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第三屆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設計競賽 

 



壹、主題名稱：掌中風雲 

貳、課程說明 

一、 設計理念 

◆  發揚民族戲劇精華˙奠基文化創意產業 

    從古至今，很多教化是透過戲劇的形式來實施，例如傳

統戲劇中有很多忠孝節義的戲碼﹔很多文學是透過戲劇的形

式來創作與產出，如「莎士比亞」如「紅樓夢」已經成為文

學研究的主題﹔很多戲劇事件成為民族英雄的象徵，如三國

演義裡「灞橋挑袍」的關公﹔很多戲劇成為國家文化特色，

如義大利的歌劇、日本的能劇。 

    台灣的掌中戲在國際間享有盛譽，而我這一代更可以說

是在「戲棚下」長大的，我第一次接觸七言絕句是從野台布

袋戲的人物口中吟唱出來的「出場詩」，至今仍深印腦海，可

見戲劇力量入人之深。為了傳承民族戲劇精華，發揚國家文

化特色，統整多元藝術面向，很多教育機構紛相成立掌中戲

社團，或於正式課程中設計掌中戲主題學習，可以視為教學

法的靈活運用。 

    藉由民族戲劇的欣賞與創作，祈為文化創意產業奠基，

並從潛在效益中培育富有藝術修為的未來世界公民。 

◆  欣賞民族工藝之美˙實施立體設計課程 

    以一個美術老師的角度來審視掌中戲木偶，必然會將之

定位為「民族工藝藝術」。它運用了木雕、刺繡等技術，呈現

一個完整的「民族工藝藝術品」。其中運用了木雕、刨光、髹

貼、批土、彩繪、掐絲、錘型、鑲嵌、縫製、刺繡等複雜的

手工技術，雖然每一尊戲偶都有戲劇性格上的「定制」，但因



各家手法風格之不同，每尊作品都別具特色，藝術價值頗高，

早已蔚為藝術收藏。 

    帶領學生進入欣賞掌中戲戲偶之美，可以善加利用網路

資源，或者就地利之便，商借本地戲團所珍藏的戲偶，以數

位相機拍成影像，使用單槍投影的方式來實施。以講述法導

入活動，欣賞傳統戲偶創作流程、認知角色辨認與臉譜藝術，

以環保資材或回收物創作來實施技能實作單元。 

    視覺藝術的類別，概略可分為平面美術與立體美術，在

這樣的架構裡，實用性雕塑（即本課程中的偶頭實做單元）

隸屬在立體美術的階層下。這個階層還包括產品設計、包裝

設計、舞台設計、建築與室內設計…等等，應用性與衍展性

最大，適合在國中階段開始實施欣賞、認知與實做。 

    更有甚者，民族工藝技術與科技產業有相輔相成之功，

從工業科技歷史面向觀之，早期的科技成就泰半發軔於工藝

技術。我們做了大膽的假設：實施這樣的課程，植基於「從

做中學」、「從學中思」的精神，訓練了精巧的雙手，將有助

於學生性向的探索，立體設計能力的啟發與科學技術的輔佐。 

設計原則                                

◆  配合學校本位課程：「掌中風雲」主題學習 

    本校在藝術與人文領域裡，以主題學習的原則設計了「掌

中風雲」學校本位課程，成為每個學年度七年級富有特色的

學習課程。 

◆  落實資訊科技與環保議題融入領域教學 

    為了強化教師的教學技能，使學生獲取最大的學習效

益，落實資訊融入教學的基本精神：教學是核心、資訊是工

具、品質是目標。因此本課程的各個教學單元盡量使用資訊

科技的設備、技能，以及大量運用數位化教材來彌補傳統教

學技能的困境。 



◆  符應「課程統整／專長協同」精神（音樂、美術、表演

三合一教學模式） 

    實施這樣的課程，可採用「教師專長之協同教學」的方

式。美術老師實施雕塑（偶頭實作）、戲服及戲台設計﹔音樂

老師實施傳統音樂認知與戲劇配樂實做﹔表演老師實施戲劇

語言及戲偶操弄或劇本創作。 

◆  結合地方資源或文化特色 

    本校地處潮州崁頂地區，是屏南地區掌中戲重鎮，可引

用的資源相當豐富。設計本課程可以展現地方資源或文化特

色。 

二、 課程目標 

◆  落實藝術人文領域音樂、美術、表演三合一情境學習，  

激發學生多元藝術潛能，開拓鄉土藝術新貌。（探索與表現） 

◆  能從戲偶、佈景（戲臺）、道具製作以及戲偶口白、身段

練習，劇情編演排練中學習完整演出。（審美與理解） 

◆  認知與欣賞立體設計在生活中的意義，導入環保議題，

活用資訊科技，探索新知。（實踐與運用） 

戲偶造型競賽 

得獎學生留影 



 

