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我七十二變 

一、設計理念 

(一)由平日的生活環境切入，讓學生找到自己喜歡的生活藝術，培養學生的自發探索性。。 

(二)以資訊融入教學方式，整合時下網路流傳相關輕鬆幽默的趣味之靜、動態影像，激盪想像力和

創造力。 

(三)從學生自身和感興趣的次文化作為引導，切入主題「同形異象」，藉設計的遊戲活動包裝音樂

和表演課程，讓學生在輕鬆「玩」藝術的同時，發現平凡的事物也能因想像變的有趣。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設計者  

實施年級 八年級 總節數 共 8節，360分鐘 

單元名稱 看我七十二變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 視 1-Ⅳ-1 能使用構成要

素和形式 原理，表達情

感與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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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2-Ⅳ-1 能覺察並感受

創作與美感經驗 的關

聯。 

核心 

素養 

●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 

達觀點與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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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 術

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學習內容 

●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

複合媒材的表現技法。 

● 音 P-Ⅳ-2 在地人文關懷

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

題。 

● 表 A-Ⅳ-1 表演藝術與生

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

場域的演出連結。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 人權/人權與生活實踐 

實質內涵 ● 人 E6覺察個人的偏見，並避免歧視行為的產生。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  

教材來源 ● 補充教材:附錄一(簽名漫畫)、附錄二 

● 附錄三(戲劇專家學習) 

學習目標 

● 認識「同形異象」的設計方法，及各種相關不同(視覺/音樂/表演)的表現型態。 

● 具有想像力去觀察、發掘事物的其他面向，並具有包容力去尊重不同角度的看法 

● 具有運用「同形異象」原理來創造圖像、詮釋歌曲、編寫對白及扮演角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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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題一 ●簽名漫畫：(一節) 

◆一筆鬼畫符 

1.教師以數張日常生活中相關「同形異象」 

的有趣圖片引起學生興趣，引導學生 進行

水平思考,嘗試由多面向、多角度、 創意

觀點來觀察問題。   

 

 

 

 

 

 

 

 

 

● 教學提

醒事項 



【教師引導】  

◎同學們看到什麼?換個角度呢?  

2.以最貼近自己的「姓名」符號作為活動主 

題,教師介紹用「同形異象」的方法 創造簽

名漫畫。  

(運用一筆劃的特性,改變固有簽名的慣性,創

造不一樣的符號造型。)  

3.教師播放 ppt,以學生熟悉的卡通人物 (蜘 

蛛人、阿尼)與教師姓名做範例,解析一筆劃

連貫姓名的規則。 

 

◆簽名漫畫大變身 

(「同形異象」的設計原理)  

1.利用上一階段一筆劃的簽名符號,取其外輪

廓,對形狀賦予想像,進行內容再構成。最後

創造圖像,為簽名符號 做新的詮釋,完成簽名

漫畫。  

【教師引導】  

◎同學們覺得這看起來像什麼?  

◎轉個角度看，有不同結果嗎?  

◎盡量聯想不同種類的事物。  

2.教師複習「取外形進行再構成」的方法，

說明同形異象的概念－同樣的外部形狀，不

一樣的內部圖像。  

【教師引導】  

◎生活中還有哪些地方也是同形異象?  

◎還可以把同形異象的方法應用在哪裡? 

3.教師進行作業格式講解－請同學依自己的姓

名,運用「同形異象」的設計方法,創造出自

己簽名的新面貌。  

子題二 ●人體彩繪：(二節) 

◆人體藝術 

 

 

 

 

 

 

 

 

 

 

 

 

 

 

 

 

 

 

 

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 

 

 

 

 

 

 

 

 



1.以數張日常生活中相關「人體藝術」的有趣

漫畫、照片引起學生興趣，藉問答方式，引

導學生說出「人體藝術」相關經驗。   

◎同學有過相關經驗嗎? 

◎什麼原因去試?   

