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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隨著年齡的增長，從爬行到站立，接著會

跑會跳，這些肢體的活動似乎隨著年齡增長就自然

學會了。每個孩子都會大笑、哭鬧等不同情緒的表

達。高興就手舞足蹈，不高興就搥胸頓足，這些肢

體動作在生活裡並沒有困難。那為什麼兒童的肢體

需要開發？在學校裡有這方面的課程嗎？教學的內

容是什麼？又到底可以開發孩子的哪一部分呢？本

文試著從學校的表演藝術教學活動和兒童的肢體開

發的關係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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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場教學演示談起

因為任教表演藝術，對於這樣教學要帶給學

生什麼？在教學時很清楚地看到學生的感覺被喚醒

了，在我的引導下挑戰和思考自己該有什麼樣的表

現，然後想辦法完成它。上課是一次又一次的挑

戰，沒有標準答案，只有藉用遊戲的方式來探索表

演，讓學生體驗、學習表演元素，再加入不同的素

材，有機地創作組合不同的作品，並和其他同學分

享、討論。然後再探索、再創作、再分享。在教學

的過程中，回饋來自學生的興趣是否被觸動、感覺

是否被觸發、表演元素是否成為他們創作的能力。

表演藝術學習是在與學生互動中完成的。因

此，我喜歡以教學演示的方式來分享教學經驗。面

對學生，邀請她們進入設定的情境中，引導活動、

思考與創作。教學過程沒有一套標準技巧。每次教

學都是和學生奮鬥的過程。目的就是要激起學生願

意進入所設定的情境，帶著他們繼續朝學習目標前

進。面對國中學生做教學演示，對我而言更是挑

戰。所以當國中老師邀請分享教學經驗時，我會要

求自己面對這樣的挑戰。

第一次在基隆市的國中，演示內容要求能融入

議題的探討，我安排了〈那個新來的〉的單元（如

附件1）。希望藉由〈那真的好可怕〉這首詩來探討

校園霸凌的議題。

教學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如何化解學生的陌生

感，建立彼此的信任感。一上課，我藉由節奏性的

走路，來建立活動的空間感，和營造輕鬆的上課氣

氛。在走路時，學生習慣推擠在一起，無法專注聽

到鼓聲的節奏，活動並不順利。尤其是性別之間的

距離更是明顯。因為判斷無法在短時間內解決，所

以點到為止。這班學生顯然缺乏表演藝術的經驗，

當下必須決定使用什麼策略繼續來挑戰學生。

依過去的經驗，暖身活動無法立即觸動學生的

動能，必須立即改變教學活動的內容或順序。學生

缺乏肢體活動的經驗，遊戲是最佳的選擇，遊戲雖

然是個好選項，但面對國中生，要如何開始呢？什

麼樣的遊戲是國中學生願意參與的，如果選擇不適

當的遊戲，讓學生覺得老師把他們當小朋友。教學

中，如果學生萌生不信任的感覺，尤其是陌生的老

師，教學註定要失敗。我選擇殺手遊戲，讓學生在

遊戲中，有表演的感覺，學生果然卸下心防，在遊

戲中出現活力，上課氣氛輕鬆許多。

接著回到原來的設計，以戲劇定格畫面的活

動，讓兩位學生在定格的動作中，藉由肢體的位

置、動作和表情，建立關係。可是剛才稍微提升的

上課氣氛似乎又低盪下去了。連要徵求學生上台，

都花費好大的力氣。而且他們對於身體造型和表情

的運用顯然力不從心。學生發生學習困難，老師的

任務是回到更基礎的學習，啟動學生基本的表演動

力。我決定回到如何發動學生肢體能量的造型與組

合活動。活動時，有部分的學生表現出豐富的肢體

創意，我雖然想藉這些學生來鼓勵和增強，但大部

分學生並沒被觸動，直到上課結束，終究無法再啟

動學生的主動性。

面對失敗的經驗，我一直在回想，當下如何

做出更正確的決定。但教學就像演出一樣，不能重

來。而且同樣的教學設計，和不同的學生互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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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有不同的表現，面對這樣的學生，要如啟動他

