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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8 學 年 度 國 小 藝 術 與 人 文 領 域 素 養 導 向 課 程 設 計 ▋ 

新 竹 縣 / 太 平 國 民 小 學 

學校名稱 新竹縣關西鎮太平國民小學 

設計參與者 林美慧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 其他領域 國語文、社會、自然 

學生藝術 

領域與 

其他領域 

起點行為 

1.教學對象:四、六年級學生 

2.語文先備能力:學生好動但是表達力不佳。學生能夠表達但是內容詞彙和表達

內容卻無法深究達到。  

3.藝文先備能力:喜好動手作的藝術課程，繪畫能力普通，表演能力因學童個性

害羞尚待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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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本課程實施模式：以表演藝術為軸心，結合議題統整性探究課

程為規畫，並透過國語文閱讀及社會與自然領域融入式教學合

併進行。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其他 __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問題導向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論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評量模式 

學習單 

遊戲評量 

展演實作 

影音紀錄 

其他  太平的孩子新詩創作 

小木偶奇遇記 設計概念及課程架構圖 

一、是運用表演藝術、語文與環境教育跨越三領域統整主題探究模式進行教學，主軸以表演藝術為核

心，融入語文閱讀與環境教育領域之概念與創作。 

二、表演藝術以教育戲劇精神來進行，運用想像、語文傳達、角色扮演、即興表演等教學形態，在遊

戲中以觀察、模仿與想像中進行戲劇的創作，使學生有趣味化實作的戲劇表演的展現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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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課程架構與設計概念 

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計 

 

 

 

 

 

 

 

 

 

 

 

 

 

 

 

 

 

 

 

 

 

 

 

 

 

 

 

 

 

 

 

 

 

 

 

 

 

學 

習 

目 

標 

與 

核 

心 

素 

養 

小木偶奇遇記 

 

自發 

系統思考 

解決問題 

互動 

科技資訊 

美感素養 

共好 

人際關係 

團隊合作 

1.統整學校相關軟硬資源認識關西鎮故事深耕在地自我認同。 

2.能欣賞文本內容之美，並進行文本改寫劇本提升語文能力。 

3.能簡易製作多元美感環保舞台服飾設計，實踐創客精神。 

4.連結資訊科技拍攝公共藝術教學網與建構木金石之藝術課程

網頁。 

跨

領

域

美

感

教

育

素

養

導

向

之

教

案 

 

資訊 語文 自然 藝文 

雲 

端 

美 

感 

課 

程 

案 

教 

上 

傳 

 

 

關 

西 

鎮 

大 

東 

坑 

的 

故 

事 

 

發  

現  

關  

西  

碧  

落  

角  

太 

平 

劇 

場 

＊ 

小木

偶奇

遇記 

 

課程評鑑/檢討與修正 

遇見太平 

 

邂逅雲端 看見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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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名稱 木偶奇遇記                        教學時數 上下學期 共 80節 

實施對象 

實施年級：四年級   實施班級數：2 班 

四年級人數：2 人    六年級人數：4 人 

特色班級：其他：跨年級四、六年級合作 

設計理念 

  透過美感元素、藝術媒介、藝術概念與表現以美感經驗做為藝術學科和其他

學科共有的概念，使在地文化社會領域與環境教育自然資訊的學習與藝術領域

產生連結與實踐等藝術活動，活化其他學科之教學。 

視覺藝術：點線面創作、木藝課程、小木偶設計與服飾設計 

語文方面：口語表達、書寫表達（小木偶奇遇記，戲劇文本）、童詩創作、故事

撰寫 

          太平木偶戲劇。 

自然領域：太平校園環境、食農課程介紹。表演藝術 道具製作木頭人、服裝製

作、布景製作 展演在資訊融入方面。 

資訊：分鏡設計、剪接、配樂、上傳 youto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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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藝術：聲音、身體、情感、時間、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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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藝術 