本課程目標與十大基本能力、階段分段能力指標之對應關係 

課程目標 對應十大基本能力 對應階段分段能力指

標（國中階段） 

對應教學單元目標 

◆  探索與表現 

落實藝術人文領域音

樂、美術、表演三合

一情境學習，激發學

生多元藝術潛能，開

拓鄉土藝術新貌。 

一、瞭解自我與發展

潛能 

1-4-8觀察人群間的各

種情感特質，透過藝

術的手法，選擇核心

議題或主題，表現自

我的價值觀。 

單元二、各有千秋：

欣賞戲偶之美並瞭解

布袋戲為何是國家特

色文化。啟發潛能、

建構自己的價值觀， 

九、主動探索與研究 2-4-3比較分析各類型

創作品之媒材結構、

象徵與思想。 

單元一、布袋戲的故

事：認識台灣幾個知

名的的國寶級布袋戲

表演大師。 

三、生涯規劃與終身

學習 

2-4-1 鑑賞各種自然

物、人造物與藝術

品，從事美感認知與

判斷。 

單元一、布袋戲的故

事：欣賞傳統戲偶之

美。善用網路，養成

主動、深入地學習。 

◆  實踐與運用 

認知與欣賞立體設計

在生活中的意義，導

入環保議題，活用資

訊科技，探索新知。 

六、文化學習與國際

了解 

3-4-1瞭解各族群的藝

術特質，懂得珍惜與

尊重地方文化資源。 

單元一、布袋戲的故

事：認識布袋戲源起

與發展。 

二、欣賞、表現與創

新 

2-4-7 欣賞藝術作品，

並能建構自己的美感

經驗與價值觀。 

單元二、各有千秋：

認識傳統戲偶製作流

程，欣賞藝術精華。 



八、運用科技與資訊 3-4-8整合各種相關的

科技與藝文資訊，輔

助藝術領域的學習與

創作。 

單元二、各有千秋：

認識或分辨布袋戲各

種角色的造型特徵。 

◆  審美與理解 

能從戲偶、佈景（戲

臺）、道具製作以及戲

偶口白、身段練習，

劇情編演排練中學習

完整演出。 

十、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 

1-4-1瞭解藝術創作與

社會文化的關係，嘗

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單元三、我也會做戲

偶：使用環保素材，

按照劇本之角色性格

創作戲偶。 

四、表達、溝通與分

享 

1-4-2 設計關懷主題，

運用適當的媒材與技

法，傳達出有感情的

作品，發展個人獨特

的表現。 

單元三、我也會做戲

偶：能瞭解資源回收

物創作對環保議題的

意義。尊重與欣賞他

人的智慧財產。 

五、尊重、關懷與團

隊合作 

3-4-9透過綜合展演活

動，認識並尊重各種

藝術職業及其工作內

涵。 

單元四、彩排與演

出：能認知整個表演

藝術的執行流程。 

七、規劃、組織與實

踐 

3-4-7綜合不同文化的

表演藝術，以集體合

作的方式，整合成戲

劇表演。 

單元四、彩排與演

出：能瞭解分工合作

及團隊精神的重要

性。 

 



 

三、 教學對象：國中七年級 

四、 教學時數：八節課 

五、 教學領域或科目：藝術人文領域／美術科 

六、 教學單元目標 

教學單元名稱 教學單元目標 

單元一、布袋戲的故事  認識布袋戲源起與發展。（知識） 

 認識台灣幾個知名的的國寶級布袋戲表

演大師。（知識） 

 欣賞傳統戲偶之美。（情意） 

單元二、各有千秋  認識或分辨布袋戲各種角色的造型特

徵。（知識） 

 認識傳統戲偶製作流程。（知識） 

 欣賞戲偶之美並瞭解布袋戲為何是國家

特色文化。（情意） 

單元三、我也會做戲偶  使用環保素材，按照劇本之角色性格創

作戲偶偶頭。（技能） 

 使用回收布料製作戲偶服飾。（技能） 

 能了解資源回收物創作對環保議題的意

義。（情意） 

單元四、 

逗陣來去看戲 

(彩排與演出，必須與表演、音樂教師協同教

學，進行展演。) 

