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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教案設計 

科目/領域別：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 

學習/教育階段(如第三學習階段/國小)：第二學習階段/國小三年級      教學年級：三年級 

單元名稱：節奏律動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打擊樂器：手響板、手指沙鈴、鈴鼓、三角鐵、音樂、音樂播放器，攝影機 

總節數：  4 節，共 160 分鐘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藝術來自於生活，應用於生活，是文化的累積。而音樂節奏和律動是人類在藝術體驗上最基本

的概念，本課程的設計針對第二學習階段國小三年級，主題是「四分音和八分音符，以及認識四四

拍子的基本型態之節奏」，讓小朋友藉由不同的方式去體驗和感受音樂和律動節奏的奇妙。引導學生

透過遊戲、手執小樂器和身體律動的實作與創作去分辨上面兩種節奏的差異，引導學生樂於參與探

索、學習多元的表現方式，能表現對音樂與律動的鑑賞和興趣，從律動中培養創作的快樂與成就

感，並能欣賞、尊重、與他人共同合作的表演與創作，感受自主創作過程的美好，進而能在未來的

學習或生活情境中隨時感受律動和節奏的快樂，培養兒童在音樂與表演藝術的基礎，並應用於生活

中的素養。 

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情形 

學習目標 一、能辨別、描述、轉換藝術符號，與音樂元素，以表達情意和自我的感受。 

二、能表現、創作、回應音樂語彙、肢體等多元方式，實踐藝術，學習理解他人

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三、能區別，結合、適應不同對象、場合或情境的音樂，即興創作表演，感知藝

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核

心 

素

養 

總綱 A 自主行動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 溝通互動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課)綱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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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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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點 

學習表現 音 1-Ⅱ-2 能依據引導，感知與探索音樂元素，嘗試簡易的即興，表達自我的感

受。 

音 2-Ⅱ-1 能使用音樂語彙、肢體等多元方式，回應聆聽的感受。 

音 3-Ⅱ-1 能參與音樂活動，並展現聆賞禮儀。 

音 3-Ⅱ-2 能為不同對象、場合或情境選擇音樂，以豐富美感經驗。 

學習內容 音 E-Ⅱ-4 音樂元素，如：節奏、力度、速度等。 

音 E-Ⅱ-5 簡易即興，如：肢體即興、節奏即興、曲調即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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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A-Ⅱ-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繪畫及戲劇等回應方式。 

音 P-Ⅱ-1 音樂活動、音樂會禮儀 

音 P-Ⅱ-2 音樂與生活 

議題融入 性 E4 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多元文化教育 

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養成尊重差異與追求實質平等的跨文化素養；維護多

元文化價值。 

與其他科目的連

結 

表 1-Ⅱ-3 能結合不同的媒材，表達想法。 

表 1-Ⅱ-2 能創作簡短的表演 

表 E-Ⅱ-3 聲音、動作與各種媒材的組合 

表 2-Ⅱ-1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感知。 

表 3-Ⅱ-1 能具備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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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Ⅱ-1 展演分工與呈現、劇場禮儀 

表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扮演 

學生先備被知識 
學生已在低年級生活課程中學過，並認識二分音符 ，四分休止符 、附點二分

音符 ，認識並演練過二四拍等 

學習目

標代號 
教學歷程 

教學 

時間 

教學   

資源 
學習評量 

 

 

 

 

 

 

 

 

 

 

 

音 E-

Ⅱ-5 

 

 

 

第一節 

一、 導入活動  

(一) 教師準備四分與八分音符表、手響板、手指沙鈴、鈴

鼓、三角鐵 

(二) 引起動機： 

先讓小朋友藉由節奏遊戲來領略基本的節奏概念，遊戲名

稱為：「請你跟我這樣做─姓名tempo」 

◎遊戲說明： 

此為4拍子遊戲，指定某一位小朋友，要求被指定者須依照

指定的次數跟著節奏唸自己名字次數，最多指定4次，最少

1次，然後再任意指定下一位，去念指定的次數，每位同學

有兩次錯的機會，第3次錯誤則遭淘汰，直至冠軍誕生，遊

戲即結束。 

例如:由老師起頭，最開始先唸「請你跟我這樣做」(所有

 

 

 

 

 

 

 

 

 

 

 

 

10分 

 

 

 

 

 

樂器、

音符卡

和節奏

音符表 

 

 

 

 

 

 

 

 

 

 

 

 

 

 

 

能熱烈且

配合的參

與活動，

且以正確

的規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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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

Ⅱ-5 

 

表 3-

Ⅱ-4 

 

 

 

 

 

 

 

音 2-

Ⅱ-1 

 

