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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題名稱：希臘的光榮 

貳、課程說明 

（一） 設計理念 

(1) 將「表演藝術」作為教學方法，融入「藝術鑑賞」課程中，以改進傳統藝術鑑賞之缺失— 

由於自己本身為主修視覺藝術之教師，視覺藝術作品的創作方式本來就是由創作者將意象融會於心，再

藉由身體的運作，將無形化為有形的作品。因此，希望讓學生透過藝術品的鑑賞，進而能體會藝術家創作之

心理歷程。但是傳統藝術鑑賞不外乎採用幻燈片播放影像、藉提問與學生討論、學習單的填寫，學生與作品

之接觸僅透過視覺印象，難以深切進入內心、去揣摩、去想像，有時難免興趣缺缺。 

然而，自九十學年度起，表演藝術戲劇教學已納入國民中、小學一般藝術課程教學範圍之內。根據「美

國《國家戲劇教育研究計劃》就「教育性之戲劇」提出說明：戲劇是指任何非正式的戲劇性實作，不是設計

做表演呈現所用，而是做體驗或教育價值所用。(American Alliance for Theatre and Education，1987，p.7)」本段

落選自「張曉華，《創作性戲劇原理與實作》，台北：財團法人成長文教基金會，民 88」，希望能運用其「體驗

或教育價值所用」之原理，將表演藝術的元素融入視覺藝術鑑賞之教學策略中，採用「戲劇的教學技巧」（如：

肢體動作、想像練習…）讓學生「Leaning by doing」，能有深切的體認。 

 

（二） 課程目標 

1. 雕刻家比一比： 

(1) 探索與表現：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

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 審美與理解：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 審美與理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4) 實踐與應用：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2. 雕刻大擂臺： 

(1) 【探索與表現：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

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 審美與理解：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3) 審美與理解：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時代、社會

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4) 實踐與應用：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 雕像也瘋狂： 

(1)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

情感與價值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3) 3-4-10 透過有計劃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三） 教學對象：國中一年級（七年級）學生 

教學年段：一年級下學期（七下） 

（四） 教學時數： 

(1) 總節數：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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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節次分配： 

子題名稱 活動名稱 節次分配 

〈一〉雕刻家比一比 
我是雕刻家 1 節 

進化的雕刻 1 節 

〈二〉雕刻大擂臺 
會動的雕刻 1 節 

希臘雕刻史 1 節 

〈三〉雕像也瘋狂 
希臘神話故事 2 節 

有話要說的雕刻 3 節 

 

（五） 教學領域或科目：藝術與人文領域—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 

（六） 教學單元目標： 

1. 雕刻家比一比： 

(1) 透過肢體動作的模仿，學習敏銳的觀察。 

(2) 透過鑑賞，了解雕刻的源起與發展。 

(2) 介紹早期(古拙時期)希臘雕刻之特色。 

2. 雕刻大擂臺： 

(1) 透過想像、模仿與實際表演，了解希臘雕刻中的人體結構與情感表現。 

(2) 透過鑑賞，了解希臘雕刻的源起、歷史文化、與發展。 

3. 雕像也瘋狂： 

 (1) 將希臘神話故事中重要情節做出四個分鏡，並以靜態肢體動作演出，來介紹希臘神話故事。並藉由

實際的表演來體會故事中的人物情感與精神。 

(2) 藉由觀察希臘人物雕刻的動作姿態，發揮想像與創意，共同創作出故事。 

（七） 課程架構： 

 

 

 

 

 

 

 

 

 

 

 

 

 

 

 

 

 

 

雕刻家比一比 

希臘的光榮 

雕刻大擂臺 雕像也瘋狂 

觀察與模仿 體驗與比較 想像與創作 

【主題】 

【子題】 

【教學】 

【資源】 

教師：輕便服裝 

各種曲風 CD 

CD player 

單槍投影機 

      筆記型電腦 

學生：輕便服裝 

教師：單槍投影機 

      筆記型電腦 

      輕便服裝 

各種雕像主題籤 

學生：輕便服裝 

 

教師：學習單  

輕便服裝 

學生：輕便服裝 

希臘神話故事一則 

一張八開圖畫紙 

剪刀、膠水 

【單元重點】 

【主要】 

【教學】 

【活動】 

1. 我是雕刻家★ 

2. 進化的雕刻 ◆ 

1. 會動的雕刻◆★ 

2. 希臘雕刻史◆ 

1. 希臘神話故事★＊ 

2. 有話要說的雕像◆★ 



 3 

 

 

 

 

 

 

 

 

 

 

 

 

 

 

 