 能認知整個表演藝術的執行流程。（知

識） 

 能瞭解分工合作及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情意） 

 能欣賞與尊重其他同學的藝術創作。（情

意） 



 

七、 課程架構 

 

主題 

 

 

 

 

 

 

 

 

 

 

 

 

 

 

 

 

 

 

 

 

 

 

 

教學 

資源 

 

 

 

 

 

 

時間 

子題 

掌中戲戲偶創作 

 

一、認識布袋戲

的源起與發展 

二、認識布袋戲

的角色與欣賞

戲偶之美 

 

三、以環保素材

創作個人風格

的戲偶 

 

各有千秋 1 節 

 

逗陣來去看戲 2 節 

 

我也會做戲偶 4 節 布袋戲的故事 1 節 

1.認識布袋戲源起

與發展。 

2.認識台灣幾個知

名的的國寶級布袋

戲表演大師。 

3.欣賞傳統戲偶之

美。 

教師：學習光碟或

教學用多媒體簡報

檔案、電腦、投影

機、螢幕、投影機。 

學生：學習單。 

教師：教學用多媒

體簡報檔案、電

腦、投影機、螢幕、

flash 動畫學習單。 

學生：學習單，網

路、圖書資料或照

片。 

教師：示範教學用

影片檔案、電腦、

投影機、螢幕。 

學生：回收素材（蛋

殼、卡紙、膠帶、

樹脂土、布料、針

線）。 

教師：布袋戲戲

臺、道具、燈光、

音效等設備。 

學生：戲偶、劇本、

樂譜、樂器（直

笛）。 

1.認識或分辨布袋

戲各種角色的造型

特徵。 

2.認識傳統戲偶製

作流程。 

3.欣賞戲偶之美並

了解布袋戲為是國

家特色文化。 

1.能認知整個展演

藝術的流程。 

2.能欣賞與尊重其

他同學的藝術創

作。 

3.能瞭解分工合作

及團隊精神的重要

性。 

1.能使用環保素材

創作偶頭。 

2.能使用回收布料

製作戲服。 

3.能了解資源回收

物創作對環保議題

的意義。 

課程

目標 

單元 

目標 

共八節課 



 

 

 

 

 

 

 

 

 

 

 

 

 

 

 

 

 

 

 

 

 

 

 

 

 

 

 

 

 

 

 

教學 

評量 

主要 

教學 

活動 

1.播放多媒體簡報

自製教材：台灣掌

中戲源流與發展。 

2.簡介台灣幾個知

名的的國寶級布袋

戲表演大師。 

3.提示幾個重要網

站，要求學生課後

瀏覽與學習。 

1.播放並講解戲偶

角色分類教學短

片。 

2.播放並講解傳統

戲偶製作流程影

片。 

3.欣賞傳統民族工

藝：木雕戲偶之

美，激發創作靈

感。 

4.學生填寫學習單。 

 

1.講述戲劇構成內

涵(劇本情節分析、

演員科白、舞台要

素、配樂要點)。 

2.學生任務分組進

行彩排與演出。 

3.學生欣賞展演活

動與發表心得報

告。（課後填寫欣賞

學習單） 

1.教師示範以資源

回收材料創作戲

偶。 

2.教師依照實際進

度情況，播放自製

示範教學影片，輔

助教學。 

3.學生依自己所選

定的人物性格來創

作戲偶。 

1.講述教學法 

2.盡量使用多媒體

簡報，例如

powerpoint來呈現教

材，動畫輔助，可

以豐富教材面貌，

加強引起學習動

機。 

1.欣賞教學法 

2.盡量讓學生思考

精緻手工和科技有

相輔相成之功，民

族工藝可以引發科

技進步。 

1.發表教學法 

2.盡量按學生才藝

性向分組展演，讓

所有學生都瞭解：

每一個人都很重

要，天生我才必有

用。 

1.示範教學法 

2.盡量啟發學生大

膽的思考，不要拘

泥或模仿傳統造

型。 

1.課間即席問答 1.課間即席問答 

2.播放 flash 動畫互

動式學習單 

2.撰寫布袋戲綜合

學習單 

1.參與展演分組討

論 

2.參與演出練習 

3.欣賞展演活動與

發表心得報告 

1.參與分組討論 

2.實作練習 

3.使用素材是否符

合環保精神 

教學 

策略 



 