表 1-Ⅱ-1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

的元素和形式。 

表 1-Ⅱ-2 能創作簡短的表演。  

表 1-Ⅱ-3 能結合不同的媒材，表達想法。  

表 2-Ⅱ-1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感

知。 

表 3-Ⅱ-2 能持續觀賞與融入表演藝術活

動 

表 3-Ⅱ-4 能探索群己關係與互動。 

語文 

語 1-V-2能從聆聽中，釐清自我認知，

啟發解決問題的思辨能力。 

語 1-V-3能適切的掌握講者的核心內

容，增進溝通能力。 

核

心 

素

養 

藝術 

藝-E-A1 參與藝術活 動，探索

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式的思考，理

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

情意觀點。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

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

會議題。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

解 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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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2-V-3能選擇適當的語辭，透過表

情、肢體語言的組織技巧，條理清晰的

表達個人觀點。 

語 5-V-3能運用獨立閱讀的能力，欣賞

及應用各種文學作品、文字資訊，掌握

當代課題。 

語 6-V-1能經由觀摩、分享與欣賞，培

養良好的寫作態度與興趣，增加人文美

感素養。 

語 6-V-2能發揮思考與創造的能力，整

理並記錄個人生命經驗，展現具有風格

與價值觀的作品。 

  

力。 

 

語文 

語 C-U-A1 

藉由國語文課程，培養自我調

適的能力，促進身心健全發

展，肯定自我價值，開發潛

能，實踐終身學習。 
 

學習 

內容 

藝術 

表 E-Ⅱ-1 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和表現

形式  

表 E-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

扮演 

語文語 Bb-V-1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語 Bb-V-2物我相應的表現手法 

語 Cc-V-3與文本相關的人文、藝術、

等精神文化知識 
 

教學目標 

小木偶戲劇表演的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設計： 

    表演藝術領域、國語文（閱讀）領域與自然領域的課程設計結合，於彈性

與視覺藝術課程進行偶劇主題統整活動。 

一、表演藝術領域： 

以教育戲劇方式引導學生開展口語表達與肢體動作的結合，並能透過自覺與

生活經驗連結展現具獨特的肢體動覺。 

能運用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本元素來表達感受與想法。 

能具備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與態度，並能欣賞他人作品。 

二、國語文（閱讀）領域： 

透過書籍導讀《新竹縣關西鎮誌》和訪談相關在地耆老訪談引導學生認識自

己故鄉文化與特色。 

透過閱讀與社區耆老訪談後討論相關文化保留與傳承，引導孩子了解故鄉並

看重自己社區獨特之處。 

三、自然領域：  

透過讀報擷取相關與生活環境接軌之環境教育議題瞭解環境重要並探究故鄉

社區環境優勢與修正之處例如關西鎮社區養豬達人如何通過環評認證，引導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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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認識故鄉與認識環境尊重自己並關懷社區。 

經過練習，能夠多用正向語言與他人溝通相處。 

預期教學目標：【自信，分享，合作，創意】 

一、讓孩子們能將生活經驗透過偶劇內容展現口語表達重新認識自我也能尊重

別人，並能發揮創意與彼此合作互動的精神。 

二、讓孩子們透過言語充分討論與溝通達到口語的表達，再藉由文字表達轉化 

   戲劇中精簡的文本，了解表演戲劇預期呈現的真善美的效果。 

三、透過討論和實作，讓孩子們展現並學習彼此尊重的重要性。 

    本次的課程結合了語文、自然、表演藝術領域，讓孩子們藉由自己動手製

做作戲劇的表演道具木偶，透過閱讀在地人文自然親自訪談踏查討論擷取重點

轉換文本，由口語到文字到表演素材這是學生全新的體驗，我們都拭目以待，

期望這樣的跨領域美感教育課程能夠啟發孩子們更多元的學習。 

教學方法 戲劇扮演、創造思考式教學、實作展演、合作學習式教學 

單元規劃 

編號 單元名稱 教學重點 

一 遇見太平 
1.透過小木偶奇遇記孩子們認識自己幸福擁有讀書環境。 

2.透過 

二 
傳說 

1.透過故事 

2.認識自己的臉部表情，並畫下來 

三 
我有話要說 

1. 宣示-環境教育- 

2.我是小主播-透過分組討論，練習表達。 

四 
美麗家園 

1.訪談在地關西養豬達人 

2.美麗社區環境與在地產業養豬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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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語 1 