們的肢體能力呢？

問題回到教改的結果，在藝文領域，表演藝術

是必要的學習內容。但是國中七年級生，毫無表演

經驗，是表演藝術在小學被忽略的結果。這要如何

改變呢？國中學生的童年不能再來一次，錯過了學

習時間，肢體能力沒有被建立，學生肢體的學習機

會被剝奪了，家長為什麼沒有覺得損失呢？

依據課程綱要，學生有權利在學校的課程中，

經由專業的帶領，有系統地活化肢體，強化身體的

表現性，更能掌握彼此肢體所傳達的訊息和意義。

簡單地說，表演藝術對學生的基本表達有關鍵性的

意義。有課程，但沒有教學，教改不是一再提出

孩子的學習不只是知識，而是建立對於學習的興趣

嗎？教改十年卻仍是這樣的結果。在教學現場，實

際地看到、體驗到，政策沒有被執行的真實面，心

情的沮喪不可言喻。

 半年後，我有另一次的體驗。這次在新竹市，

一樣是和國中藝文老師分享的場合。對於之前的經

驗一直耿耿於懷。這次我以表演行動為教學主題

（如附件2），希望藉小劇本的學習來讓學生了解

戲劇在對話中，透過各種不同的行動來完成。事前

的忐忑依舊，對於國中學生的學習狀態真的無法掌

握，唯一有把握是對於教學內容的可行性和學習價

值。

暖身活動是用聽音樂想像的方式，發現學生個

個充滿表現的動力。表演藝術教學就是要觸發學生

的學習動力。這個班的學習動能完全齊備，學生充

分地想要表現和學習。我按照教學計畫，提供不同

的素材和內容，引導學生在情境中學習。看到學生

們專注地表現，充分地思考，有組織和運用元素技

巧呈現。教學後，發現她們的班導師是舞蹈專長的

表演藝術老師，我的納悶終於豁然開朗，學生的肢

體已經被開發，因為表演藝術提供的學習經驗，上

台已經習以為常。學生的基本能力建立了，教學只

是素材的改變，提供學生更多的思考而已。

兩場的教學演示，我看到在教改十年下，課

程是否實踐，造成孩子的能力的差距。同樣是國民

教育、同樣的課綱。參加新竹市這場演示的學生，

是國中七年級生應有的能力和表現。但學生普遍的

因缺少表演藝術活動的經驗，對肢體缺乏自信而退

縮。我覺得應該向基隆市這個班的學生致歉，她們

的肢體理應在課程活動中被開發了，這個年齡應該

可以有自信地上台，只為沒有教學，她們缺少肢體

表現的基本能力。

這兩個班的學科成績，我並沒有特別探詢。如

果要觀察學習的狀況，可以肯定的是，學生充滿好

奇，敢於嘗試的學習狀況的能力，在其他領域學習

也會有同樣的表現。教改之前，學生被困在升學的

壓力下，缺少主動學習的能力和熱情，所以才有九

年一貫教改。教改之後，才有這樣的比較機會。學

生對於學習動力的缺乏，是否因為缺乏對於身體探

索和表現活動呢？當然目前還缺乏有規模的實驗研

究證據，從這兩個班可以獲得部分解讀的空間。

為什麼兒童的肢體需要開發？

兒童應泛指的是幼兒和小學階段的學生，幼兒

時期，孩子的身體的確是不受限的，大部分的孩子

都會自由地手舞足蹈，情緒自在地表達，學前幼兒

階段的課程，以活動化的遊戲最多。隨著年齡的增

1 2

1  引導學生開發肢體表演的空間。

2 以肢體動作來表現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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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兒童階段因為心理的成熟，以及進入具體操