◎感覺如何? 

2.以與自己切身相關的身體作為活動主題,教

師介紹用「同形異象」的方法結合彩繪手

法，創造有趣的人體圖像。 

3.教師播放 ppt，概略講解人體藝術的定義、

表現方式，並播放圖例(民族/流行)，解析其中

意涵。  

鼓勵學生進行討論，發表自己的價值觀或看

法，增進批判思考能力。 

【教師引導】  

◎民俗和流行的人體藝術在意義上的不同?  

◎同學們覺得看起來如何?   

◎你最喜歡/不喜歡哪一種?why?  

◆人體彩繪 

(運用「同形異象」原理彩繪人體。)  

1. 首先引導學生回想上週手影遊戲影片的內 

容；並播放 ppt，雙手萬能－將手影虛像

以彩繪方式具像化呈現；由單 點(手)到複

點(全身)，接著播放十二星座人體彩繪，

帶領學生欣賞不同角度的大師創意，引導

學生去觀察平常不被注意的細節，啟發想

像力。 

【教師引導】  

◎記得上週手影遊戲的影片嗎? 影片中出現

之物?  

◎畫家畫這種主題有特別的想法嗎?試著說

說看…  

 

 

 

 

 

 

 

 

實作評量 

 

 

 

 

 

 

 

 

 

 

 

 

 

 

 

 

 

 

 

 

 

 

 

 

 

 

 

 

 

 

 

 

 

 

 

 

 

 

 

 



2.請同學觀察自己或同學的身體，思考並尋 

找可結合「同形異象」方法彩繪的部位。

(於下一節實作課程中，創造出具有立體感

的創意身體彩繪)。   

3.講解討論水彩的乾濕濃淡特性，及彩繪注 

意要點。  

4.學生完成作品後，學生分組，輪流上台互相 

觀摩、欣賞同儕作品，並發表意見。 

2. 【教師提醒】  

◎避開眼、口  

◎水多顏料少－ 稀薄流動色彩淡  

◎水少顏料多－ 濃稠厚重色彩艷 

子題三 ●音樂詮釋：(二節) 

◆音樂欣賞 

【引導活動】   

播放流行歌曲 MV、熱門電影主題曲 MV，引起

學生興趣，引導學生發現在兩支短片中相同的

地方--背景配樂「卡農」。   

【教師引導】  

◎找找看：這兩部 MV 有相同的地方嗎? 

【發展活動】   

 音樂的同形異象－「音樂詮釋」 

 第一階段:古典名曲--卡農  

(演奏者對樂曲的不同詮釋)  

1.播放 ppt，介紹卡農的作者、樂器分配、

對位結構的曲式。  

2.播放不同樂團詮釋的卡農，引導學生透過聆

聽，欣賞並比較不同的感覺。 

【教師引導】 

◎聽起來感覺有什麼不同? 

◎影響的因素有…(速度、強 弱、樂器音

色…) 

 

 

 

 

 

 

 

 

實作評量 

 

 

 

 

 

 

 

 

 

 

 

 

 

 

 

 

 

 

 

 

 

 

 

 

 

 

 

 

 

 

口說 

 

 

 

 

 

 

 

 

 



第二階段:國語老歌--夜來香  

(演唱者對歌曲的不同詮釋)  

1.播放 ppt，簡單介紹國語老歌「夜來香」。

2.播放由鄧麗君和陶喆詮釋的夜來香，引導學

生透過聆聽，欣賞並比較原唱版本和 R&B 改編

版不同的感覺。 

【教師引導】  

◎聽起來感覺有什麼不同?  

◎影響的因素有?(合聲..)  

◎你較喜歡/不喜歡哪一首?why? 

