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小 階 段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北 區 宜 蘭 縣 成 功 國 民 小 學 

學校名稱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團隊成員 

藝文領域─林佩璇老師、黃建倫老師 

國語領域─林冠鋐老師 

外聘老師─無獨有偶劇團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其他領域 國語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國語) 已認識擬人法、能分析課文內容 

(藝文) 已學習基本繪畫技巧、能製作簡易戲偶、已嘗試演出簡易偶劇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級任包班 

■科任教學 

□ 其他 

___________ 

（例如：校訂課

程、彈性課程、

主題課程等） 

實施模式: 

一、 分析課文並設計戲劇角色、製作簡易劇本 

二、 根據劇本需求，設計偶戲角色草圖 

三、 製作戲偶、道具、布景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___________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網路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類數位典藏資源

之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___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 

 

跨領域課程架

構與設計概念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方案名稱 奇幻菜園之夜 

教學時數 19節課(國語+藝文課程)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五年級 

實施班級數：1 班 

各班級人數：24 

特色班級： 

 □美術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設計理念 

在國語課程方面，透過翰林版五下「宮崎駿的想像之泉」教學，認識宮崎駿的創作歷

程，在熟讀、理解並分析課文後，了解一個作品的誕生，含其所包含的創意元素。首

先認識宮崎駿這位作者，欣賞宮崎駿的影片，更能了解到文中所闡述的發想過程是如

何具體的呈現。運用本校的特色課程長期對植物累積的經驗與觀察，經由擬人化的引

導，塑造出富含創造力的角色。之後根據角色特徵、生活環境與想像力，分組討論出

一部具有文章結構的短劇。 

    藝文課程根據學生所構想出來的角色，配合色彩學原理，與造型設計構成，在紙

上描繪出具有美感的戲劇角色。 

    此次課程引進專業偶戲老師，教導學生如何運用材料，將所構想的角色實際製作

完成，豐富學生對戲劇的知識與感受。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視覺藝術：包含點、線、面、空間、構圖、質感、色彩等 

 □音樂：節奏、曲 調、音色、力度、織度、曲式等音樂元素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主題等戲劇或舞

蹈元素 

 □美感形式原理：反覆、對比、均衡、統一等 

 □美感判斷：愉悅感、理解力、想像力與共通感等 

 ■美感經驗：引發審美知覺的表達媒介、審美知覺、意義、情感、意象等 

 ■活動實踐：藉由繪畫性、數位性、立體性、鑑賞等創作活動 

說明： 

視覺藝術: 利用點、線、面的原理，設計角色原型。 

表演藝術: 1.透過音樂，結合肢體律動，表現不同情緒的肢體語言。 

         2.運用創造力，結合觀察，與同學一起練習即興表演。 

         3.實際操作不同偶戲，根據音樂的快慢節奏，使戲偶在手中靈活起舞。 

美感經驗: 專業的偶戲師到校實際演出，讓學生近距離觀賞表演藝術之美。 

活動實踐: 經由老師們的引導，運用隨手可得的素材，製作杖頭偶。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視 1-Ⅲ-3 

能學習設計式思考，進行 

創意發想和實作。 

表 1-Ⅲ-1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

元素、技巧。 

核心 

素養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 以豐富美感經

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 學習 

內容 

視 E-Ⅲ-1 

視覺元素、色彩與構成要素的辨



識與溝通。 

表 E-Ⅲ-1 

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主

旨、情節、對話、人物、音韻、

景觀)與動作元素(身體部位、動作 

/舞步、空間、動力/時間與關係) 

