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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名稱】 

 

           臺灣的戲曲音樂–歌仔戲 

 

【課程說明】 

(一) 動機與目的 

   自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從以往的課程本位到合科

教學、協同教學

   透過課程的統整，因而開創了課程的另一個新視野，

其立意是良善的，但學生若不具有單一學科的一些基本

素養，恐怕很難領會到所謂的「處處皆學問」的道理。 

，對於站在第一線的老師們來說，衝擊

可說是無庸置疑的。 

   身為國中藝術與人文的教師，在浩瀚的藝術領域中，

想跨領域去統整出一份教材來，並非易事!然而身為基層

教育工作人員，憑著一股教育熱誠，為了培育具有本土

認同且能放眼國際，這群台灣未來的主人翁而努力，雖

是才疏學淺，但求能為這塊土地，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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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之設計與過程 

 使用幻燈片來說明課程內容，包括歌仔戲的發展史、

唱腔、身段、文武場。 

 利用打擊樂器練習幾種基本的節奏，並配合樂曲進行

打擊。 

 活動課程(二)，由學生擔任不同的角色，如書生、小

旦、老翁等角色，配合樂曲速度、合適的動作，做出

場的表演。 

 活動課程(三)，教師事先選出曲風、詞意明確的歌曲，

內含喜、怒、哀、樂情緒鮮明的樂曲各一首，學生手

中持有在視覺藝術課程中已做好的臉譜，當樂曲響起

時，必需立刻做出判斷，於樂曲結束前將正確的臉譜

放在臉上。(樂曲不宜太長約一分鐘左右) 

 以上活動可做分組競賽。 

 曲目鑑賞，歌仔戲的曲目包羅萬象，教師可選擇一些

耳熟能詳的歌曲，供學生們欣賞。 

 創作(一)，打擊樂器的創作，可搭配生活科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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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些資源回收物品，進行打擊樂器的創作。 

 

 創作(二)，七字仔調歌詞的創作，七字仔調的平仄、 

押韻和七言絕句相同，同學們可自訂題目進行創作，作

品完成後，可舉行一場小型發表會，搭配七字仔調演唱

各自的作品。也可分組由老師定一個主題，做相關的歌

詞，自編自創一齣小型歌仔戲。 

課程說明的幻燈片內容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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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理依據 

依據黃友棣

1. 側重實踐的音樂–器樂的打擊。 

教授所著〝音樂教學技術〞，在第一章「音樂

教育的新觀點」中提示了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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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偏尚積極的音樂–參與音樂活動。 

3. 重視集體的精神–團體合奏、分組競賽。 

4. 培植創造的力量–打擊樂器創作、七字仔調歌詞創作。 

5. 發揚民族性同時要現代化–透過常見的曲目鑑賞，產

生文化認同。認識歌仔戲的發展史，隨著時代變遷已

發展成台灣特有的劇種。 

 

 

 

 

(四)教材特色 

 課程內容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生活科技與國

文等領域。 

 課程內容兼顧認知、技能與情意。 

 利用大綱來涵蓋一些冗長的文字說明，以加深學生們的印

象。 

 大量運用幻燈片，以吸引學生目光。 

 選用常見的曲目，做欣賞教學，容易引起學生共鳴。 

 活動規則，簡明易懂，學生很快就能進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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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活潑有趣，不須事先彩排。 

 創作內容，包羅萬象，不會考倒學生，造成學生們的困擾。 

 創作的素材，隨手可得，不必花錢，增加家長的負擔。 

 學習單上，儘可能選用一些卡通圖案，以提高學生們做答

的意願與興趣。 

 

     

 

 