◆聲音詮釋 

1.全班學生分成 5 組，每組 7 人。 小組練

唱「夜來香」一至二次，確定每個成員都熟

悉旋律及歌詞。  

2.每一個小組選擇一種情緒來演唱「夜來

香」，用聲音來表達情緒； 配唱方式不拘。  

2.小組分配工作，練習至熟練程度。 

3.小組輪流上台表演，表演小組面向黑板、

雙手抱胸(避免表情與動作)，演唱選定情緒

版本的「夜來香」，讓台下觀眾同學猜測該

組表達的是何種情緒?  

【教師引導】  

◎猜的出他們表達的是哪一種情緒嗎?  

◎怎麼做會使情緒表達的更清楚? 

【教師講解】  

◎情緒(悲傷/憤怒 /快樂/沮喪…)  

◎配唱方式(合唱/ 輪唱/分部/接力..)   

子題四 ●各說各話：(三節) 

◆我幫名畫說 

【引導活動】   

播放台灣國語版雞同鴨講的聲音檔和笑話，

引起學生興趣，引導學生對 「各說各話」的

 

 

 

 

 

 

 

 

 

 

 

 

 

 

 

 

實作評量 

 

 

 

 

 

 

 

 

 

 

 

 

 

 

 

 

 

 

 

 

 

 

 

 

 

 

 

 

 

 

 

 



概念有初步理解。    

【教師引導】  

◎想一想：我們覺得好笑的原因是?  

第一階段: 羅生門  

(對同一事件的不同詮釋)  

1.播放 ppt，簡單介紹電影羅生門的導演、 

原著、故事大意。  

2.引導學生思考故事中四個主角不同說法背後 

所代表的含意?(人心都是自私的，為了名聲

和隱藏軟弱，大家都用自己的角度來詮釋事

情，導致真相失焦) 

【教師引導】  

◎為什麼四個人說的不一樣?  

◎他們的說法對誰有利? 

3.播放 ppt，簡單介紹名畫作品~大衛像(米開 

朗基羅)、結婚畫像(艾克)、方塊 A作弊者

(拉圖爾)。 

4.引導學生想像自己成為畫中的人物，請學生 

輪流上台扮演畫作中的人物，做出和畫作中

人物一樣的靜態姿勢。 

5.教師輪流對表演者進行肩膀碰觸，被碰到的 

表演者大聲說出一句「關鍵語」。 

(所扮角色心理的一句話，能讓觀者明白角 

色所處狀態) 

6.台下的學生說出明白表演者所欲表達之意 

函，大家都清楚則表演者過關；若有人不明 

白，則再次進行肩膀碰觸，說出第二句「關 

鍵語」，至所有人明白為止。  

＊練習依序：大衛像(單人)→結婚畫像(雙

人)→方塊 A 作弊者(群體)。  

＊同一張圖可多人/組扮演，讓台下學生清

楚對照--不同關鍵語所產生的不同情境。 

 

 

 

 

 

 

 

 

 

 

 

 

 

 

 

 

 

 

 

 

 

 

 

 

 

 

 

 

 

 

 

 

 

 

 

 

實作評量/表演 

 

 

 

 

 

 

 

 

 

 

 

 



【教師引導】  

◎畫作中的人物流露出什麼情緒?  

◎如果你是他，你心中想說的話是?  

◆編劇大師 

1.發下學習單，進行學習單講解，把握 

「人、事、 時、地」四個元素、對話要清

楚表現出整體。  

2.請學生為連續性四格漫畫的人物(單人篇、 

雙人篇)創造對話。  

◆配音專家 

將完成的編劇學習單，為連續性四格漫畫的 

人物(單人 篇、雙人篇)創造對話。  

第四階段:配音專家(連續動態)   

1. 請之前沒有表演過的學生上台，以動態方

式表演自己為四格漫畫所寫的對話。 

2. 引導學生除了對話之外，肢體動作和聲音

表情也都要表現出來。 

3. 請台下的學生透過表演者表達的方式和談 

論的事物，猜測人物的角色和關係。並請 

表演者公佈答案正確與否。  

＊同一篇漫畫可多人/組扮演，讓台下學生清

楚對照--不同對話產生出不同角色、關係和

情境。  

4.透過以上表演活動，及寓言「瞎子摸象」，

引導學生延伸思考「一體多面」。同樣一件事

物，從不同角度看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沒有絕對的是非對

錯，要尊重彼此。  

 