參、教學內容 

藝術與人文主題學習：掌中風華  教案設計 

分科活動名稱： 視覺藝術（美術科） 

布袋戲戲偶設計 

課程目標 ◆  落實藝術人文領域音樂、美術、表演三合一情境學習，  

激發學生多元藝術潛能，開拓鄉土藝術新貌。（探索與表現） 

◆  能從戲偶、佈景（戲臺）、道具製作以及劇情編演排練

中學習完整演出。（審美與理解） 

◆  認知與欣賞立體設計在生活中的意義，導入環保議題，

活用資訊科技，探索新知。（實踐與運用） 

子題(單元名稱) 1 布袋戲的故事 

2 各有千秋 

3 我也會做戲偶 

4 逗陣來去看戲 

年級 七年級 

教學節數 共八節課 

學生先備能力 
一 學生學習起點分析 

1．造型能力：對物件已有立體的觀念，能感知三度空間，

具有素描基礎，能知道線條、造型、空間、肌理…等視

覺藝術的元素。 

2．色彩能力：能分辨何謂色相？何謂三原色？何謂色彩感

情？ 

二 學生資訊能力分析 

3．視窗環境的操作。能文字輸入，檔案的建立、開啟、儲

存。 

4．熟悉上網的基本操作。能利用網路搜尋引擎搜尋資料。 

5．熟悉使用文書作業軟體，進行文件的編輯。 



 

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節

數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能力指標 

單元一、 

布袋戲的故事 

1 1.認識布袋戲源

起與發展。 

2.認識台灣幾個

知名的的國寶級

布袋戲表演大

師。 

3.欣賞傳統戲偶

之美。 

1.播放多媒體簡報

自製教材：台灣掌中

戲源流與發展。 

2.簡介台灣幾個知

名的的國寶級布袋

戲表演大師。 

3.欣賞傳統民族工

藝：木雕戲偶之美，

激發創作靈感。 

4.學生填寫學習單。 

3-4-1 瞭解各

族群的藝術特

質，懂得珍惜

與尊重地方文

化資源。 

單元二、 

各有千秋 

1 1.認識或分辨布

袋戲各種角色的

造型特徵。 

2.認識傳統戲偶

製作流程。 

3.欣賞戲偶之美

並了解布袋戲為

是國家特色文

化。 

1.播放並講解戲偶

角色分類教學短片。 

2. 播放並講解傳統

戲偶製作流程影片。 

3.提示幾個重要網

站，要求學生課後瀏

覽與學習。 

4.播放 flash 動畫互

動式學習單。 

2-4-7 欣賞藝

術作品，並能

建構自己的美

感經驗與價值

觀。 



 

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節

數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能力指標 

單元三、 

我也會做戲偶 

4 1.能使用環保素

材創作偶頭。 

2.能使用回收布

料製作戲服。 

3.能了解資源回

收物創作對環保

議題的意義。 

1.教師示範以資源

回收材料創作戲偶。 

2.教師依照實際進

度情況，播放自製示

範教學影片，輔助教

學。 

3.學生依自己所選

定的人物性格來製

作戲偶。 

1-4-2 設計關

懷主題，運用

適當的媒材與

技法，傳達出

有感情的作

品，發展個人

獨特的表現。 

單元四、 

逗陣來去看戲 

(彩排與演出，必

須與表演、音樂

教師協同教學，

進行展演。) 

2 1.能認知整個展

演藝術的流程。 

2.能欣賞與尊重

其他同學的藝術

創作。 

3.能瞭解分工合

作及團隊精神的

重要性。 

1.講述戲劇構成內

涵(劇本情節分析、

演員科白、舞台要

素、配樂要點)。 

2.學生任務分組進

行彩排與演出。 

3.學生欣賞展演活

動與發表心得報告。 

3-4-7 綜合不

同文化的表演

藝術，以集體

合作的方式，

整合成戲劇表

演。 

 

 

 

 

 

 

 

 

 

 

 

 

 

戲偶造型競賽 

得獎學生留影 



 
教學活動流程 

 