(五)藝術詞彙 

 七字仔調:每一節有四句，每一句有七個字，句尾押韻。配合劇情

需要在忿怒或高興時，速度輕快;悲傷失意時速度較慢，一般情節

則用中等速度。 

 哭調:用於劇情悲傷、哀悽場合的曲調。盛行於內臺歌仔戲時期。 

 走路調:用於劇情中人物起行上路，或趕路時的曲調。 

● 都馬調:常用在懷念、感嘆或纏綿劇情。與「七字仔調」為歌仔戲

中最重要的兩個曲調。 

● 雜唸仔調:以近於說白方式唸唱，其句子長短不一、句數不定，常

用在長篇敘述的場合。 

● 吟唱調:書生讀書、吟誦詩詞，或觸景生情詠唱的曲調。 

●  落地掃式歌仔戲:沒有固定的演出臺子，隨處搭起場子就地演唱。    

有一句著名的台灣迷猜:頂無瓦， 

                 下無磚， 

                 新起官廳無長久。 

                 其迷底是―『戲 棚』。                      

這說明以前的野台戲臨時搭起戲棚，戲演完戲棚即拆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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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臺歌仔戲:常見於酬神廟會中。 

●  內臺歌仔戲:光復初期，各大市鎮都有專供歌仔戲演出的戲院，因

為看戲必須買票入場，戲班在場景、燈光、化妝、音樂都特別講究，

演員也特別賣力演出，打開歌仔戲的黃金時期。 

●  廣播歌仔戲:透過電台頻道，歌仔戲得以長期播出，所以，對音樂

及唱腔的要求特別嚴格，因而豐富了歌仔戲的內涵與演唱技巧。 

●  電視歌仔戲:民國51年，歌仔戲隨著台視

●  精緻歌仔戲:結合了現代化的舞台表演藝術、國劇的身段、西方歌

劇的演唱方式及其他劇種的唱腔、服飾將歌仔戲表演提升至精緻表演

藝術的境界。 

開播而從舞台走入電視。 

 身段:指演員的動作，上由甩髮、摸鬚、整領，下至蹍腳的動作、下

台、上樓等。 

●  文武場:在歌仔戲有所謂的「場面」，那就是這些傳統戲劇的伴奏

樂隊，稱為「文武場」，主要作用在於創造劇情所需的氣氛和聲響，並

為演員的歌唱作伴奏。 

 

 

● 「文場樂器」是指可演奏出曲調旋律的管絃樂器，其任務以伴奏唱

歌為主，有時用來陪襯動作，渲染戲劇氣氛，所使用的樂器如:月

琴、笛子、二胡、 三弦、殼子胡、揚琴等。 

● 「武場樂器」是指伴奏樂隊中的打擊樂器，它的任務是在於配合演

員動作，掌握管絃樂和打擊樂的進行，以制衡全劇的節奏。此外，

也擔負劇中音效、烘托情節氣氛，或於演員唱唸時做節奏的調節和

幫襯，來暗示人物個性，甚而從旁點出心態變化和情節發展來。主

要的打擊樂器有:單皮鼓、堂鼓、邦子、鈸、小鑼等。 
 

 

 

(六)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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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音樂科) 

教學對象 國中一年級 

教材來源 光復書局：第一冊第六課 

單元名稱 歌仔戲 

教案設計者  

課
程
內
容
講
解 

 基本節奏練習 

活動一速度聽辨 

活動二情緒感受 

常
見
歌
曲
鑑
賞 

樂
器
、
歌
詞
創
作

 

 
文 

化 

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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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時間 共一節，45 分鐘 

設計理念 

1. 認識本土戲劇－歌仔戲。 

2. 了解歌仔戲的演出形態。 

3. 認識歌仔戲的基本架構。 

4. 基本節奏的認識與應用。 

5. 讓學生學習感受歌仔戲的曲調，進而能欣賞、喜

歡歌仔戲。 

教學目標 

1. 能說出歌仔戲的發展。 

2. 能說出歌仔戲的基本架構。 

3. 能指出常見的文武場樂器。 

4. 能打出簡易的節奏組合。 

5. 能辨別唱腔的情緒與感受。 

6. 能說出欣賞一齣戲之後的感想。 

 

 評量方式 

1. 上課態度。〔25％〕 

2. 學習單（25%） 

3. 活動表演（30%） 

4. 團隊合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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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大基本

能力之結合 

1. 增進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 

2. 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 

3. 培養表達、溝通和分享的知能。 

4. 發展尊重他人，關懷社會，增進團體合作。 

5. 促進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 

 