作和思維前期，對於肢體動作的學習，更需要有支

持性的活動來銜接。

在迦納博士所提出多元智慧學習的理論中，肢

體動覺學習屬於八種智慧的一種。很巧的，九年一

貫課綱，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能力指標特別強

調視覺、聽覺與動覺的學習。1-2-4 運用視覺、聽

覺、動覺的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呈現個人感

受與想法。這是在課綱首次出現的動覺學習，顯示

多元學習的觀念在課改中被充分地重視。也顯示肢

體動覺的學習在教育上和其他智慧是同等重要的。

麥金（Robert Mckim）在《視覺思維經驗》一

書中描述動覺思考的力量「動覺的外顯思考比起內

隱思考有幾項好處。第一，對感官涉入提供直接的

養分。第二，透過實做的思考，容許意外的收穫 — 

快樂的意外、非預期的發現。第三，從接觸和動作

的直接脈絡來思考，可以引發切深感、現實感和行

動。」

這幾項都是當前學生學習最大的罩門，最嚴

重就是缺乏現實感和行動。學生沒有學習動力，是

因為缺乏行動力。從兩班國中生身上印證，經過開

發孩子對於肢體的表達充滿自信，會專注地表達，

思考如何創作，這都是來自感官的養分。在開放的

環境下感官自由地探索而敏感，對學習充滿熱情，

肢體活動帶給學生的，是種自動學習的動能，學習

的過程不是只在尋求一個標準答案，而是在相同的

元素下，去發現不同的創意和表達，因此能得到非

預期的發現，發現同儕的優點和在行動中的樂趣。

因為內容不是單一的，而是充滿挑戰的空間，學習

會獲得較多的成功經驗，成功的學習也是快樂的來

源。學生學會肯定、發現他人優點和能力需要慢慢

建構的期待，在活動過程中都是透過肢體觸動和實

踐，是十足行動學習，動力當然充足。

肢體動覺的學習有別於學科考試的智育學習模

式。可惜的是，現在的學生越到高年級，對於學科

成績的要求越重視。學習越來越內在化，外顯的學

習卻越來越少。教育部雖然一再重申教學正常化，

到了國中，在升學的競爭下，非考科被邊緣化，

老師即使對體育或藝術類科等外顯學習想要有所作

為，但在家長和學校所建構的升學壓力下，經常有

心無力，久而久之就變成無力也無心了。

免除升學壓力目前還沒有可解的對策，但我

樂觀地認為，如果從小學開始就持續提供足夠的肢

體動覺的課程，有可能會改變學生學習行為。這些

年，我一直擔任中年級的表演藝術老師，學生到高

年級後，是否因表演藝術提升了學習情況呢？在缺

乏有系統的研究時，我不敢信口開河，不過有次帶

領六年級表演的經驗，讓我感受孩子的表演能量。

六年級學生要舉辦畢業音樂會，音樂老師拜託我協

同來帶領學生演出音樂劇。學生在五年級時沒有表

演藝術課，六年級後肢體表演的能力，我不是很有

把握。上課開始，看到學生充滿期待，音樂老師有

持續地引燃她們體內的表演熱情。當我引導她們在

情境中，發展角色、情節時，發現學生回到三、四

年級時創作的能量，不斷地嘗試、發展和組織。在

幾次的課程後，學生已經把一段音樂劇發展得有模

有樣。雖然不是很精緻的演出，看到學生熱切地在

學習創作，可以肯定中年級的學習的確在她們的體

內產生某些質變了，表演的能量已經可以隨時被觸

發。

就兒童認知的發展而言，小學中年級正處於具

體操作期，如能夠在給予具體肢體動覺上的活動，

1  引導學生開發肢體表演的空間。

2 以肢體動作來表現童話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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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地開發學生的肢體動覺，建立應有外顯能力。