 

 

 

資料導讀： 

1.老師朗讀地方誌《新竹縣關西鎮誌》給

孩子們聽。 

2.一邊聆聽故事，一邊帶著孩子們思考地

方誌敘述中的東平社區歷史脈絡與獨特

的地方是什麼？ 

3.運用板書將孩子們的回答記錄下來，必

且最偶劇文本之依據。 

認識自己獨特的文化： 

25’ 

 

 

 

 

 

 

15’ 

 

地方誌《新

竹縣關西

鎮誌》 

欣賞地方誌

的文字與傳

統文化之美 

·運用朗讀及

說演故事技巧 

·讓孩子充分

理解故事意涵 

1. 是否 

專注 

聆聽 

2. 是否 

記錄 

清楚 



6 
 

1.老師引導孩子們發表自己覺得最特別

的地方是什麼？ 

2.讓孩子書寫在記錄單上。(至少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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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木藝 

與 

木 

的 

結 

合 

 

 

 

 

 

 

 

 

 

 

 

 

水之

結合 

/ 

染藝 

 

 

暖身 小木偶歷險記 

    

主題一：木偶設計 

1.【角色設計】 

A. 阿公/可暄/東東/里長伯/三

官大帝 

B. 人物定位與設計圖 

2.【服裝設計】 

A. 不同性別的服裝設計。 

B. 我的設計藍圖 

C. 造型與搭配 

D. 親手縫製木偶衣服 

3.【打版/縫製/組合】 

A. 打版 

B. 剪裁 

C. 組合縫製 

D. 組裝小木偶 

4.分享討論 

主題二：舞台設計 

 

1.【舞台規劃】 

A. 創意由劇情延伸舞台 

B. 幾何聚散空間高低 

2.【彩繪舞台】 

A. 設計元素 

B. 繪畫技巧 

C. 舞台繪畫語彙 

3.【圖騰與舞台名稱結合】 

A. 在地特色/客家文化 

B. 客家花布圖騰分析 

C. 客家花布 色彩分析 

D. 客家話布 應用 舞台設計 

5’ 

 

 

 

 

 

 

 

12’ 

 

 

 

 

 

 

 

 

 

 

 

 

 

20’ 

 

 

 

 

 

 

 

 

 

暖身 

繪本 

 

 

 

 

主題一 

木偶設計 

木藝 

賦予生命 

人物角色 

 

 

 

 

 

 

 

 

 

主題二 

舞台設計 

1.西卡紙 4

色 

※粉紅 

  橘色 

  白色 

  黃色 

2..油性筆

（黑、紅） 

3.色鉛筆 

4.壓克力

暖身 

1.延伸的意寓 

3.教育的重要 

 

 

 

主題一 

木偶設計 

1. 表情 

2. 互動默契 

3. 手指動作 

4. 肢體協調 

 

 

 

 

 

 

 

 

主題二 

舞台設計 

1.客家花布分

析與排列組合 

2.創作舞台背

景的藝術性 

3.繪畫表達力 

4.美的原則 

幾何、空間、

高低與聚散 

5. 染藝/掌握

顏色分布

暖身 

1. 導讀 

2. 誠實 

 

 

 

主題一 

木偶設計 

語文：延伸 

«關西鎮地方

誌»之在地文

化學習能夠對

在地文化產生

在地價值。 

2.使學生產生

愛鄉愛己認同

的在地與關懷

情誼。 

 

 

主題二 

舞台設計 

1.語文：延伸

學生創作之文

本。 

2.引導故事與

客家藝術結

合。 

3.認同與發現

在地藝術文化

之美-客家花

布 

暖身 

1. 實作 

2. 分享 

 

 

 

主題一 

木偶設計 

1.口語朗讀 

2.閱讀在地

文化 

3.精簡文字 

 

 

 

 