參、教學內容 

主題 希臘的光榮 教學對象 七年級 

子題 

(1) 雕刻家比一比       →表演、視覺 

(2) 雕刻大擂臺         →視覺、表演 

(3) 雕像也瘋狂         →視覺、表演、音樂 

教學節數 9 節 

子題一：雕刻家比一比                                  表演、視覺 

活動一：我是雕刻家 

‧ 教學目標：透過肢體動作的模仿，學習敏銳的觀察。  

‧ 能力指標：1-4-2、3-4-9 

‧ 時間分配：〈導入活動：音樂按摩〉3 分鐘。〈發展活動：我是雕刻家〉37 分鐘。〈綜合活動〉5 分鐘。 

‧ 教學資源：〈教師〉：各種曲風 CD、CD player、輕便服裝。〈學生〉：輕便服裝。 

‧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好各項教學資源。〈場地〉：將桌椅搬至走廊上，教室清空，地板鋪上體操用薄軟墊。 

教學過程 教師提示或示範 學生活動情形 評量 

(1) 導入活動： 

教師播放音樂，並請學生隨者音樂的

旋律、節奏快慢或是曲調輕重…等，

輪流相互為對方按摩。 

 

 

 

 

 

a. 教學目的：國中時期的學生正值青春

期，注重自己在別人心中的形象，一

聽到要上表演課，可能會很放不開，

所以兩人一組的隨音樂律動按摩，可

解除緊張氣氛。 

b. 教學重點：放鬆 (身體、情緒的) 

c. 教師先將全班分成兩人一組、每組同

學分為甲、乙兩方，請所有的甲方先

順著音樂為乙方按摩。 

d. 教師要提示同學不可太過用力傷害

對方。 

e. 大約一分多鐘後可兩方交換。 

學生會覺得很有趣，

可以開對方玩笑；即

使學生並沒有按照音

樂來作按摩也沒有關

係。只要因此達到肢

體與心情放鬆的目的

即可。 

 

附註說明：◆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音樂 

【教學】 

【策略】 

【重點】 

1. 充分的觀察 

2. 精確的模仿 

1. 情境的想像 

2. 角色的內心台詞 

1. 動作的聯想 

2. 劇情強調符合主題 

【評量】 

1. 實作評量：觀察力、

模仿與表現、團體配

合度。 

2. 課堂問答評量。 

1. 實作評量：想像力、表現

力、互動能力、團體配合

度。 

2. 課堂問答評量。 

1. 實作評量：想像力、表

現力、互動能力、團體

配合度。 

2. 作品評量：想像力、創

意、作品完成度、角色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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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活動： 

‧ 教師將全班同學分組，一組三人。 

‧ 教師說明活動規則： 

a. 每一次由二組同時上台參與活

動，其他同學在台下當觀眾兼「找

碴大隊」。 

b. 每組（三人）同學自行決定自

己所要扮演的角色→【雕塑家】、

【模特兒】、【石頭】。 

c. 老師會說明要雕刻的題目，由

各組的【模特兒】先擺出指定的

題目的動作，再由【雕塑家】協

助【石頭】完成。 

d. 【石頭】的動作及神情要完全

與【模特兒】相同才行。 

e. 台下的「找碴大隊」要協助「找

碴」，讓【石頭】完全與【模特兒】

相同才行。 

f. 輪流上台直到所有組別都輪過

為止。 

a. 教學目的：透過肢體動作的模仿，學

習敏銳的觀察。 

b. 教學重點：仔細觀察、精確的模仿。 

c. 教師提示： 

(1) 要向「找碴大隊」強調只要【石

頭】的動作及神情完全與【模特

兒】相同即可，不要吹毛求疵，

抓太小的細節。例如：鞋帶的綁

法不一樣、錶面的位置不一樣，

髮線的分法不同…等。 

(2) 教師要注意各組表演呈現的時

間控制，避免拖太長。另外，要

注意所有台下學生的參與情形

與秩序。 

d. 表演的題目： 

‧運動員類：滑冰選手、拳擊手、職

棒打擊手、網球選手 

‧動作類：使用吸塵器、洗澡者、腳

受傷者 

‧情緒類：中樂透、非常悲傷 

e. 訂定這些題目的目的：為了配合接下

來的【子題二、活動一：會動的雕刻】

所做的準備。 

‧有的組別的【模特

兒】較害羞，做出來

的動作未能確實符合

主題。這時也沒關

係，只要【雕塑家】

能協助【石頭】做出

與【模特兒】相同的

動作即可。至少【雕

塑家】與【石頭】能

達到本單元的教學重

點：仔細的觀察、精

確的模仿。 

 

‧實作評量： 

  項目： 

(1) 觀察力。 

(2) 模仿。 

(3) 配 合 主 題

的表現力。 

(4) 團 體 配 合

度。 

(3) 綜合活動： 

‧ 教師請學生坐下來，並且分享這個活

動的想法。 

‧ 選出【最佳模特兒】、【最盡責石頭】、

【觀察最仔細的雕塑家】。 

‧ 教師總結。 

 