音 E-

Ⅱ-4 

 

 

 

 

音 1-

Ⅱ-2 

 

 

音 2-

Ⅱ-1 

 

 

 

 

音 E-

Ⅱ-5 

 

 

 

 

 

的人皆須跟著老師拍手打拍)，然後確定拍子速度，接著在

第三拍時指定一名同學，第四拍說出指定次數(如:靜如 三

次)，該生就需依要求之次數唸自己名字，指定四次為「靜

如 靜如 靜如 靜如」；指定三次為「拍(只拍手不說話) 

靜如 靜如 靜如」；指定兩次為「拍 拍 靜如 靜如」；指

定一次則為「拍 拍 拍 靜如」，緊接著再說「請你跟我這

樣做」，反覆在第三拍在指定下為同學，第四拍指定次

數。 

二、 開展活動  

1. 認識4分音符(踏)與八分音符(踢踢)：教師將四分音符與

八分音符卡，貼在黑板上「 ─四分音符」及「 ─八

分音符」，了解其節奏的差別。 

◎用動作分辨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跟著鼓聲踏步，教

師拍鼓，讓小朋友在原地踏步 

 

2. 認識不同的小樂器，練習拍子節奏： 

教師先介紹「手響板、手指沙鈴、鈴鼓、三角鐵」四種

小樂器，再將小朋友分成四組，將四種樂器依照組別分

給小朋友，讓小朋友練習敲擊節奏。 

3. 各組運用小樂器，分組輪流按照老師指定的音符敲擊打

拍，練習節奏。 

4. 教師將練習節奏音符表貼在黑板，指導各組小朋友運用

樂器練習敲擊節奏，再輪流交換樂器練習。 

例如: 

 

 

 

 

 

 

 

 

 

 

 

 

 

5分 

 

 

 

 

 

 

 

5分 

  

 

 

 

3分 

 

 

 

 

 

 

7分 

 

 

 

 

 

 

 

 

 

 

 

 

音符卡 

 

 

鼓 

 

 

 

 

 

 

 

 

 

 

 

節奏音

符表 

 

 

 

 

行遊戲 

 

 

 

 

 

 

能區別四

分音符和

八分音符

之不同 

 

 

 

 

能理解各

項樂器的

操作方式 

 

 

 

 

 

 

各組能正

確完成老

師指定的

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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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P-

Ⅱ-1 

音 P-

Ⅱ-2  

 

 

 

 

 

 

 

 

 

 

 

 

 

 

 

 

 

 

音 A-

Ⅱ-3 

 

表 E-

Ⅱ-3 

 

 

 

 

音 E-

Ⅱ-4 

 

 

 

三、 總結活動 

1. 讓四組不同的小樂器，同時按照老師指定的音符節奏敲

擊練習，讓不同樂器在相同的節奏下結合。 

2. 讓小朋友分享心得，教師並給予適當的讚美和鼓勵。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 

一、 導入活動  

(一) 教師準備鼓、音符卡、音樂播放器、攝影機、電腦、

投影機，將教室的桌椅全部推到後面，讓教室有大空

間。 

(一) 引起動機： 

◎ 肢體造型暖身練習: 

老師先示範如何運用走步的方式練習節奏，再由老師敲

鼓聲，讓學生運用走步的方式隨著老師的敲鼓聲練習節

奏，同時此節奏可以由慢至快，或由快至慢，做速度的

變化，學生可在教室空間內自由走動，當老師鼓聲停止

時，學生停止不動並做出不同的肢體造型，等待鼓聲開

始，再重複以上的步驟。 

二、 開展活動  

1. 複習上一堂課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的節奏練習： 

教師將四分音符及八分音符卡貼在黑板上，讓小朋友說

出兩個音符的名稱，並練習用拍手練習節奏。 

2. 將四分音符(踏) 及八分音符(踢踢)  ，分別各設計

一個動作來代表。 

 

 

 

 

10分 

 

 

 

 

 

 

 

 

 

 

 

 

 

 

 

 

 

 

 

 

5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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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卡 

 

 

 

 

 

能正確的

完成節奏 

 

 

 

 

 

 

 

 

 

 

 

 

能熟練走

步的節奏

感並做出

不同的肢

體造型 

 

 

 

能正確說

出四分音

符及八分

並拍出音

符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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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A-

Ⅱ-3 

 

表 1-

Ⅱ-3 

 

表 E-

Ⅱ-3 

 

表 2-

Ⅱ-1 

 

 

 

 

 

 

 

 

 

表 3-

Ⅱ-2 

 

 

 

表 1-

Ⅱ-2 

 

 

表 P-

Ⅱ-4 

 

 