之運用。 

表 E-Ⅲ-2 

主題動作編創、故事表演。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分析文章，了解內容與重點。 

2. 學生能運用擬人法創作戲劇角色。 

3. 學生能掌握編劇的重點。 

4. 學生能運用色彩配置、造形構成的技巧設計戲劇角色造型。 

5. 能夠根據角色設計圖的重點，製作戲偶。 

教學方法 講述法、問答法、示範、實作、寫作、討論。 

單元規劃 

節次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1-國 文本研讀與對話 
1. 閱讀課文內容。 

2. 討論並分析宮崎駿的作品和其創作的元素。 

2-國 寫作指引 透過寫作技巧掌握編劇重點。 

3-國 主題編劇 
1. 將生活中的共同元素融入劇本。 

2. 分組討論戲劇幕次。 

4、5 

-視覺 
角色設計 

1. 以共同生活元素(班級菜園)為主題發想。 

2. 色彩配置教學。 

3.角色造形構成重點。 

6、7 

-視覺 
肢體表藝 

1. 以音樂帶動身體的表現。 

2. 以肢體展現不同生物或物體。 

3. 同學間合作，以肢體共組舞台情境。 

8、9 偶戲介紹 
1. 了解偶戲的由來。 

2. 認識不同偶戲的特點。 

10-17 製偶 依據設計圖製作戲偶。 

18 排練 練習演出 



19 分享 分組分享感想 

教學流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念 

美感元素 

跨領域 

策略 

評量 

方式 

1-國 文本研讀與對話 40 分鐘 課本   
學習單 

2-國 寫作指引 40 分鐘    

3-國 主題編劇 40 分鐘      小劇本 

4、5 

-視覺 
角色設計 

80 分鐘 教師自製 

課程引導 ppt  

人物比例 

色彩學 

從文字角色轉化

為具體設計圖 
設計圖 

6、7 

-視覺 
肢體表藝 

80 分鐘 教師示範 

音樂 

肢體表達方式 根據故事呈現 

舞台情境 
實作 

8、9 偶戲介紹 
80 分鐘 各式專業 

戲偶 

戲偶比例 

偶戲歷史 

 
問答 

10-17 製偶 

80 分鐘 各種生活中

易於取得的

美藝素材 

素材應用  

實作 

18 排練 40 分鐘    

19 分享 40 分鐘    

教學省思與建議 

    實驗課程給予的支援，是讓學校有機會嘗試不一樣的上課方式，帶給學生更好的學習刺激，讓學

習能夠呈現不一樣的姿態與面貌。身為一個藝術與人文老師，也有上課的進度。往常每一個單元所投

入的時間，並不足以讓普通班級的學生對一個藝術專業有更深入的理解。這次透過跨領域計畫，希望

一是能帶給學生更完整的藝術創作歷程，二是補充學校本身對表演藝術專業上尚不足的部分。一齣戲

劇的呈現並不僅是依靠藝術就能完成，專業的戲劇包含表演藝術、設計、劇本、舞台、燈光、音樂，

可謂是多個專業領域、學科的綜合，缺一不可。 

    為了讓創作的過程更容易理解，選用了五年級《宮崎駿的想像之泉》這篇課文。讓學生透過課文

敘述，掌握創作的靈感來源，以及如何利用將生活周遭的事物擬人化，創作一個有趣的故事。經過導

師的引導，並讓學生與校本食農經驗連結，讓學生產生有趣有生活化的短篇劇本。在表演藝術方面，

偶戲老師帶來不同的肢體開發課程，首先讓學生聆聽音樂的旋律與節奏，讓肢體隨著音樂擺動，還有

練習讓身體演藝不同的生物。透過不同的活動達成肢體開發與合作共演。並且偶戲老師出借專業的表

演戲偶，讓學生實際觀察並體驗不同戲偶的操作，實地的貼近專業的戲偶，讓學生對偶戲的認知更加

真實，難得的體驗同時帶給學生莫大的興趣。另一方面，藝術人文老師也帶領學生了解一個舞台角色

的設計與創作理念的關係，以及運用色彩學與造型比例，繪製具有美感與文本概念的角色設計圖。從

創造文本、了解戲劇、體驗表演藝術，到繪製並製作角色，甚至驗出，便是希望學生能夠對一個藝術

創作有具體而富有脈絡的學習。學習的過程雖然漫長，但是看到學生願意將下課時間也運用在學習，



每一次上課都有期待和喜悅，相信這樣跨越領域的課程帶給了學生許多豐沛而感動的經驗。 

    以往表演藝術課程對於五年級來說，多少有放不太開的情形，此次課程增加了肢體開發與引導時

間，使學生更能夠理解如何運用肢體表達，也因為有老師的參與，讓學生也能放開手腳勇敢表演。而

在戲偶製作上，學生對於如何運用素材更好的美化，亦即偶的整體美感，顯然觀念上較為薄弱，是本

課課程中還需要多加改進之處。另外，整體的課程時間拉長，相對擠壓到其他單元的進行，課程間如

何調配時間，還是尚待教師們互相討論。 

教學研發成果 

 

學生完成自己的杖頭偶 

未來推廣計畫 

     此次的偶戲課程，若未來有更多發展的機會，計畫分年段實施。除了讓課程本身的時間能夠合理

化，另外再個別的課程，例如戲偶製作、設計圖製作、道具製作等方面，能夠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

進行，使整體美達到提升。另外也可以結合音樂課程、劇本場景規劃等，讓戲劇觀賞的整體性更好。 

     時間上也必須安排更多表演練習的時間，讓學生能夠培養足夠的默契，克服戲偶操作上的困難，

使戲劇課程除了有趣、豐富知識，還能夠達到一個良好的演出。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引導如何創作劇本。 



  分組討論劇本與角色造型 

  教師示範如何設計角色造型 

  角色設計圖 



 

偶戲老師示範各種戲偶 



  肢體開發與律動 

   



   

  學生能合作練習操作戲偶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