 

 

‧ 學生通常都表達

「很累」、「要忍耐

很 久 」、「 很 好

玩」、「評審太挑剔

了」…等。 

 

 

活動二：進化的雕刻 

‧ 教學目標：(1)透過鑑賞，了解雕刻的源起與發展。(2) 介紹早期(古拙時期)希臘雕刻之特色。 

‧ 能力指標：2-4-5、2-4-7 

‧ 時間分配：〈發展活動：進化的雕刻〉40 分鐘。〈綜合活動〉5 分鐘。 

‧ 教學資源：〈教師〉：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輕便服裝。〈學生〉：輕便服裝。 

‧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好各項教學資源。〈場地〉：一般教室、將講台移走。 

教學過程 教師提示或示範 學生活動情形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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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活動： 

a. 教師播放蘇美人的小雕像《拜神

的信徒》、《埃及中王朝時期木雕

人像》與希臘古拙時期《科拉斯

（Kouras 青年）像》先請學生做

比較，然後說明雕刻的大進步。 

b. 介紹早期(古拙時期)希臘雕刻之

特色。 

c. 教師說明希臘歷史背景及文化

特色所造成的希臘人像雕刻大

進步。 

(2) 綜合活動： 

a. 教師複習今日課程重點，並強調

藝術風格的改變並不是偶然，而

是與社會文化的變遷息息相關。 

b. 強調藝術家追根究底探索事物

本質、及突破困境、堅持進步的

精神。 

c. 將今日課堂所學的重點記錄下

來（至少 100 字）。 

教師提示：對應的 PowerPoint 教材及授

課講義(見附件一)。 

 

 

 

 

 

 

‧發展活動 a： 

(1) 蘇美人的小雕像特色為：造型生硬

而古拙、直筒形的身體。 

(2) 埃及雕刻之進步為人像可以以雙腳

站立。 

(3) 希臘雕刻之進步有三：表情(古拙時

期之微笑)、體態(軀幹各不肌肉相

互連結之關係)、平衡感(腳指、膝

蓋之刻畫，完美身材無多餘肌肉、

手臂也無靠在軀幹上)。 

‧發展活動 b： 

(1) 古拙之微笑 

(2) 歇腳的站立 

(3) 代表作品：《科拉斯（Kouras 青年）

像》。 

‧發展活動 c： 

(1) 城邦興起，個人地位提昇 

(2) 重視人類個體性的存在和價值 

(3) 此時的藝術家創作不再以追隨任

何公式為滿足 

 

‧能確實參與觀察各

個時期雕像的特徵與

不同，回答踴躍。 

‧對於希臘古拙時期

《科拉斯（Kouras 青

年）像》的人體結構、

肌肉紋理的逼真程度

感到驚異。 

‧能瞭解形成藝術作

品演進的重要原因，

以及藝術家追根究底

探索事物本質、及突

破困境、堅持進步的

精神。 

 

(1) 課堂問答評

量。 

(2) 學生紙筆自

評。 

子題二：雕刻大擂臺                                   表演、視覺 

活動一：會動的雕刻 

‧ 教學目標：透過想像、模仿與實際表演，了解希臘雕刻中的人體結構與情感表現。 

‧ 能力指標：1-4-2、3-4-9 

‧ 時間分配：〈導入活動：木頭人的散步〉3 分鐘。〈發展活動：會動的雕刻〉30 分鐘。〈綜合活動〉12 分鐘。 

‧ 教學資源：〈教師〉：各種曲風 CD、CD player、輕便服裝〈學生〉：輕便服裝。 

‧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好各項教學資源。〈場地〉：將桌椅搬至走廊上，教室清空，地板鋪上體操用薄軟墊。 

教學過程 教師提示或示範 學生活動情形 評量 

http://home.kimo.com.tw/hct06157/4-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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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入活動： 

a. 將全班分成兩組，一組先進行活

動。 

b. 說明規則：教師會播放音樂，請

先參與活動的那一組同學在教

室裡面隨意走動（盡量與別人的

路線方向不同），但是每碰到一

個人，就要與他擊掌問好。音樂

停、肢體動作就要維持原狀停

住。 

c. 一組結束就換下一組。 

d. 下一組所有規則皆相同，只有在

「擊掌」部分換成「握手」。 

教學目的：簡單的暖身、放鬆與專注練習。 ‧學生能如預期的放

鬆肢體與心情。 

‧大部分的同學能在

音樂停止時，就停止

動作並維持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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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活動： 

a. 將學生分成六組，並給每一組抽

一個希臘雕刻作品名稱的籤。 

b. 說明規則： 

‧ 學生分成六組，每一組上台表演

所抽到的題目給其他組別猜。但

是每一組的表演需分成兩階

段，第一階段是「靜態動作」(無

台詞、無音效)，靜態動作做完就

先讓觀眾猜，猜對的同學加兩

分。 

‧ 第二階段是「動態動作」（可加

台詞與音效），猜對的同學加一

分。 

‧ 不管同學的作答情形，每一組表

演組皆要表演兩階段。 

‧ 每一組第一階段參與表演的人

數是一人。(因為是在表演單獨一

尊的雕像) 