教學準備 

教師方面 學生方面 

1. 準備教具： 

a. 圖片 

b. 面具 

c. 打擊樂器 

d. 樂譜 

2. 編寫教案，設計學習單。 

3. 擬訂評量方式，完成評量

表。 

4. 將學生分組，以利活動進

行。 

1. 搜集歌仔戲相關

資料。 

2. 練習基本節奏。 

3. 欣賞一齣歌仔

戲。 

4. 學習單作品觀摩

及評分。 



 12 

教學計劃表 

活動名稱

(節次) 能 力 指 標 教  學  流  程 基本能力 
之達成 時間 多元

評量 

  

3-4-1 

了解各族群的

藝術特質,懂

得珍惜地方文

化資源 

 

 

2-3-4 能正確

使用音樂符號 

1-2-4 透過律

動感受音樂的

長度 

 

1-1-7 利用創

作的方式與他

人搭配分工完

成團隊之任務 

I 引起動機： 

1. 圖片欣賞 

 

2. 簡略介紹歌仔

戲的史源 

 

 

П活動(一)： 

1. 認識基本節奏

的正確時值。 

2. 應用不同的節

奏組合形態。 

3. 使用打擊樂器

演奏出。 

4. 將學生分組合

奏之。 

 

三、表達、溝通

與分享 

 

 

 

 

 

一、了解自我、

發展潛能 

 

 

 

 

四、尊重、關懷

與團隊合

作 

 

 

2’ 

 

8’ 

 

 

 

 

10’ 

 

 

 

 

 

 

 

 

能欣

賞 

 

能說

出 

 

 

 

 

能奏

出 

 

 

 

 

 

能合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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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

稱(節
次) 

能 力 指 標 教 學 流 程 基本能力 
之達成 時間 多元評量 

  

 

3-4-1 了解族

群的藝術特

質，懂得珍惜

地方文化資

源 

 

 

 

 

1-4-1 了解藝

術創作與社

會文化的關

係並提出建

設性的見解 

 

 

Ⅴ賞析： 

1. 播放常見的

歌仔戲之片

段曲目。 

2. 教師闡述

「文化傳

承」的重要

性，及其可

行的方式。 

3. 撰寫學習

單。 

 

 

 

 

 

 

 

 

五、促進文化

學習與

國際了

解 

 

 

 

 

 

六、獨立思

考、解決

問題 

 

 

 

 

 

5’ 

 

 

 

 

 

 

 

 

 

 

 

 

 

 

能聆賞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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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藝術與人文學習單—地方戲曲音樂 

                                            年  班  號姓名   
1. 台灣的戲曲音樂繁多，請從下列的戲曲項目中圈選出你最熟悉的兩種戲

曲音樂? 

         北管戲、南管戲、歌仔戲、採茶戲、布袋戲、傀儡戲、皮影戲、 

         車鼓戲、牛犛陣、三腳採茶。 

2. 你認為下列哪一項最能代表台灣的地方戲劇? 

      (    )北管戲    (    )皮影戲    (    )歌仔戲 

3. 你曾在哪裡看過或聽過歌仔戲? (可複選) 

     酬神廟會、婚喪喜慶、野台戲、電視台、電台廣播、文化中心、 

     音樂廳、表演廳、劇場、國家劇院。 

4. 所謂的『都馬調』是屬於歌仔戲的哪一部分? 

     (    )伴奏曲牌  (    )唱腔    (    )吹牌 

5. 每一節有四句，每一句有七字，句尾押韻是屬於哪一種唱腔? 

         (    )七字仔調   (    )走路調   (    )哭調 

6. 下列何者以近似說白方式唸唱，其句子長短不一，句數不定，常用在需

要長篇敘述的場合? 

     (    )緊疊仔   (    )留傘調   (    )雜唸仔調 

7. 『七字仔調』為了配合劇情需要，在忿怒或高興時，速度輕快，悲傷失

意時速度較慢，一般唱敘情節則用? 

     (    )快板    (    )中板    (    )慢板 

8. 下列哪首曲調，不是歌仔戲的唱腔? 

 (    )丟丟銅仔   (    )桃花過渡   (    )農村酒歌   (   )龍拳 

9. 下列何者不是歌仔戲藝人中代表? 

