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頭國中教師備課紀錄表 

授課教師 陳馨怡 備課跟觀課

議課老師 

江宛蓉 

任教科目 表演藝術 教學單元 第十一課 應用劇場的

超體驗 

(單元一新聞追追追) 

共備時間   114年   4月  29 日   9：25   至  10：

10     

共備地點 辦公室 

預定公開課班級 303班 

預定公開課時間    114年   4月   30日第  2節課 

預定公開課地點 303班教室 

教案備課討論跟流程修正 

三 年級  藝術與人文  領域 教學課程設計   

主題/單元名

稱  

表演藝術 第十一課 應用劇場的超體

驗  小單元:新聞追追追  

  

設計者   陳馨怡   

參考資料   

康軒備課用書,教用教案,媒體新聞    節數   
1節課（每節45分鐘）   
觀課:第一節課(靜像雕塑)   

總綱核心素

養  

A 行動自主   
A3 規畫執行與創作應變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領

域

學

習

重

點  

核心素

養  

藝-J-A3 嘗試規畫與執行藝術活
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
點與風格。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
術的  
 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
藝術  

議

題  

學 習 主

題  

  

性別權力關係與互動   

  



 

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
的意義。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

化的多元與差異。   

實 質 內

涵  

性 J11 去除性別刻板與性別偏

見的情感表達與溝通，具備與他

人平  等互動的能力。   

 

學習表

現  

表1-Ⅳ-1 能運用特定元素、形
式、技巧與肢體語彙表現想法，發
展多元能力，並在劇場中呈現。   
表1-Ⅳ-3 能連結其他藝術並創
作。  表2-Ⅳ-1 能覺察並感受創作
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表2-Ⅳ-2 能體認各種表演藝術發
展脈絡、文化內涵及代表人物。   
表2-Ⅳ-3 能運用適當的語彙，明

確 
表達、解析及評價自己與他人的作
品。表3-Ⅳ-1 能運用劇場相關技
術，有計畫的排練與展演。   
表3-Ⅳ-4 能養成鑑賞表演藝術的

習  慣，並能適性發展。   

   

  

  

表 E-Ⅳ-2 肢體動作與語彙、角色
建立與表演、各類型文本分析與創
作。  
表 E-Ⅳ-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術
元素的結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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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Ⅳ-2 在地及各族群、東西
方、  傳統與當代表演藝術之類
型、代表作品與人物。   
表 A-Ⅳ-3 表演形式分析、文本分
析。表 P-Ⅳ-1 表演團隊組織與架
構、劇場基礎設計和製作。   
表 P-Ⅳ-2 應用戲劇、應用劇場與

應用舞蹈等多元形式。   

  

  

學習內

容  

     

  

   



 

學習目標   

1.藉由新聞呈現的內容，去分析社會道德價值觀跟正確行為取捨。   
2.透過討論新聞對錯跟表演的呈現，理性分析事情不可盲信媒體。   
3.新聞社會事件跟實驗劇場結合，可以讓每個學生表演同個主題劇不見得有相 

同結局。   
4. 以社會事件當主題，表演團體中會發生的可能情緒，分享各自上台的心情。   

教學資源   

地板教室，網路媒體，影音音響設備。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新聞事件的介紹／媒體報導的真實性跟理性判斷 
 
一、準備活動   

 
(一)教師   
1.舉最近上課的社會新聞為例，分享新聞媒體傳遞社會價值觀是否有誤。   
2.很多新聞事件都需要區分真假。   
3.第一節課先練習博愛座的媒體報導是否媒體過度關注，再培養上課可以討論判斷
新聞真假的良善氣氛。   

 
(二)學生   
1.社會新聞的分享中，經討論建立比較正確的價值觀。   
2.能在團體中表達肢體動作且不膽怯。   
3.能演出一些及時創意反應來解決問題。   

  
二、 導入活動   
第一節課靜像雕塑，透過學生都知道的名畫雕塑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請學生分別扮