‧ 每一組第二階段參與表演的人

數不限，可加入劇情，時間為一

分鐘。 

‧ 每一組將「雕像」擺好的時間是

十秒。 

‧ 第二階段的表演，結尾需停格為

靜止畫面。（意思是在結束的地

方，停住動作） 

c. 給各組 2 分鐘準備時間。 

d. 每組上台表演。 

 

 

 

 

 

 

 

 

 

 

 

a.教學重點：情境的聯想幫助主題的表達。 

b.希臘雕刻作品名稱的籤的題目： 

 

 

 

 

 

(1)《馬車夫像》(2) 《擲鐵餅者》 

 

 

 

 

 

(3) 《持槍者》(4)《拭汗者》 

 

 

 

 

 

(5) 《瀕死的高盧人》(6)《勝利女神像》 

c.教師提示： 

‧規則要強調清楚，尤其是以下兩條： 

(a) 每一組第一階段參與表演的人數

是一人，因為是在表演單獨一尊的雕

像。(b) 每一組第二階段參與表演的人

數不限，可加入劇情。 

‧必須在各組準備時間內到各組去訪

視，必要時提供意見。 

‧提醒所有同學：雕像並不只是呈現一

個單一動作，而是發生在一個情境當

中，只是時間在那一刻停止、剛好停

在那個動作上。所以，整個情境的聯

想可以幫助主題的表達。才不會落入

刻板印象，做出沒有真實感的動作。 

‧在每組第二階段的表演結束，停格成

靜止畫面時，向一個一個表演者隨意

提問。例如：問演員《馬車夫》正趕

著去哪裡…等。 

‧學生能瞭解情境的

聯想幫助主題的表達

的學習重點。雖然有

些動作的表現力有待

加強，但能說出大概

的情境。針對教師的

隨意提問，能有合理

想像的回答。 

實作評量： 

(1)想像力 

(2)表現力 

(3)互動能力 

(4)團體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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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活動： 

a. 公佈所表演的希臘雕刻圖片給

各組，並請各組依照圖片中的雕

像動作再輪流上台表演一次。 

b. 每組表演雕像動作時，教師將圖

片用單槍投影在螢幕上（或是將

圖片貼在黑板上也可）。 

c. 發表意見及討論。 

d. 特別討論《擲鐵餅者》，請學生

猜測真正的擲鐵餅方式與雕像

之差異，以及用雕像的方法擲鐵

餅可能發生之問題。 

綜合活動： 

‧特別針對那個雕像的「情境」提問，

例如：從《持槍者》的動作來看，他

的心情如何？如果他是個比賽擲標槍

的選手，他現在的狀況應該是比賽

前？比賽中？還是比賽後？為什麼？ 

‧對於教師的提問，

學生會很仔細的觀察

圖片。 

課堂問答評量。 

活動二：希臘雕刻史 

‧ 教學目標：透過鑑賞，了解希臘雕刻的源起、歷史文化、與發展。 

‧ 能力指標：2-4-5、2-4-7 

‧ 時間分配：〈發展活動：希臘雕刻史〉40 分鐘。〈綜合活動〉5 分鐘。 

‧ 教學資源：〈教師〉：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學生〉：紙、筆。 

‧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好各項教學資源。〈場地〉：一般教師。 

教學過程 教師提示或示範 學生活動情形 評量 

(1) 發展活動： 

‧教師播放 PowerPoint 教材，並講述

希臘雕刻史。授課教材請(見附件二)。 

(2) 綜合活動： 

‧教師複習今日課程重點。 

‧填寫學習單(見附件三)。 

‧將全班分成六組。 

‧交代回家作業，下次上課時帶來：

每組找一則希臘神話故事及符合那

則故事氣氛的背景音樂。 

教師提示：PowerPoint 教材中有幾組希

臘雕刻不同時期作品的比較，可請學生回

答作品的異同。 

能說出並比較希臘雕

刻不同時期作品的異

同。 

‧課堂問答評量。 

‧學習單評量。 

子題三：雕像也瘋狂                            表演、視覺、音樂 

活動一：希臘神話故事 

‧ 教學目標：將希臘神話故事中重要情節做出四個分鏡，並以靜態肢體動作演出，來介紹希臘神話故事。並藉由實際的

表演來體會故事中的人物情感與精神。 

‧ 能力指標：1-4-1、1-4-2、3-4-10 

‧ 時間分配：〈導入活動：故事大綱分享〉3 分鐘。〈發展活動：希臘神話故事〉37 分鐘。〈綜合活動〉5 分鐘。 

‧ 教學資源：〈教師〉：CD player、輕便服裝〈學生〉：輕便服裝、希臘神話故事一則。 

‧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好各項教學資源。〈場地〉：將桌椅搬至走廊上，教室清空，地板鋪上體操用薄軟墊。 