當認知發展到形式運思期 — 認知行為改變 — 之

前，學生已經體驗肢體動覺的美好經驗，學生應該

能夠運用具體肢體動覺的表現，移轉到認知思考

到形式的部分，充分發展形式思維的能力，加上肢

體動覺的探索，這就是創作和創意的源頭。就社會

心理發展而言，小學階段正是基本勤奮感和基本自

卑的危機時期。中、低年級對同儕間的認同感的需

求，肢體動覺的團體動能的激發，可以強化與人互

動的社會能力，對於學生發展社會性行為有正面效

果。高年級的學生性別和自我意識逐漸增加，加上

生理的成長的變化，經常會出現不協調的社會行

為，如果學習又只著重在知識性學習上，外顯能力

會逐漸退化。當在知識學科方面的學習結果不如

意，就會轉變為基本自卑型的社會心理狀態。因

此，在這個階段持續施以肢體開發的課程，學生既

能在活動中建立良好的社交關係，也能因肢體動覺

的活動特性，保持學生較積極的學習動機，心理社

會的發展會趨向勤奮、掌握各種技能的積極結果。

當學生進入國中階段，對於學習或許還能保持較高

的興趣。

肢體動覺的活動，包含表演藝術和體育活動，

相較於體育活動，表演藝術更專注在向內探索肢體

動作的可能性，也就是肢體開發部分；向外強調肢

體的表達和表現，重點不只是技巧的表現，而有更

多情感的表達。當前以學科考試為升學依據的教育

現場，情意教學被嚴重地壓縮，甚至忽略，是目前

所共見的教育問題。近來發現一些較小型的國中，

因為是升學制度下的弱勢學校，反而有更多的空間

來建立學校的特色，如桃園縣山腳國中，全校發展

以影像為主的課程，幾年的經營下來，不但得到教

育部金質獎，同時也得到學生對課程的認同，孩子

更有意願參與學校的教學活動，學生發掘自己的長

處，繼續發展。學校整體氣氛改變了，學生開始回

流，升學表現也提升了，雖然無法和一般傳統升學

學校相比，但因為學校和老師的投入，得到學生對

學習的重新甦醒，這是學校回到課程的實踐，而不

只是專注在升學成績後，所產生的學習效應。

目前小學沒有升學壓力，課程實施比較正常，

教學的方式也比較多元活潑，對於藝術與人文領域

學習，家長大都採取寬容的態度，所以有很多以藝

文為特色發展的重點學校。學校在課程方面採用更

多活動式的外顯課程。古德萊德在《學校這個地

方》（A Place Called School）一書中指出：不論哪門

學科，學生都表示他們們喜歡作活動，在活動中她

們可以積極參與，或與人合作。反過來如果學習的

模式越來越轉趨個人內隱的學習，對於活動學習的

機會和參與也會失去動力。所以小學階段的表演藝

術課程的實踐，對於維持兒童學習的興趣的維持有

重要的影響。

表演藝術如何開發兒童的肢體

肢體動覺的活動學習，既然對於兒童發展擁有

學習關鍵能量的促動，而表演藝術是在中小學七大

學領域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必授課程，在97年

課綱修改後，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課綱附錄中，也清

楚地標示有關肢體動覺的教學內容如下：

．第一學習階段教材內容的表演藝術的創作元素

1.  五官的感知及想像能力的開發（如：視、聽、

嗅、味、觸等感知能力）。

3 模仿動物動作開發肢體的表現性。

4 讓學生自信地開展肢體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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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聲音、肢體動作的模仿、探索與表現。

