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戲說表演 

一、教學領域：表演藝術  

二、教學對象：國小四年級 

三、教學時數:十節課 400 分鐘 

四、設計理念:現階段藝術與人文教材大多以主題式的課程將視覺藝術、音樂和

表演藝術相結合,雖達到統整的目的,對戲劇藝術領域而言,缺少一套有系

統的課程是較為可惜之處。本課程以國小四年級學童為對象,將戲劇活動中

常有的「韻律動作」、「模仿動作」、「感官遊戲」分類設計八堂的課程,

用以暖身、熟悉身體,並透過觀察、揣模、操作和演練,體驗人的五官和情

緒,最後並將前述的活動融合成兩堂「綜合練習」，整合成小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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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說表演 



飛翔天地間 暖身與放鬆 1 

課堂秩序遵守 

活動參與度 

教師提問回答 

1-1-1 

1-1-2 

2-1-6 

變化的球 身體感受 1 

肢體運用 

動作和音樂的

協調 

1-2-2 

2-2-7 

陶藝家 觀察 1 
觀察力 

配合同學表現 

1-1-2 

1-2-4 

藏鏡人 揣模 1 
觀察力 

合作完成度 

1-2-2 

1-2-5 

我的傀儡 操作 1 
肢體運用 

合作完成度 

1-1-1 

1-2-2 

太空戰士 演練 1 肢體運用 

即興演出 

1-1-2 

1-2-2 

2-2-7 

心情三溫暖 情緒體驗 1 
情緒揣模 

學習單 

1-2-4 

2-2-7 

酸甜苦辣留臉版 感覺分辨 1 
表情演練 

五味呈現 

1-2-2 

2-2-7 

日常用具大改造 物品轉化 1 
物品劇場演出 

創作想法陳述 

1-2-4 

2-2-7 

胡言亂語 即興演出 1 

即興演出 

肢體語言 

學生觀賞態度 

1-2-5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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