教學過程 教師提示或示範 學生活動情形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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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入活動： 

a.各組輪流上台簡述準備的希臘神話

故事。 

(2) 發展活動： 

a. 教師說明活動規則： 

‧將希臘神話故事中重要情節做

出四個分鏡，並以靜態肢體動

作演出，可加旁白及背景音

樂，但是表演者不要加對白。 

‧各組準備時間為兩分鐘。 

‧演出時間為三分鐘。 

b. 各組輪流上台演出。 

(3) 綜合活動： 

a. 發表意見及討論。 

b. 選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分鏡、

以及最佳旁白。 

教師提示： 

導入活動： 

‧ 若學生準備的故事較不為人所熟悉，可

請那一組敘述詳盡一點。 

‧ 教師事前先準備幾個希臘神話故事備

用，若出現沒有準備的學生可供其使

用。 

發展活動： 

‧ 所選擇的分鏡及演出者的動作，必須要

具代表性、說明性、強烈。 

‧ 提醒學生注意畫面的空間分佈（就像在

拍照一樣，務必每個表演者都進到畫面

裡）、及觀眾所在位置（不要背台）。 

‧ 討論的情形可能會太久，教師可提醒時

間及相關協助。 

 

‧學生的演出畫面的

空間分佈及主配角關

係的配置能力較弱。

教師可快速檢討上一

組演出組，給下一組

做參考。 

‧實作評量： 

(1) 想像力 

(2) 表現力 

(3) 互動能力 

(4) 團體配合度 

(5) 空間配置 

(6) 課前準備（希

臘神話故事

的準備） 

活動二：有話要說的雕刻 

‧ 教學目標：藉由觀察希臘人物雕刻的動作姿態，發揮想像與創意，共同創作出故事。 

‧ 能力指標：1-4-1、1-4-2、3-4-10 

‧ 時間分配：〈導入活動：課程規則說明〉3 分鐘。〈發展活動：有話要說的雕刻〉122 分鐘。〈綜合活動〉10 分鐘。 

‧ 教學資源：〈教師〉：學習單〈學生〉：2 人一張八開圖畫紙、剪刀、膠水、細黑色簽字筆。 

‧ 準備活動：〈教師〉：準備好各項教學資源。〈場地〉：一般教室、每兩張桌子並在一起。 

教學過程 教師提示或示範 學生活動情形 評量 

(1) 導入活動： 

a. 課程規則說明：教師發放學習單（每

組可重複多印幾張、或放大縮小）

(見附件四)，請各組（2 人一組）以

學習單上的人物為主角、根據其姿

態，編寫劇本；並剪貼組成漫畫。 

b. 劇本來源可自編或改編。 

c. 劇本的主題為：親情、愛情、友情、

或勇氣。 

(2) 發展活動： 

《有話要說的雕刻》作品製作。 

(3) 綜合活動： 

a. 各組漫畫發表並評選優良作品。 

b. 希臘雕刻藝術總結。 

教師提示： 

‧ 雕像圖片的背景要去除。 

‧ 漫畫分鏡要具閱讀性、順序要清楚。 

‧ 每張雕像圖片至少要完整的出現一

次，其他可視劇情需要改變形狀，例

如：截肢或外加線條。 

對於編劇較傷腦筋，

但是對於幫圖片設定

形象及變化造型感到

有趣。 

‧作品評量： 

(1)作品完整度(2)

作品的美感(3)閱

讀性的編排(4)劇

情創意 (5)雕像角

色使用的創意(6) 

團體互動與配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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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量 

