器—從簡單的樂器製作中了解樂器的發聲原理。  

6.教學舞台創意運用---展演舞台選擇校園一角創意發表。如：一張大桌子、一塊大布、

就大功告成。 

7.創意劇本---故事內容五花八門，學生創意十足參與度高。完成的創意劇本種類繁多有： 

            Ａ：仿童話故事及民間故事----小紅帽、武松打虎、關公……. 

            Ｂ：改編童話故事----小藍帽 

            Ｃ：自編----山洞歷險記、三隻貓兄弟、貓探險隊…… 

            Ｄ：時事----柯林頓與日本首相 

            Ｅ：其他----相聲 

8.表演訓練---孩子的多元學習，開啟孩子的多元智慧。 

（二）延伸活動 

本次「創意掌中戲」統整課程，先以藝術與人文領域內的統整為主，在師生教與學

成熟發展後，日後更可發展成領域內統整為主，科際間統整為輔，結合語文、社會、

科技……相關領域做更多元、更豐富的統整教學設計。 

（三）教學後心得： 

1.研發→推廣→深耕： 

（1）研發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統整課程。 

      （2）推廣東方文化與鄉土教材。 

      （3）深耕的力量：兒童像一粒種子，唯有深耕的力量才能使種子不為環境的改變，不

斷的茁壯成長。教師就像位深耕者，能發揮深耕的力量，是教學的智慧。 

2.感動與主動： 

教學多年來，一直在思考一些個問題？師生的教與學活動中 

(1)學生最大的學習動力是什麼？----學習興趣、師長鼓勵、成就、獎勵…… 

(2)老師最大的教學研究動力是什麼？---學習成長、創意、創新、成就、挑戰….. 

這些答案皆是，但另一個潛藏在內心深處的最大最持久的力量是「感動」，有感而動，

孩子就會主動學習，老師也會自動研究。教學過程中師生能體驗到「感動」的力量

時，也必能變成一股「帶的走的能力」，進而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 

(四） 期許與展望 

九年一貫教育改革中，「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面對未來快速的轉變與挑戰，需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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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成長努力與策略。 

1.教師發揮所長並能不斷成長：兼具創作引導與鑑賞教學的能力。 

2.教學計畫編擬方面：能因時因地因環境變遷，靈活自編或改編教材。 

3.教學過程方面：不斷開發「合適性」、「創意性」、「多元性」的評量與策略。 

4.空間的靈活運用：教師不論是在傳統或新學校，應自許是位有創意的教師，應可創意運 

用空間，如開發作品展示區、創造展演學習角等。 

5.具有團隊合作、溝通協調的能力：協同討論增加相互成長機會多，並作教學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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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掌中戲學習單~好戲開鑼  ____年____班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 

●觀看各組的表演，並分項紀錄各組的表現。 

 故事創作 戲偶創作 配樂創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觀摩看各組的表演後，我學習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為偶戲的表演者，也是偶戲觀賞者，以不同的角度想一想，你發現 

  了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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