(    )楊麗花   (    )孫翠鳳    (    )張惠妹 

10. 台灣民間有許多著名的歌仔戲團體，請將下列你所知道的團體圈選出

來。(可複選) 

     明華園、新和興、河洛、薪傳。 

【活動一】基本節奏練習 

          依譜例，打出正確節奏。 

一、錘鑼。 

二、二錘鑼。 

三、五錘鑼。 

四、應用練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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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速度聽辨 

          請注意曲調的速度,然後選擇正確的裝扮,搭配 1.動作 2.速度 出場。 

1.                

2.                

3.                

【活動三】情緒感受 

         請注意傾聽播放的歌曲,依其曲調及唱腔選出正確的喜、怒、哀、樂

臉譜來。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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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請選出常見的文武場樂器，文場樂器打勾，武場樂器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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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一】七字仔調歌詞創作。 
          請模仿七字仔調唱腔，依每一節有四句，每一句有七個字，

第二、四句尾押韻，第三句不押韻等原則，創作一首屬於自己的七字

仔調歌詞來。 
 
 
 

 

       

 
 
 
 
 
 

 

 

【創作二】自製樂器 

          利用你周遭的廢棄物品，設計創作打擊樂器或能發出聲響

的節奏樂器，並配合曲調演奏看看。我的創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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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常見的歌仔戲曲調 
          請將下列你聽過的歌仔戲曲調圈出來。(可複選) 

農村酒歌、勸世歌、乞食調、卜卦調、孟姜女、丟丟銅仔、牛犛歌 、

楓橋夜泊、桃花過渡、安童哥買菜、一隻鳥仔哮啾啾。 

 

   《一》你能不能哼一首歌仔戲的曲調或唱一段歌仔戲的歌?                              

 

   《二》你能不能畫出一個你最喜歡的歌仔戲角色的臉譜

來? 

    《三》你能不能擺出一個你喜歡的歌仔戲角色的身段來?  

 

 

心情分享:寫下任何一齣你看過歌仔戲的心得，印象或感受。 

 

 【參考資料】 國中音樂各版本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仁林、光復等。 
  

                 范儉民 著 音樂教學法 國立編譯館  87 年 

 

 會 唱  不太會唱  不會唱 

會 畫 不太會畫 不會畫 

會 擺 不太會擺 不會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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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與期望】 

          此次參加的作品，是由音樂科的角度出發，統整的過

程中，教師必須大量去熟讀一些相關的資料與書本，然後設

計活動課程，雖然教授的內容不是什麼深奧的學理，但是我

們要的是透過教學，讓學生們認識自己的文化，接受自己的

文化，了解這塊土地。看到學生們興奮的臉龐，熱烈的掌聲，

我知道學生們應該不會再覺得本土文化很“俗”了! 

 【七字仔調歌詞創作欣賞】 

      古木參天花似火，雲隨風起櫻花落; 

      一山還有一山高，天下之最不為過。一年二十七班蘇建瑜作                         
阿里山上奮起湖，看湖似湖不是湖; 

      鐵道老街火車頭，古道木屐四方竹。一年二十七班林哲安作 

      三號學宇真可憐，遭人拋棄無人問; 

      一表人才沒人愛，每逢七夕倍傷心。一年二十七班李學宇作 

      阿里山峰真美麗，鐵道便當真好吃; 

      有蛋有菜有雞腿，希望多加個湯匙。一年二十七班吳冠旻作  

     鐵路長長火車慢，森林鐵道無際延; 
     車上彥廷被看光，火車車廂笑聲沿。一年二十七班李嘉哲作 

     鐵道沿途風景優，碧草藍天細水流; 

     便當老街草仔粿，奮起湖之一日遊。一年二十七班莊菱馨作 

     出發前夕很興奮，遊玩歸來很失望; 

     老街物品貴又爛，荷包掂來無幾兩。一年二十七班洪培瑄作 

     阿里山裡有鳥鳴，清脆悅耳動人聽; 

     喧囂城市拋後去，一切盡在綠林中。一年二十七班蔡雨琁作 

       陣陣微風徐吹來，望望青山心爽朗; 

     魯蛋雞腿高麗菜，鐵路便當一級棒。一年二十七班吳曼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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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擋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