 

 

 

 

主題二 

舞台設計 

1. 能認同

在地客家

藝術客家

花布並且

能規劃舞

台設計 

2.能設計戲

劇舞台 

3.能完成舞

台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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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染藝/舞台布幕設計】 

A. 染色原理/逢匝綁夾 

B. 色彩原理/多層次整染 

C. 基礎染色介紹 

D. 基礎綁染介紹 

4.分享討論 

 

 

 

 

 

 

顏料 

5.植物/化

學染料 

6.綁染與

絞染    

 

與組合 

 

 

 

 

4.運用客家花

布並創做舞台

設計 

 

 

 

彩繪 

4.染色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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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之

結合 

/ 

金藝 

 

 

主題三美麗家園設計 

1.【我的家園】 

1.關西養豬達人 

2.養豬三證 

3.好吃的黑豬肉-在關西 

2.【我理想中的校園】 

1.校園環境 

2.社區環境 

3.理想校園環境 

3.【我理想中的家園】 

1.大樟樹下的閱讀環境 

2.聆聽讀書聲的校園走廊 

3.友善稻草人的守護太平 

4.分享討論 

 

總結分享：歸納重點 

 

 主題一 

拜訪家鄉

養豬達人

如何擁有

養豬的三

證照 

 

1. 

汙水排放 

2.廢棄物

再處理 

3.  

美麗家園設計 

 

廢棄角材再利

用裝潢剩餘木

材料 

切符合比例正

方形長方形不

等，點線面 

讓學生排出空

間創造出理想

空間 

 

主題二 

美麗家 

園設計 

1美麗校園 

2.美麗實景/   

美麗十景 

 

 

發現校園的美

自然界中之美 

麗，走廊、教

室、操場… 

學生眼中的校

園之美 

人造的美 

稻草人 

網室環境之美 

……. 

主題三 

美麗家園

設計 

設計規劃 

校園環境

中美好讀

書環境與

空間規劃 

未來推廣計畫 

本期卓越

亮點* 

校內外連結： 

教師組織社群先行共備（1、2）   

帶入校內圖書館讓學生蒐集資料（3）   

邀請教授來為學生進行音樂配樂的經驗分享（2）  

國際視野：（無） 

教學省思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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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校第一次執行跨領域美感教育的課程設計，課程剛開始執行時，因為前置的沒有教師