演角色如自由女神像等，揣摩各式各樣的靜像表情跟動作的情緒。   

三、 展開活動   
(一) 第二節課教師說明靜像雕塑創意表達的重要性。   

1.先確定名畫或雕像腳色是大家都知道的動作表情：   
(1)建立角色特色：介紹蒙娜麗莎微笑的特色、自由女神像及最後的晚餐等，然後

讓同學表演前先確認大家看過共通人物的特色，如此表演時才知道這個腳色是不是

演得跟實像接近。  

45’      

  
(2)符合表演的真實性跟道德性：選擇一個公眾表演的雕像，除了追求真實性，同

時選擇表演雕像上必須以不能夠違背善良風俗，不是選擇文藝復興時代裸露的雕

像就非裸露不可，需事先引導以動作為主，而非以全一樣為主，避免表演者淪為

觀眾狎玩意淫或開玩笑的對象。   

(3)表演的創意性：須配合雕像或名畫的動作，可使用簡單的道具輔助，例:蒙娜

麗莎的微笑表演輔助者馬上舉起桌子框住表演者當畫框，此舉動除了創意利用教

室現有道具，且逗趣十足，也證明表演跟合作者的默契佳。   

    



 

(4)教師可視情況說明表演方式，避免過度刁難動作，例如靜止時間以五秒為主，

不用靜止一分鐘以上，免成為一種靜態動作處罰。  

2.合作互動的表演過程：   
(1)抽籤選取表演者，讓表演者找幾個跟自己比較熟的同學幫忙指導動作，或使用
輔助道具，討論時間三分鐘。   
(2)學生討論完後講解表演時間跟互動合作的規則。   
(3)討論合作過程不能過長，找不到人協助可自演，如果真的有特殊狀況可放棄。  

3.表演動作指導由觀眾跟協助者：   
(1)認識公共表演的界線跟尺度：呈現各類創作者的作品含意、了解畫跟雕像時代
背景、分析角色可表演的地方、掌握腳色的特色、掌握時間表演。   
(2)表演動作選一人協助指導：例有人表演十字架的耶穌，看不到背後十字架的大

小怎麼擺放較好，可以找一人協助調整手臂長度跟背後十字架貼上。   

四、 綜合活動   
(一)進行流動表演時：教師可事先利用網路媒體搜索圖像資料介紹，供學生表演
參考用。   
(二)學生分享學習成果。   

(三)教師總結：無論是舞臺劇、音樂劇、電影、電視劇、雕像或是各種繪畫，觀

眾不僅可從圖像上看出時代背景，還有人物的個性、年齡、地位、身分、場合和

特 

質，同時也能擴展觀眾的想像空間，讓觀眾腦海中留下深刻的視覺印象。了解靜
像雕塑的表演後，用實作經驗，更快速抓住表演要領。   
五、 建議事項   
(一)教師利用網路資源蒐集圖像資料。   
(二)參考影片或圖(請在搜尋引擎鍵入下方關鍵詞)，教師可引導學生欣賞。   
1.文藝復興時代繪畫   
2. 有名的雕像如自由神像  
3.各類新聞媒體的適合表演的人物  

(第一節結束)   

  

 

說明：本課教學重點放在學生自主能力將主題用創意方法演出,並達到傳

遞正確表情動作跟情緒的效果. 

 

教學目標: 

1學生表達流暢,且能自主討論反應. 

2合作討論新聞過程能區分正確價值觀, 



 

3面對社會議題能不炒作,且能處理或反思生活問題的實驗劇場. 

 

教材內容:根據新聞追追追的單元,挑選適當表演的新聞題材人物或繪畫

雕像介紹. 

 

學生經驗:先前博愛座的新聞跟生活經驗討論,結合社會議題後開始將自

己的經驗表演出來. 

 

教學活動:除了即時出題演出,讓學生合作討論跟表演之外,在演出過程,

學生的秩序跟默契配合度,是在一次又一次團體活動中培養的信任感. 

評量方式:觀察態度評量,實作表演評量,團體合作討論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