 

 

 

 

編劇專家學習單(附錄三) 

 

 

 

 

 

 

 

 

 

 

 

 

 

 

 

 

 

實作評量 

教學設備/資源： 

● 電腦、單槍、音響 

參考資料： 

● 貝蒂˙愛德華著、張索娃譯(2004)像藝術家一樣思考、台北：時報 

● 陳俊宏、楊東民編著(2001)視覺傳達設計概論、台北：全華 

● 成易圖書編著(1994)音樂大師 CD 雜誌第 28 冊(片) 巴洛克音樂精選、台北：巨英 



● 高秀蓮編著(1991)美術與觀念之教材教法、台北：華泰 

● 陳湘琪編寫(2004)創作性戲劇上課講義、台北藝術大學 

● 網頁：帕海貝爾「卡農」http://home.kimo.com.tw/justaboykimo/test/canon.htm  

● 網站：陶吉吉--教主風雲錄 http://pipimouse.killer.com.tw/main.htm 

附錄： 

● 視需要列出學生學習或評量所使用的各項媒材，如：教學簡報、講義、學習單、檢核表或同

儕互評表等。 

● 視需要列出教師教學所需的補充資料。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子題一：簽名漫畫】  

 教材中列舉多元的水平聯想案例取材網路或教師本人，學生感到非常驚奇而新鮮，明顯專住於

課程且反應熱烈，配合發展主題－以自己最切身的姓名作為創作主題(自編教材)，步驟簡易明瞭且

無需特殊 技法，即使繪畫能力停留於符號系統仍可輕易完成，學生感到信心大增，紛紛動腦思考

多種變化並發表 想法，甚或主動上台對著銀幕上的輪廓比畫想像的型態。手影短片中雙手快速精

準的變化則讓學生感到 佩服，雖然礙於上課時間有限，沒有機會讓學生練習發表，但筆者曾在下

課期間見到學生對著單槍投射 在銀幕上的光線就玩起手影遊戲來，可見學生興趣之所在。  

 筆者在時間充裕時，曾將繪圖作業放在課堂上實作，可發現部分思考較死板僵化的學生，對於輪

廓 想像再構成的部分感到十分困難，會求助於老師或同學；平常反應靈活的學生聯想過程則表現

的行雲流水、毫無困難，並熱心幫忙同學一起動腦；但是都沒有學生反應「不-會-畫」。另外，教

師規定再構成的 變化形至少要八個，熱衷此作業的學生還會彼此競賽想像數量，「最厲害」(數量

最多)者會獲得同學崇拜。  

 

 

 【子題二：人體彩繪】  



教材中將第一週所學「同形異象」的概念延伸至人體彩繪，學生對於網路圖片範例的精緻程度

大感驚嘆，同時因範例彩繪主題「十二星座」正是學生興趣所在，學生會特別關心自己所屬星座的

作品樣貌，原本筆者擔心青春期學生會模糊焦點，對裸體畫面感到興奮而尖聲怪叫的情況，反倒沒

有出現。  

實作課程，學生對於從畫紙改變到畫自己或同學的身體感到相當新奇且興致高昂，另一方面可

能也想趁機過過假紋身的乾癮，從手掌、手臂、小腿、胸、腹、甚至是臉都有人大膽嚐試，學生各

顯神通欲罷不能，越畫越多、面積也越畫越大，不但要求教師照相留念，身上的圖像還捨不得洗

掉，打算留一整天給別科的任教老師或別班的同學觀看。  

 