團隊共備時間不足，所以在對於跨領域美感教學的想像中，學校教師群之間有些許差異，且因這

堂課中沒有人擁有跨語文領域和藝文專業教師組合經驗，加上大部分的學生口語表達能力明顯不

足狀況下無法依序進度進入課程，所以開始執行的時候，出現許多溝通不良的情形課程凝滯。 

    但，也因此我們從課程探討和會議溝通開始進行更縝密的合作，設定更明確的課程終點，並

且有計劃性地為學生搭建學習鷹架，學習各種語文腳本的修正與腳本朗讀的反覆練習，重複訓練

過程中運用各總可能會用到的方法訓練學生他們作中學，語文到各總媒材體驗開發感知訓練學生

生活體驗與美感觀察並透過溝通表達與思辨進行共同討論反思的能力。最後，希望透過跨領域美

感教育課程能刺激教師開發有更多相關的跨領域美感材料，使更多的跨領域教育資源可以發展課

程。（林美慧） 

下學期 課程規劃主軸更是以跨領域軸心進行或議題方面著手進行… 

1.透過此次參與的美感教育跨領域課程設計活動，結合了語文、社會、自然與表演藝術領域，透

過學校團隊夥伴之間的腦力激盪，研發的課程內容，不僅是教學上的嘗新體驗，也讓孩子們有了

全新的學習體驗收穫豐碩；期望這些課程設計也能推廣到跨年級，讓更多的孩子有更廣的學習體

驗。 

2.因為這個跨領域美感課程而有機會參加表演藝術的研習進修和跨領域的會議，跟著美感藝術教

育推動的與教授們一起探觸跨領域的無限可能，很新鮮、很有趣、也有滿滿的收穫。 

學生／家長意見與回饋： 

上學期 

1. 孩子們完成「阿公講古」偶劇創作與表演，並且輪流上台發表介紹自己最特別的地方。 

2. 孩子們能夠運用肢體語言表達自己的情緒，並且互相尊重彼此。 

3. 孩子們能夠大方的在母親節藝文展演活動上演出此次跨領域學習成果。 

4. 在參考陳教授的資料後完成名詞卡與動詞卡的設計，在肢體開展的引導上是相當實用的素材。 

5. 學生透過五官表情完成喜、怒、哀、樂卡，可以說是每個人獨創的並帶有情緒的。 

下學期 

1. 能讓我們有很演戲的機會很有挑戰，每次的藝文課或綜合課要練習朗讀台詞，同樣的句子反覆唸

很多次才會像舞台表演，一次又一次這部分雖然辛苦，老師都陪在我們身邊為我們鼓勵打氣。（暄） 

2. 收穫最多的大概是想像「專業」這兩個字在我腦子中想像，這也讓我不斷在練習中支撐下去不發

脾氣，讓我持續練習下去。另外，在還沒手偶表演堂課之前，我還不知道縫衣服需要很有耐心一

針一線有耐心的完成，在上完美感課程之後，我發現自己居然喜歡縫東西，致讓我自己安靜下來

老師還說我縫得很好讓我很有成就感。（瑋）  

3.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不一樣的老師上課，可以詢問到不同老師的建議，有助於我多方思考。課程中

也學會了如何在解決問題與分組合作。這堂課讓我超越了之前的自己，讓我比以前更加進步。（康） 

4. 不管是木風鈴還是彩繪家鄉地圖一景都讓我很專心的投入其中，老師的鼓勵有讓我或的自信心 

5. 學會操作木偶控制小木偶的成就感就好像有一個玩伴可以瞭解我很懂我，讓我控制和掌握…（暄） 

6. 在操作木偶方面，控制小木偶可以有歡笑的部分，例如花絮版、搞笑版和學習勵志的一面…（林 

未來推廣計畫： 

1.學生規劃小木偶設計人物角色、服裝設計，並由老師根據學生的創作需求進行拍攝（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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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排「新竹縣文化中心」的畫展/木偶展，探訪新竹縣立公開場合的戲劇表演。 

3.參訪美術班/舞蹈班學校了解「專業」學習經驗分享（4） 

教學研發成果： 

  

 

視覺藝術-樹枝再利用  美的原則 點線面 視覺藝術-樹枝再利用  美的原則 點線面 

 

 

視覺藝術-樹枝再利用  美的原則 點線面 視覺藝術-樹枝再利用  美的原則 點線面 

   

  

校園內--丟棄樹木再利用/木星星創作 校園內樟木-繪畫創作-  

 

 

美麗家園/裝潢木再利用--點線面立體組合 美麗家園/裝潢木再利用--點線面立體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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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和語文與偶的小書-創作 結合社會領域-在地文化鄉土小書 

  

縫製—小木偶服裝設計    縫製—小木偶服裝設計    

  

練習-操控偶戲 練習-操控偶戲與木偶對話 

 

 

縫製/組合—小木偶創作與設計 完成小木偶—小木偶劇照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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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小木偶—組裝手偶/小木偶劇照  完成小木偶—小木偶劇照 

 

     

結合自然領域-拜訪關西在地養豬達人養豬三證訪談 小木偶戲劇文本討論 1 小木偶劇本—遇見學校 2.小木偶戲劇文

本—發現校園之美小 3.木偶劇本-發現課程之美   

  

 結合自然領域—校園體驗課程-草仔粿 

  

規劃與彩繪舞台 舞台設計-在地客家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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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阿公講古 下學期/規劃與表演-遇見太平真善美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參考網址：

https://www.naer.edu.tw/files/15-1000-14113,c639-1.php?Lang=zh-tw 

＊請參考下頁「美感課程模組元件」項下的序號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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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跨領域美感教育   小木偶奇遇記-偶遇太平 