單元一、布袋戲的故事 

一、準備活動 

<教師> 

1．運用書商提供與網際網路蒐集資料。 

2．詳細閱讀並分析相關資料。 

3．準備有關的圖片、電腦、多媒體教材。 

<學生> 

４．利用網際網路及圖書館蒐集相關資料。 

５．紙筆，填寫學習單。 

二、導入活動 

６．教師先佈置教學情境，分享學生蒐集有關布袋戲的 

資料或圖片。 

７．以問答、啟發教學法讓學生說說布袋戲在生活當中

的經驗或樂趣。 

三、展開活動 

８．播放學習光碟介紹台灣掌中戲源流與發展。 

９．認識幾個布袋戲國寶級的表演大師，如黃海岱、李

天祿、許王他們的故事，舉例如黃海岱是「金光戲大

師」，桃李滿天下，許王有「戲狀元」的雅號，至今仍

堅持「原汁原味」的後場音樂，李天祿一生充滿傳奇性，

他的故事被拍成電影。並問學生對國家特色文化的理

解。 

四、綜合活動（含評鑑活動） 

10．填寫學習單。 

11．提示幾個重要網站，瀏覽與學習。學生從網路下載

戲偶影像，作為創作戲偶造型參考。 

12．教師將本單元之活動做歸納整理，並預告下次課程 

應準備之資料。 

文建會網路圖片： 

黃海岱與李天祿 

合影 



教學活動流程 

 

單元二、各有千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 

1．運用書商所提供或當地戲團珍藏戲偶拍成照片。 

2．撰述圖片解說內容，製作多媒體教材。 

3．準備有關的圖片、電腦、多媒體教材。 

<學生> 

４．利用網際網路及圖書館蒐集相關圖片和資料。 

５．紙筆，填寫學習單。 

二、導入活動 

６．教師先佈置教學情境，分享學生蒐集有關布袋戲的 

資料或圖片。 

７．以講述與欣賞教學法帶領學生欣賞傳統民族工藝之

美：「傳統木雕偶頭之美影片」，以激發創作靈感。 

三、展開活動 

８．播放學習光碟介紹布袋戲戲偶角色分類，如生、旦、

淨、丑、雜，其造型特徵。並強調創作戲偶時不要拘泥

傳統。 

９．教師展示戲劇臉譜，依據角色特色，例如白色示「奸

邪」，紅色示「忠義」，黑色示「直率」，等等，講述臉

譜造型的特徵及及臉譜顏色意義。 

四、綜合活動（含評鑑活動） 

10．播放角色分類「猜猜我是誰」flash 動畫，評量學

生認知角色的程度，提高學習趣味。 

11．教師將本單元之活動做歸納整理，並告知下次課程 

應準備之工具材料。 

欣賞戲偶之美： 

潮州新復興戲團提供 



教學活動流程 

 

單元三、我也會做戲偶 

一、準備活動 

<教師> 

1．依據示範教學所需，教師把戲偶創作示範教學步驟

拍攝成片段式教學影片。 

2．以影音剪輯軟體製作影音多媒體教材。 

3．準備電腦、影片教材。 

<學生> 

４．學生準備蛋殼、卡紙、膠帶、樹脂土、布料、針線

等環保或資源回收材料。 

二、導入活動 

５．教師講解資源回收對環境的重要性及資源回收創作

物的好處。同時分析戲偶結構有（１）偶頭（２）戲服

（３）內體。 

６．第一節，教師示範使用卡紙捲成桶狀，膠帶固定成

偶頭脖子。上部放入蛋殼，樹脂土包覆之，即成偶頭結

構體，學生開始操作時，教師播放示範過程的影片輔助

教學（以下皆同）。 

７．第二節，教師示範如何取小塊黏土做出鼻子、耳朵，

以及面部表情。 

三、展開活動 

８．第三節，教師示範如何使用回收布料剪裁成戲服，

並用針線縫製成戲服。 

９．第四節，加強戲服綴飾，增加美觀。 

四、綜合活動（含評鑑活動） 

10．從活動中使學生能瞭解資源回收對環境的重要性。 

11．教師將本單元之活動做歸納整理，並預告下次彩排

及演出。 

12．學生作品觀摩、鑑賞，請學生講述心得。 

製作戲服 

彩繪偶頭 

戲偶造型競賽得獎 

學生留影 



教學活動流程 

 