 【子題三：音樂詮釋(聽覺/表演)】  

古典名曲「卡農」本身簡短且旋律強烈好記，傳遍大街小巷，本來就不陌生，再加上引用偶像

團體 「丸子三兄弟」的流行歌曲 MV、熱門電影「我的野蠻女友」主題曲 MV，作為認識「卡農」

的引導， 明顯的提升了學生的認識「卡農」的興趣。國語老歌「夜來香」，亦是學生耳熟能詳之

曲，對於陶喆的 「R&B」版本，學生還會高興的跟著輕聲哼唱，十足小歌迷的模樣。 

練唱時，由於有競賽成分，小組士氣高昂，具有領導力的學生會自動跳出來主持指揮，成員

對於自己所分配到的部分也會重複練習，認真揣摩情緒的聲音表情，完美主義的成員還會主動要求

其他人排演兩三遍。上台發表時，由於背對觀眾且合唱成分居多，表演學生安全感大，演唱時多放

的較開，少有忸怩做態者。合唱接力遊戲部分，學生都很緊張，深怕一不留神因自己唱錯害小組遭



到淘汰，會成為同儕之間的罪人和箭靶，此時再也沒有人顧忌形象－耳朵要專住聽別組唱歌、雙眼

專心盯住教師、嘴巴隨時準備開口接力，隨著遊戲速度加快、難度提高，班級氣氛熱鬧非凡，活動

於最高潮時畫下句點，學生意猶未盡，歡笑連連。  

 

【子題四：各說各話(表演/人文思考)】  

學生們對於引導活動的兩個雞同鴨講笑話感到非常有趣，還會模仿台灣國語腔調。教師以說故

事的方法敘述「羅生門」的大意，學生們對於曲折的案情都能專心聽講，討論到四個主角各說各話

的時候， 還有學生不死心的追究到底真相為何?…或許是學生習慣了學科都有固定的標準答案，顯

然對於這個不 知道兇手何人的結局感到不太滿意。  

「我幫名畫說」(單格靜態)的部分，學生感到興致勃勃，無不想盡辦法顛覆名畫，改變原作氛

圍， 大家都絞盡腦汁想說個爆笑關鍵語，讓全班同學歡樂，於是各式各樣好笑創意的答案紛紛出

籠；已表演 過但自認想到更棒的答案，要求再次表演的更是大有人在。進階部分，學生剛開始在

寫「編劇大師」學習單時，都隨心所欲自由表達想法，卻因此造成對白疏漏、涵義不清，教師重複

提醒四元素(人、事、時、 地)整體交代清楚過後，學生就多能寫出清楚的對白；有的無意間透露

出本身的生活經驗，有的天外飛來 一筆的創意則相當令人驚艷、豐富的想像力令人自嘆弗如。由

於前面對「配對白」、「編對白」已有初步 的練習，因此「配音專家」活動(連續動態)雖然結合

動作、表情、聲音、台詞，且必須表演連續動態事 件，但學生大都能掌握表演的要點，教師只要

針對細節給予適度的提醒即可。 



 

 



 

學生漸進式地學習四個子題，除了表面習得課程之外，潛在學習部分，筆者還希望他們能透過 

「同形異象」、「一體多面」的概念，學會多角度看事物的人生態度，而非狹隘的一昧堅持己見、

鑽 牛角尖。現代社會快速變遷，外加媒體亂象影響，學生聰明有餘對人卻不夠禮貌尊重、欠缺包

容力， 凡事以自我為中心，經常為了一點小事爭執就面紅耳赤；筆者認為，青春期正是自我認同

時期，應 在此時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培養良好品格。本課程的四個子題－【簽名漫

畫】、【人體彩繪】、【音樂詮釋】、【各說各話】依序編排的方式正是希望學生從「認識自我」

到「表現 自我」，到「與他人接觸合作」，最後能學習到「尊重他人」；本來每個人因為成長背

景不同，想法 都會有所差異，沒有孰對孰錯，唯有尊重彼此才能創造和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