 
 

單元名稱 
小木偶奇遇記-偶遇太平 總節數 共 4 節，160 分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藝術 

表 E-Ⅱ-1 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和表

現形式  

表 E-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

角色扮演 

語文語 Bb-V-1情志的抒發與省思 

語 Bb-V-2物我相應的表現手法 

語 Cc-V-3與文本相關的人文、藝術、

等精神文化知識 
 

領域核

心素養 

藝-E-A1 參與

藝術活 動，探

索生活美感。  

藝-E-A2 認識

設計式的思

考，理解藝術

實踐的意義。 

藝-E-B1 理解

藝術符號，以

表達情意觀

點。 

藝-E-B3 感知

藝術與生活的

關聯，以豐富

美感經驗。 

藝-E-C1 識別

藝術活動中的

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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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 

表 1-Ⅱ-1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

術的元素和形式。 

表 1-Ⅱ-2 能創作簡短的表演。  

表 1-Ⅱ-3 能結合不同的媒材，表達想

法。  

表 2-Ⅱ-1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動

的感知。 

表 3-Ⅱ-2 能持續觀賞與融入表演藝

術活動 

表 3-Ⅱ-4 能探索群己關係與互動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生涯規劃教育】 

涯 E12 學習解決問題與做決定的能力。 

【環境教育】 

環 E2 覺知生物生命的美與價值，關懷動、植物的生命。 

環 E5 覺知人類的生活型態對其他生物與生態系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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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1.學習科學的方法，並能於日常生活中應用所學。 

2.培養科學的精神與態度，並養成自己體驗觀察的習慣。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摘要    

學習目標 

一、能做出木偶和表情。 

二、木偶衣服打版、服裝設計、服裝縫製。 

三、表演舞台設計與繪製。 

四、能運用語文表達個人思考脈絡與創意文案。 

五、能運用手偶戲劇表演表達展現創意與故事脈絡 

教材來源 藝文四六年級 

教學設備/資

源 
自編教材 

評量要點 

一、角色定位與設計。 

二、木偶製作與縫製 

三、舞台設計與製作  

四、能將學習過程繪製小書利用繪畫與文字之美感。 

五、能運用口語清晰表達角色對話與運用。 

六、練習用布、針線、鐵絲、木頭、植物染物等等多媒材進行藝術創作豐富生活展

現美感。 

教學活動內容 

第一節 角色定位與設計  （共 40 分鐘） 

活動 1-1 角色 

一、文案理解。 

二、各個角色分析與對話。 

三、小組討論，角色格性特色，性格尋求同學默契與共識。 

五、配合教學，用共同文本朗讀、分組朗讀練習對話、個別朗讀的方式，文本朗讀。

（附件一） 

活動 1-2 定位與設計 

一、性別、個性。 

E. 阿公/可暄/東東/里長伯/三官大帝 

F. 人物定位與設計圖 

二、設計表情頭髮。 

1. 三、整合角色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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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提問，自具體的條件，例如：年齡、性別、個性、社區並未、在校表現、跟