3.  戲劇或舞蹈元素（如：空間、時間、力量、音樂⋯⋯）

的運用，進行遊戲性質的即興創作。

．第二學習階段教材內容的表演藝術的創作元素

1.  聲音與肢體動作在空間、時間、力量等元素的探

索。

2. 聲音與肢體表達的語彙。

3.  即興與創作的方法（呈現具開始、過程與結束的

情境，並表現出生活周遭人物的動作與對話）。

4. 故事或情境的建構或改編。

5.  各種道具應用的表演形式，如：戲偶、面具、器

物、布料、玩具等。

．第三學習階段教材內容的表演藝術的創作元素

1.  肢體動作的靜態意象傳達，如：畫面、情境、現

象、事件等。

2.  肢體動作的動態表達，如：以默劇、聲音、語言

等，模仿一段有情節的事件、歷程或故事。

3.  各種道具應用的表演形式，如：戲偶、面具、器

物、布料、玩具等。

4.  即興與創作表演（主題觀念、圖像、動畫、漫

畫、聲音、劇場遊戲、肢體律動等素材，發展出

一段完整情節的表演）。

5. 說故事劇場，如：讀者、故事、室內等劇場形式。 

從遊戲、模仿、探索表現到創作這一系列發

展，是小學表演藝術教學重要內容。從課綱的層

次更確定肢體的表達能力是需要經過開發的過程。

我們都知道，要達成完美的創作很難，也不是小學

階段學習的目標。所以應該是帶領學生參與在活動

中。當然這個教學系列的開始就是遊戲，是以孩子

的本能活動為基礎，慢慢帶領學生開發肢體的動

覺。教學過程中帶領學生進入創作的門檻很簡單，

是為了減少學生失敗的經驗，引發學生願意學習的

動力。只要學生願意去做，學習才會真正開始。孩

子在經歷活動後是對活動產生興趣，而不只是學習

成果而得到的成就。而且學生的肢體被開發了，對

於身體的表現不再害羞，就樂於公開地展現，因為

表現需要更多的學習，對於未來世界會充滿更多的

樂趣和好奇。

當然，必須思考的是，表演藝術如何開發學生

的肢體？需要什麼樣的課程？什麼樣的教學內容？

如何帶領學生活動？又要如何回饋學生？

我任教的學校是台北市少數有表演藝術師資

和表演藝術課程的小學。在學校裡國語、數學、

自然等知識性學科比起藝術人文領域得到的關注多

太多。表演藝術是什麼？大部分家長都不是很清

楚，也不想弄清楚。簡單地說表演藝術是戲劇和舞

蹈的學習。家長會問：「演戲和跳舞有那麼重要

嗎？」。如果表演藝術只是讓學生演演戲，那可以

很肯定地說：「表演藝術真的不重要。」因為演出

是一種專業的工作，從事表演工作需要天分和個人

長時間的努力和堅持。表演藝術是透過表演的方式

提供學生運用身體、語言和聲音來表達自己對生活

和社會環境的觀察，能夠以實際的行動表現出來。

教學的重點不在於學生有精采的演出，而在於學生

能夠運用自己的想像能力、身體和聲音，建立表達

的習慣，同時以表演的方式提出某些觀點和看法。

在九年一貫之前學校教學除了體育課對於個人身體

的訓練有部分著力外，對於發展學生身體自覺和建

立自信的課程完全缺席。九年一貫的表演藝術課程

是為了彌補這個缺口。

九年一貫提出一個簡單又實際的口號：讓學

生得到帶著走的能力，不是背不動的書包。表演藝

3 模仿動物動作開發肢體的表現性。

4 讓學生自信地開展肢體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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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玩，但困擾是，接下來呢？缺少常態性課程的

支撐，好不容易才點燃的肢體動能，很快又回歸原

點。所以應該督促學校讓表演藝術教學在學校正常

的運作。有正常的教學，才能透過老師持續地開發

兒童的肢體動覺。

第三，讓學生有自信地動：當學生建立運用肢

體來表現的習慣後，接著讓他們反思創作的過程，

同時檢驗自己的身體和聲音的表現能力。然後以同

樣的流程繼續探索不同的素材。在課堂中呈現的作

品，是學習過程中的驛站，稍作停留就要繼續往前

走。上課過程中學生不斷與內在挑戰，與同學腦力

激盪，不斷地創作思考和建立表達習慣。這些能力

被喚醒後就會持續在身體內，遇到任何肢體表達活

動的挑戰，就能看到自信的表現。當孩子擁有更豐

富的想像力和表達能力，自信和自在地站在台上說

一段獨白、唱一首歌、跳一支舞，都表示身上的肢

體動覺的能力都被喚醒了。

最重的是，可以維持在安全的感覺中繼續快樂

地學習。如果國中學生都能夠感受到學習的快樂，

才是教育改革真正的成就。

（本文圖片攝影：廖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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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正是讓學生帶著走的能力。社會越來越重視表達

能力，表達屬於個人的能力表現，是可以帶著走、

隨時用的武器。表演藝術教學是利用戲劇表演的技

巧，引導孩子探索身體和聲音，了解自己身體和聲

音表達的優勢和極限，逐漸建立表達的習慣。

或許家長還會懷疑：「表演是一種裝扮、作假

的過程，用在人際表達會不會變得虛假。」從我們

欣賞電影的經驗，一齣感人的影片，如果看不到真

摯的情感可能感動人嗎？如果只是虛情假意的表演

能夠吸引觀眾嗎？演員訓練是在激發演員更真實的

感官和情感的表現，這些能力的來源是對生活更觀

察、了解和深入體驗。表演藝術教學是老師建立情

境，引導學生進入情境，讓他們在情境中，用自己

的身體、語言和聲音來反應和表現。所以在表現之

前必先讓學生探索和嘗試，了解肢體、語言和聲音

的可能性，然後讓學生嘗試運用這些能力創作。

首先，要學生願意動：如何引領學生嘗試肢

體活動，第一個階段是遊戲。遊戲在教育的價值不

再贅述。而表演藝術的活動本身就是一種遊戲；一

種觀察、模仿和表現的遊戲。所以一開始要如何讓

兒童喜歡表演、開放肢體，其實沒有特殊的方法，

就是要投兒童所好。從學生喜好開始。學生願意參

與，才能導引他有更多的肢體的表現。每次帶領她

們好玩的遊戲，建立表演藝術好好玩的基本概念。

第二，要學生習慣動：就是學會運用肢體動覺

的習慣。習慣的建立必須透過課程的運作，唯有在

常態課程運作之下，才會變成內在的習慣。我經常

有機會到不同的學校帶領學生活動，在一、兩節的

教學活動後，學生的心被打開了，感受到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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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單元名稱    表演行動                      設  計  者    廖順約