(1) 主要評量項目、方式、策略： 

‧ 學生在上課前要準備一本筆記本，作為「藝術與人文課活動記錄本」。 

‧ 要繳交的學習單作業採用黏貼或是自行抄寫的方式記錄在上面，每一次的作業都要在開頭註明(1)日期(2)上課內

容簡介或重點（約 30 字即可）(3)評量項目（每一項最多 10 分）(4)其他（5）老師評語。 

‧ 老師在上課前會將下次上課會出現的評量內容貼在班級公佈欄上以及藝文領域網頁，請學生先行抄寫。（為了減

少油印油墨的污染） 

‧ 為了培養學生為課前做預備的習慣。 

‧ 要做文字書寫的部分不會太冗長：學生會有一種上課有活動一定不是好事，等一下一定要寫很多學習單的心態，

所以文字部分減少，取精華部分即可，其他評量在上課當中即可在互動中觀察出來。 

子題 活動 評量方式 項目 策略及原因 

（一）

雕刻家

比一比 

我是雕刻家 實作評量 
(1) 觀察力(2) 模仿(3) 配合主題的表現

力(4) 團體配合度 

配合單元教學目標 

進化的雕刻 

課堂問答評量 

 (1) 瞭解學生發言討論的

參與程度 

(2) 測驗課程內容的吸收

程度 

學生紙筆自評 

記錄課堂中所學重點(至少 100 字) (1) 由學生自行記錄所學

的重點，可以訓練學生

反雛歸納重點、以及文

字敘述的能力。 

(2) 可瞭解學生到底記憶

了多少重點。 

(3) 可瞭解學生對於教師

講述課程時的用字淺

詞理解多少。 

(4) 下一堂課再發放教師

編寫的上課講義。（改

編自附件一） 

（二）

雕刻大

擂臺 

會動的雕刻 
實作評量 

(1)想像力(2)表現力(3)互動能力(4)團體

配合度 

 

課堂問答評量   

希臘雕刻史 
課堂問答評量   

學習單評量 見附件(三)  

（三） 

雕像也

瘋狂 

希臘神話故事 實作評量 

(1)想像力(2)表現力(3)互動能力(4)團體

配合度(5)課前準備（希臘神話故事的準

備）(6) 空間配置 

 

有話要說的雕刻 作品評量 

(1)作品完整度(2)作品的美感(3)閱讀性

的編排(4)劇情創意(5)雕像角色使用的

創意(6) 團體互動與配合度 

配合單元教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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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學習成果：見【參、教學內容】教案表格中【學生活動情形】那一欄。 

 

伍、參考資料 

【文字參考資料】 

(1) 李長俊著，《西洋美術史綱要》，（台北：雄獅，民 69.2 再版修訂）。 

(2) 張曉華著，《創作性戲劇教學原理與實作》，（台北：財團法人成長文教基金會，2003/2）。 

(3) E. H. Gombrich 著、雨云譯，《藝術的故事》，（台北：聯經，民 84.1 初版第七刷）。 

(4) HUNG 的藝術欣賞網站：http://my.so-net.net.tw/shyhfeng/ 

(5)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與教學網站：http://teach.eje.edu.tw/main.php 

【圖片出處】 

(1) HUNG 的藝術欣賞網站：http://my.so-net.net.tw/shyhfeng/ 

備註：【HUNG 的藝術欣賞網站版權說明】本網站所使用的圖片及文字資料，其著作權均屬原作者或本網站所有。本網

站所使用的圖片及文字資料，僅限用於授課及教育工作，任何人均不得拿來做商業用途。 

 

 

 

 

 

 

 

 

 

 

 

 

 

 

 

 

 

 

 

 

 

 

 

 

 

 

 

 

http://my.so-net.net.tw/shyhfeng/
http://teach.eje.edu.tw/main.php
http://my.so-net.net.tw/shyh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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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子題一、活動二】課堂講述講義 （配合 PowerPoint 簡報 p. 2~p. 8） 

頁碼 圖片 講述內容 

p.3 

 

 

 

 

請同學發言，比較三者的不同。 

p.4 

 

 

 

 

蘇美人的小雕像特色為：造型生硬而古拙、直筒形的身體。 

p.5 

 

 

 

 

埃及雕刻之進步為人像可以以雙腳站立。 

p.6 

 

 

 

 

希臘雕刻之進步有三： 

(1) 表情→古拙時期之微笑 

(2) 體態→軀幹各不肌肉相互連結之關係 

(3) 平衡感→腳指、膝蓋之刻畫，完美身材無多餘肌肉、手臂也無靠在軀幹上 

p.7 

 

 

 

 

(1) 古拙之微笑 

(2) 歇腳的站立 

代表作品：《科拉斯（Kouras 青年）像》。 

p.8 無圖片 

希臘歷史背景及文化特色所造成的希臘人像雕刻大進步的原因： 

1. 城邦興起，個人地位提昇─ 

古代近東藝術，宗教氣味濃厚，作者只是奉命行事去完成，作品中沒有個人

的創意，也不留名。到了希臘時代，個人地位提昇，藝術作品的製作者才逐

漸受到重視並且留名字。 

2. 重視人類個體性的存在和價值─ 

藉由作品歌頌人類肉體、精神之美，將人類形象理想化。希臘神話中的人有

凡人化的性格。其實早期愛琴海的雕像，是在於表現諸神的樣貌，但是其形

式與凡人無異。希臘的藝術是為美化生活與歡樂而存在的。 

3. 此時的藝術家創作不再以追隨任何公式為滿足─ 

雕塑─研究身體肌肉之結構、表情變化、姿態動勢，雕塑家紛紛演練新概念、

新技法表現。 

 