社區的關係等，進而引導同學思考角色的個性、角色在故事中形成性的原因、對故

事中主要衝突事件的看法等。 學生選到的角色是社區里長。） 

3. 教師提問： 

4. 1.請問，你覺得土地公是什麼個性的人？ 

5. 2.為什麼？里長/土地公有家人嗎？有哪些家人呢？ 

6. 3.他的家人都住哪裡？ 

7. 3.你覺得三官大帝為什麼著願意幫忙社區？他靠什麼維生？他為什麼擔心水災？ 

8. 四探究人物個性與表情 

9. 人物角色、人物表情、產生對話、文本概述與產出 

10. 第二節 木偶衣服打版、服裝設計、服裝縫製㈠㈡（共 40 分鐘） 

活動 2-1 木偶衣服設計/打版 

一、教師請學生敘述可能可行的文本一次確認角色。 

二、角色定位：男童女童逃學者小木偶拐騙者壞貓狐狸。 

三、服裝設計：教師或學生從設定之角色與人物中提出定未與服裝關係。/【服裝

設計】 

A. 不同性別的服裝設計。 

B. 我的設計藍圖 

C. 造型與搭配 

D. 親手縫製木偶衣服 

四、【打版/縫製/組合】：以實際動作表演實地操作、說明及圖示的方式。 

五、動手操作，配合選定角色製作屬於自己角色動手製作小木偶。 

【打版/縫製/組合】 

E. 打版 

F. 剪裁 

G. 組合縫製 

H. 組裝小木偶    

六、分享討論 

活動 2-2 木偶衣服縫製/與組合 

●教師指導用針與組合。 

㈠認識用針：縫／摺、收線／起針、丈量/預留縫分。 

㈡袖子/衣服銜接。頭／身體銜接 

㈢學生一起組合衣服和身體，並製作成可以操作之木偶。 

 

第三節 舞台數計與製作㈢（共 40 分鐘） 

活動 3-1 舞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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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命名 

●舞台設計圖發想 

主題二：舞台設計 

一、 引起動機：參閱舞台設計與圖例。 

1. 教師提問除了書彩繪之外，想一想還能將設計的靈感發揮在哪些生活的東西上

呢？ 

 教師引導學生進行其他開放性擴散性思考。 

 針對創意素材創作，鼓勵學生提出不同的點子 

 鼓勵針對客家花布、彩繪、漸層、平塗、錯落等進行探索與繪製舞台 

2. 還可以利用哪些材料加以設計改造？ 

 發現媒材*舞台-木、紙箱 

 發現客家元素-運用花布 

 在舞台繪出客家風情之舞台設計。 

1.【舞台規劃】 

 創意由劇情延伸舞台幾何聚散空間高低 

 尺寸 大小 符合學生搬運學生觀賞 

 舞台硬體設計  空間大小 容納 2 人左右 

 放置腳本位置  

 蹲或站或加高.. 

2.【舞台彩繪】 

3.【舞台命名】 

 

教學資源 

 

網站資源 

●科學發現大搜查 http://www.ied.edu.hk/invent/main.html 

關鍵字 

小木偶繪本、東平里在地傳說史料、 

圖片提供  新竹縣關西鎮太平國小 教學者/跨領域 林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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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小木偶遇見太平  文本 

 
 

第一幕  遇見太平 

地點： 太平國小 大樟樹下 

出場人物： 小木偶 可暄 東林 狐狸  

旁白： 小木偶逃學到了一關西鎮的東平社區 

 

小木偶： 這是什麼地方啊 怎麼放學了還有許多人在操場玩啊！ 

狐狸： 是啊！ 是一所學校啊！ 

可暄東林 ：對啊！我們是關西鎮的太平國小！我們關西鎮的太平國小的學生啊 

小木偶： 都放學了，你們學校還這麼學生留在校園啊！ 

東林：因為，我們學校很好玩，我們學校很棒啊！ 

可暄：是啊，我們學校有很精彩的課程，放了學後的課程還有很多動手做課程 

讓我們都捨不得回家，留下來動手做 木工課程…動手做玩具…呢？. 

小木偶：動手做課程、 木工課程 、做玩具…聽起來好好玩..我也很想上上看.. 

狐狸： ㄟ … 上學嗎？不是現在吧… 

小木偶：這個學校聽起來好好玩，我想聽一聽有什麼好玩的課程。 

可暄：沒有問題，讓我來介紹我們學校的課程。 

 

 

已註解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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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  介紹課程 

地點 ： 太平國小 社區共讀站  

出場人物： 小木偶 可暄 東林 狐狸 貓 

旁白：小木偶狐狸與貓 在新竹縣關西鎮發現一個有趣的學校，這個關西鎮的太平國小學生東

東和可暄很熱情的向小木偶介紹學校有趣的課程。 

 