單元四、逗陣來去看戲 

一、準備活動 

<教師> 

1．教師準備劇本、戲臺、燈光、音效。 

2．音樂表演美術三科教師協同上課。 

<學生> 

４．學生準備戲偶、樂器、樂譜。 

二、導入活動 

５．第一節，教師講解戲劇構成要素，包含劇本、舞台、

演員。 

６． 分析本學期劇本劇情，請同學演練對白及操弄戲

偶身段。 

７．學生按任務編組，講解戲劇演出中每一位成員都是

重要人物以及分工合作、團隊精神的重要性。 

三、展開活動 

８．第二節，布袋戲演出。 

四、綜合活動（含評鑑活動） 

10．學生是否瞭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11．是否瞭解整個戲劇展演流程。 

12．學生演出，其他同學觀摩、鑑賞，並請學生發表心

得，課後填寫「欣賞學習單」。 

校長講評 

謝幕 

 
王六郎演出 

劇照 



 

布袋戲綜合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得分：                

 

壹、選擇題：每題 10 分 

（  ）1‧「布袋戲」名稱的由來（①因為戲偶裝在布袋裡收存②因為最早期的戲

台是由幾片布料圍起來的，外觀像一只大布袋③因為戲服是由布袋縫

製的）。 

（  ）2‧在台灣一般人俗稱的「大戲」指的是（①京劇②布袋戲③皮影戲）。 

（  ）3‧台灣光復後，因應時代的發展，布袋戲的演出加入了聲光電火等特效，

因此產生了另一個別稱叫（①皮猴戲②傀儡戲③金光戲）。 

（  ）4‧哪一位不是近代布袋戲國寶級大師（①李天祿②黃海岱③五月天）。 

（  ）5‧黃海岱的戲團名稱是（①小西園②亦宛然③五洲園）。 

貳、填充題：每題 10 分，請選擇下列圖片上的號碼填入空格。 

1‧生（  ） 

2‧旦（  ） 

3‧淨（  ） 

4‧丑 （  ） 

5‧雜 （  ） 

 

 

 

 

 



 

 

 

 

 

 

 

 

 

 



93 學年度【藝術與人文】掌中戲展演 

劇碼：【王六郎】欣賞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1.請問布袋戲演出時人員的編制為何？ 

答：                               （1）五音口白組 

                    場演師 

                                   （2）操作木偶組 

布袋戲表演 

                                   （3）   場（鑼鼓）組 

                    場樂師 

                                   （4）   場（音樂）組 

2.你最喜歡哪一組的演出，為什麼？ 

答：我最喜歡     （請寫組別代號） 

因為                                                            

3.連連看：請將相關的角色分類與人物名稱連起來。 

答：（分類） 生       旦       淨       末       丑       雜 

 

 

（名稱）漁夫    書生    老伯    值日公曹    小鬼    城隍爺    婦人 

4.中國戲曲表演時有許多象徵性的道具使用（一桌二椅），請問： 

（1）漁夫出場時用哪一個道具作為漁船？  答：                  

（2）婦人投河時用哪一個道具作為懸崖？  答：                  

5.請問：「春遊風草地，夏賞綠波池；秋飲風花酒，冬吟白雪詩。」

是哪一位人物的定場詩？    答：                  

6.請寫出表演時所用到的樂器？（至少三樣） 

答： 

7.請在右邊空白處畫出劇中你最喜歡的人物造型？ 

答：人物名稱              



 

肆、教學評量 

 評量原則：課程設計力求適合多元評量方式，以對應單一科目裡面的個人能

力差異。 

 評量取向：兼顧認知技能情意三個面向，以對應知識取向與技能取向人格特

質之差異性，同時培養賞美情操。 

 評量項目： 【1】課堂表現紀錄（包括即席問答、參與熱誠） 

           【2】學習單呈現能力（請詳本文件第 18、19 頁） 

           【3】教師評量表（請詳附件：布袋戲評量資料夾） 

           【4】學生自評表（請詳附件：布袋戲評量資料夾） 

            【5】作品表現（請詳附件：布袋戲評量資料夾） 

 作品式例：（請詳附件：布袋戲資源照片資料夾） 

 

伍、參考資料 

１． 教育部頒布之九年一貫課程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之課程基本理念、課程目

標、分段能力指標。 

２． 文建會網站 

３． 潮州新復興戲團 

４． 彰藝坊網站 

５． 河洛坊網站 

戲偶造型競賽 

優選作品 

教師：  

教學用多

媒體檔案 

 

學生：學習

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