 

 

 

 

http://home.kimo.com.tw/hct06157/4-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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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子題二、活動二】課堂講述講義 （配合 PowerPoint 簡報 p. 9~p. 31） 

頁碼 圖片 講述內容 

 無圖片 

前言： 

希臘的藝術和之前的古代藝術不太一樣，是很有親切感的，我們一下子就可以認的

出來。一個希臘的廟宇會讓我們想起來一些豪華建築的樣子；一個希臘雕刻會讓我

們想起無數不知在哪棟豪華房子裡的出現的雕像。這種親切的感覺未必全是有益處

的，因為我們要對希臘藝術有正確的印象，就必須忘記我們在路上看到的一些仿希

臘的建築、雕像。才能真正了解他們創作的精神。因為這對人類藝術史來說，這是

一個「偉大的覺醒」的時代。 

p.10 無圖片 

時代背景： 

1.希臘時期： 

西元前第五世紀初，古希臘城邦同心合力擊退入侵的波斯人，接著希臘形成由雅典

和斯巴達所領導的兩大聯盟，這就是希臘的全盛時期（約 5OO ─ 429 B.C.）。然而

約西元前第五世紀末，雅典和斯巴達互相殘殺，勢力瓦解，北方崛起的馬其頓人乘

虛而入，於西元前 338 年征服希臘。 

2.希臘化時期： 

西元前 336 年，馬其頓的國王亞歷山大率領聯軍開疆闢土，併滅了埃及、山大波

斯等地，勢力橫跨印度、中歐，建立「亞歷山大帝國」。西元前 323 年亞歷大帝逝

世，帝國便開始分裂，國勢日衰；但藝術文化卻因交流而大放異彩，這就是史家所

稱的「希臘化時期」（約 330 ─ 30 B.C.） 

p.11 無圖片 

複習：希臘歷史背景及文化特色所造成的希臘人像雕刻大進步的原因 

‧ 城邦興起，個人地位提昇 

‧ 重視人類個體性的存在和價值 

‧ 此時的藝術家創作不再以追隨任何公式為滿足 

p.12 無圖片 

【古拙時期】約 B.C.600~480  

1.有表情(但有點不自然) ─ 

希臘人開始嘗試面部表情的刻劃，儘管那個微笑看起來有點不自然。 

2.有肌肉─ 

希臘的藝術家研究並仿製埃及人的塑像，學習如何製作站立的人像，以及軀

幹各部肌肉連結的關係；從（Kouras 青年像）我們可以發現其刻劃膝蓋。 

3.開始有姿態（但是直立的較多）─ 

希臘人發現，人物的雙足若不固定在地面上，則人像會變得生動的多。我們

稱之為「歇腳的站立」，意思是人物的重心都放在其中一腳，另一隻腳並沒有

施力。⊙代表作品：《科拉斯(Kouras 青年)像》（600BC，國立雅典博物館）、

《女侍像》（520BC）、《馬車夫像》（520BC）。 

p.13 

 《科拉斯(Kouras 青年)像》（ 600BC，國立雅典博物館） 

(1) 表情→古拙時期之微笑 

(2) 體態→軀幹各不肌肉相互連結之關係 

(3) 平衡感→腳指、膝蓋之刻畫，完美身材無多餘肌肉、手臂也無靠在軀幹上、歇

腳的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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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 

 《女侍像》（520BC） 

(1) 表情→古拙時期之微笑 

(2) 體態→手臂肌肉線條自然、但是穿上衣服的身體線條很僵硬，上下半身像是由

各自的圓柱體組成，沒有女性自然曲線的腰身。 

(3) 外表→頭髮編織得像假髮似的辮子。 

p.15 

 

 

 

 

《馬車夫像》（520BC） 

(1) 體態→穿上衣服的身體線條自然而符合人體結構，不會僵硬。 

(2) 外表→臉孔比之前的更完美、開始穿有褶紋的衣服。 

p.16 

 

 

 

 

兩者對照比較。 

p.17 無圖片 

【古典前期】約 B.C. 480~400  

1. 比較具有生命力。 

2. 強調精確、均衡、安定的完美人體造型。 

3. 出現瞬間動態。 

⊙代表作品：米隆（Myron）《擲鐵餅者》（羅馬時代複製品）、波利克列特斯

（Potykleitos）《持槍者》（440-308BC，那不勒斯博物館，羅馬複製）。 

p.18 

 

 

 

 