東林：我最喜歡創作課了 讓我來介紹畫畫課和木工課 

可暄：我最喜歡跳舞課了 我來介紹肢體律動課 

東林：我最喜歡的藝術創作課，老師會帶我到校園撿學校樟樹下掉下來的樹枝回去創作木星

星，木風鈴。 

小木偶：風鈴，樹枝做的木風鈴，有聲音嗎？聲音好聽嗎？ 

東林：有聲音。嘟嘟嘟的像水滴的聲音。 

可暄：老師會讓我們彩繪樹枝。不讓樹木只能燒掉，而是希望樹枝能夠重現風華，展現不一樣

的風采。 

東林： 是的，讓五顏六色的樹枝再創作成公共藝術作品，裝飾校園讓校園變得美麗又有特色。 

可暄：我最喜歡的舞蹈課也很好玩，老師帶領我們身體的拉筋、伸展、翻滾、走步、跳躍，先

讓我們發現我們肢體的柔軟度，開發我們肢體的律動和張力。 

東林：最後再用音樂組合起來讓我們全校在校慶時表演肢體律動。真是又有趣又刺激。 

可暄：還有學校的食農教育，網室課程讓我們種植，小番茄、蔥、高麗菜、蘿蔓等等很多植物。 

東林：我們學會種植澆水拔草施肥，讓學校課程不只是國語數學，更多和我們的生活有關的知

識與技能呢。 

可暄：我們全班還還一起種植有機小番茄，一起吃有機小番茄。加上蜂蜜的有機小番茄很鮮美

好吃，又健康呢。 

小木偶：上學還可以吃自己種的小番茄。還有小番茄加上蜂蜜，這…種吃法….真是別有一番

風味。 

東林：六年級要畢業的哥哥、姊姊還種高麗菜，拿到關西鎮農會前面募集畢業旅的旅費呢？ 

小木偶：上學……還要自己籌畢業旅行的費用，這不是很辛苦嗎…. 

可暄：很辛苦但是是值得的。因為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姊姊想讓六年國小的畢業旅行具有意義。

充滿回憶。也不想依賴父母，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到都市走走看看開闊自己的視野，所以自籌畢

業旅行的費用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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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  介紹校園  

地點 ： 太平國小 網室 

出場人物： 小木偶 可暄 東林 狐狸 貓 

旁白：當可暄提到了精采的網室課程向小木偶介紹時，東林也不服輸的搶著介紹太平的校園環

境特色給小木偶了解。 

 

東林：親愛的小木偶，告訴你，我們學校不只擁有精采課程喔！ 我們學校還有很棒的校園環

境呢！ 

可暄：我們學校周圍群山環繞，門前有小溪，校園裡的自然環境是令人著迷的環境，也是我最

喜歡的地方呢！ 

東林：學校還有最美的校園風景，讓我來介紹一下在哪裡？有樟樹爺爺、校門口、盪鞦韆、蹺

蹺板、鳳凰樹、網室、社區共讀站、溜滑梯、還有….教室外面的走廊、和友善稻草人等等… 

小木偶：ㄟ….教室外面的走廊，這也算是最美的風景嗎？ 

可暄：學校走廊的美麗是因為，可在走廊上可以看到學生讀書，也是美麗的風景呀。 

小木偶：那稻草人也是美麗的風景嗎 

東林：學校農地上的稻草人幫我趕走吃玉米的鳥兒，讓我們的玉米豐收，稻草人 24 小時不眠

不休照顧我們種的植物，稻草人的善良和負責當然是學校最美的風景。 

可暄：我還記得我最喜歡的樟樹爺爺，那是我下課最喜歡玩得地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夏

天帶我們全班到樹下進行國語朗讀。當我朗讀時，我的聲音迴盪在樹下，好像我是在進行千人

演唱會的音效效果，樹下的風吹過來，更讓我有置身在萬人演唱會的冷氣空調效果。哈哈！ 

東林：喔還有「勤耕太平」學校的網室哪！大樹老師說網室，是精緻農業的開始，。我們會在

網室裡種芹菜和蔥，並且舉行新生入學典禮儀式，也會在網室種植班級有機蔬果必且紀錄動植

物生長和成果，真的有趣又好玩。 

小木偶：喔！這麼有趣的精彩課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