教學時間    四至六節                      教學日期

教學目標：

1.  能從對話排練的過程了解戲劇表演的是在行動中完成的概
念。

2. 能從戲劇對白中，分析主題、人物、發展戲劇行動。
3. 能感受戲劇表演是和他人合作完成的過程。

教學活動：

一、暖聲遊戲

  1.  選擇一個短句子：如「今天天氣很好」，運用不同情
緒來表現出來。（對著老師說出來）

  2.  不同角色的聲音練習與探索：如老人、小孩、市場小
販、學校裡某個老師⋯⋯。

二、語言練習遊戲

 1. 「送給你，我不要」

三、短劇本練習

 1.  以〈練習一〉的劇本，讓同學練習對話。
 2.  以〈練習一〉的劇本，引導表演練習。
  3.   強調動作中完成，一定要有所行動。
    （什麼人？在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
  4.  以〈練習二〉劇本，來引導學生發現戲劇轉折的行動表

現。

 5.   互相觀摩表演，並分享各組的表演重點。

 第一、二節結束

四、讀劇練習

 1.  以〈練習三〉進行讀劇。
  2.   讓同學發表：劇中是
  什麼人？什麼時間？發生什麼事？

  3.   讓發表得很具體的同學擔任導演，分組把它的想法演出
來。

 4.  讀劇：拿著劇本把劇本重要的動作表現出來。
 5.  互相觀摩討論。
 6.  第二次讀劇：必須有動作發生。

五、呈現與分享

 1. 可選擇〈練習四、五〉的劇本。
 2. 分組排練。
 3. 呈現與分享。

 第三、四節結束。

   第五、六節可以讓學生，把劇本完整排練，分享各組的成
果。

■附件1

單元名稱：那個新來的

基本理念：

　　本單元教學最主要目的是透過一首詩來表現一個校園

暴力的情境。藉這首詩的情境進行校園暴力的某些現象的

探討，並從詩的情境中引導學生進行戲劇創作活動的基本

技巧練習。

教學目標：

一、能嘗試以不同的文本（詩）轉變為戲劇表演作品。

二、能以戲劇定格畫面來呈現肢體語言進行溝通和陳述故事。

三、能運用「獨白」的戲劇敘述技巧。

四、 能對校園暴力行為的受害者產生同理心，降低校園暴
力的行為。

教學對象：國中七年級。

教學時數：約六小時，可彈性增加排練時間。

教學流程：

一、戲劇定格畫面運用

 1.    找兩位志願者到前面，老師安排他們面無表情地對面
而坐。

 2.     詢問其他同學對這樣的畫面，想到什麼情境。如果
是一張圖會為它取什麼名字？

 3.    再徵求兩位志願者一人眼神閃避，另一人瞪著對方。
 4.    再次詢問其他同學對這樣的畫面，想到什麼情境。

如果是一張圖會為它取什麼名字？

 5.  分組，約六人一組。
 6.  每一組做一個畫面是題目「那個新來的」。
 7.  各組介紹發表自己的作品。發表重點：
   （1）畫面是什故事發生什麼事？
   （2）什麼人是「那個新來的」？
   （3）畫面中的角色的態度和感受是什麼？
 第一節結束

二、那真的好可怕

 1.  朗誦「那真的好可怕」這首詩。
 2.  了解詩的意義：
   （1）這首詩陳述的狀況？
   （2）這首詩裡頭可能有哪些不同的角色？
   （3）那些句子的畫面或語言特別的強烈？
 3.    分組討論：看了這首詩之後，會選呈現一個什麼樣的

畫面？

 4.  分組呈現並說明各組所呈現的畫面和主要的角色。
   （1）這個畫面有哪些人？
   （2）畫面中的人在做什麼事？
 5.   詩的討論：經過畫面呈現之後，對於詩有什麼想法？
 第二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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