《持槍者》（440-308BC，那不勒斯博物館，羅馬複製） 

(1) 作者波利克列特斯（Potykleitos）→為了追求外形的理想法，研究出人體美的

規範──「法則」，頭是人身的七分之一，面部和手掌占十分之一，腳長占六分

之一。 

(2) 體態→人物的重心都放在其中一腳（為「歇腳的站立」），上半身因此放鬆的往

另一邊傾斜。右手自然下垂。整個姿勢雖是站立的，卻是放鬆的狀態。 

p.19 

 

 

 

 

兩者對照比較。 

p.20 

 

 

 

 

《擲鐵餅者》（羅馬時代複製品） 

(1) 作者米隆（Myron）選擇了人物在運動中最緊張而又最典型的一瞬間，突破以

前的呆板姿態。 

 

 

 

 

p.21 

 

 

 

 

(1) 兩者對照比較。（左為埃及草紙圖畫） 

(2) 體態→兩者皆是正面的軀幹、側面的腿部與手臂。 

(3) 像埃及畫家一樣，米隆用最易顯出特性，看的最清楚的角度來組成人體各部，

不同的是，他並不是把幾個不一致的角度混合起來，而是請模特兒實地擺出相

似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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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 無圖片 

【古典後期】約 B.C.400~323  

1. 藝術家已經完全體認到自己的力量與技巧，而觀者也開始對藝術品的本

身感興趣，而不再限於作品的宗教或政治功能。 

2. 發生戰爭，造成民族自尊心的喪失，重視個人情感，以人類的夢想為製

作的題材。 

⊙代表作品：波拉西特列斯（Praxiteles）《殺蜥蜴的阿波羅》、《信使神赫米斯》

（350-330BC，奧林匹亞博物館）、利西波斯（Lysippos）《拭汗者》（320BC，梵諦岡

美術館）。 

p.23 

 

 

 

 

《殺蜥蜴的阿波羅》 

(1) 作者波拉西特列斯（Praxiteles）以神話為題材作人性化的表現。 

(2) 外觀→體態曲線更佳優美、對於其他裝飾也更加精細華麗，從阿波羅身上垂下

的披肩可看出線條的優美。 

p.24 

 

 

 

 

《信使神赫米斯》（350-330BC，奧林匹亞博物館） 

p.25 

 

 

 

 

《拭汗者》（320BC，梵諦岡美術館） 

作者：利西波斯（Lysippos） 

p.26 

 

 

 

 

三者對照比較。 

p.27 無圖片 

【希臘化時期】約 B.C.323~30 

亞歷山大征服世界，希臘民主主義消失，人們專心追求個人的快樂、及感官的享受，

藝術作品趨向華麗及戲劇性。 

⊙代表作品：米羅的《維納斯》（約前 2 世紀，米羅出土，巴黎羅浮宮）、《瀕死的

高盧人》、《勞孔》（西元前 2 世紀，梵諦岡美術館）、《勝利女神像》。 

p.28 

 

 

 

 

米羅的《維納斯》（約前 2 世紀，米羅出土，巴黎羅浮宮） 

(1) 裸女雕像在此時能符合人們專心追求個人的快樂、及感官的享受的訴求。 

(2) 外觀→體態曲線優美、裙子如同薄紗一般的輕薄柔軟、能隱約透出女神雕像美

麗的腿部線條。 

p.29 

 

 

 

 

《瀕死的高盧人》 

表現出臨死的痛苦與絕望。 

p.30 

 

 

 

 

《勞孔》（西元前 2 世紀，梵諦岡美術館） 

(1) 外觀→從繃緊的肌肉、浮出的血管、過度扭曲的肢體動作看出其困難痛苦的最

後掙扎。 

(2) 符合在【希臘化時期】的藝術作品趨向誇張及戲劇性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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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講述《勞孔》這尊雕像背後引含的希臘神話故事。 

p.31 

 

 

 

 

《勝利女神像》 

(1) 姿態→順風張開翅膀。 

(2) 外觀→衣服表現出非常細膩的、順著風所形成的線條。 

 

 

 

 

 

 

 

 

 

 

 

 

 

 

 

 

 

 

 

 

 

 

 

 

 

 

 

 

 

 

 

●附件三：【子題二、活動二】學習單 

＊ 希臘雕像實力大考驗 ＊ 

‧ 挑戰一：請將下列每組圖作比較，並說明他們的差異。 

http://home.kimo.com.tw/hct06157/4-1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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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 挑戰二：請將下列圖片按照時間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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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 

 

 

★ 總結 ★ 

希臘人較重視人類個體性的存在和價值，從藝術作品中表現無遺，藉

由作品歌頌人類肉體、精神之美，將人類形象理想化，並儘量製作得

跟神像一樣完美，成為希臘藝術的一大特色。 

 

 

 

 

 

 

 

 

 

 

 

 

 

 

 

 

 

 

●附件四：【子題三、活動二】學習單  （可自行重複影印、放大或縮小）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