 

 

音符 動作 

 

 

資料來源:自拍 

 

 

                  資料來源:自拍 

先讓小朋友跟著練習這兩個單一肢體動作，接著老師敲

鼓擊拍，讓小朋友跟著老師的節拍做出正確的肢體動作

(不用做到非常正確的姿勢，能做出基本動作即可)，反

覆幾次，直到熟練。 

3. 學生已經能熟練這兩個單一動作，再加長節奏，練習組

合，反覆幾次。 

例如：  or  。 

4. 讓學生將上一節課以練習過的節奏表，分組練習肢體的

動作做出來，並分組表演。 

 

 

 

 

 

 

5分 

 

 

 

 

 

 

 

 

 

 

 

 

 

 

 

 

 

8分 

 

 

 

5分 

 

 

 

 

 

5分 

 

 

 

 

 

 

鼓 

 

 

 

 

 

 

 

 

 

 

 

鼓 

 

 

 

 

 

 

 

節奏音

符表、

鼓 

 

 

 

 

 

能做出與

四分音符

及八分音

符配合的

肢體動作 

 

 

 

 

 

 

 

能將肢體

動作配上

節奏 

 

 

 

 

 

能將肢體

節奏流暢

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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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Ⅱ-2 

表 P-

Ⅱ-1 

表 3-

Ⅱ-4 

 

 

 

 

 

 

 

 

 

 

 

 

 

 

音 3-

Ⅱ-1 

 

音 P-

Ⅱ-1 

 

音 P-

Ⅱ-2 

 

 

 

 

 

 

 

 

三、 總結活動 

成果:將學生練習的肢體節奏動作拍下， 觀摩分享(第

一節奏影片來源:自拍)。 

1. 小組互相觀摩、欣賞他人的表演，並分享心得 

2. 教師適當的給予口頭上的讚美和鼓勵。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 

一、 導入活動  

(一) 教師準備鼓、音符卡、音樂播放器、電腦、投影機。 

(二) 引起動機 

影片欣賞： 

為增強學生對音樂的覺與反應，從音樂中能感到節

奏、曲調的反應與模仿，以及樂段的對比及和聲的美

感。 

1. 第一首，挑選了節奏明朗、曲趣快樂的音樂 

➤解說：樂曲十分輕快靈巧與愉悅，動作是活潑歡跳的風

格特點。 

「Jacques Offenbach：Can Can Music for Orpheus in 

the Underworld」 

「奧芬巴哈:《天堂與地獄》序曲裡康康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ccyANdjnk 

 

 

 

 

 

10分 

 

 

 

 

 

 

 

 

 

 

 

 

 

2分 

 

 

 

 

 

 

 

 

3分 

 

 

 

 

 

 

 

 

 

攝影

機、電

腦、投

影機 

 

 

 

 

 

 

 

樂器、

音樂播

放器、

電腦、

投影機 

 

 

 

音樂影

片 

 

 

 

 

 

 

 

 

 

 

能觀摩、

欣賞他人

表現並與

同學分享

心得 

 

 

 

 

 

 

 

 

 

 

 

 

 

 

 

能欣賞並

理解音樂

種類、曲

風的特色 

 

 

 

 

https://youtu.be/9NopC-wX4w0
https://youtu.be/9NopC-wX4w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ccyANdj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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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3-

Ⅱ-1 

 

音 P-

Ⅱ-1 

 

音 P-

Ⅱ-2 

 

 

 

 

 

 

 

 

音 3-

Ⅱ-1 

 

音 P-

Ⅱ-1 

 

音 P-

Ⅱ-2 

 

 

 

 

 

 

 

 

 

音 2-

Ⅱ-1 

音 E-

Ⅱ-5 

2. 第二首，優美、柔和的音樂 

➤解說：曲中靜謐輕柔、溫婉柔美的深情，而有時會帶有

悲傷的感覺，動作需帶有嫵媚之情懷 

「Camille Saint-Saëns ： Le Cygne」 

「卡米爾·聖桑：天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aMTIH6TBI 

3. 第三首，頓錯感強烈的斷奏式--探戈曲風 

➤解說：在節奏上，他凸顯重音的特點(第一拍與第三拍)強

調曲子的節奏，形成特有的複合節奏，產生了與眾不同的

音響效果，動作需簡潔有力並掌握(第一拍與第三拍的重

音)，不拖泥帶水 

「Astor Piazzolla - Libertango」  

「皮亞佐拉：自由探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hTodxH7Gw&list=RDkdhTodxH7Gw&t=4 

 

二、 開展活動  

根據前面影片觀賞後，分組結合小樂器練習並表演： 

1. 分為輕快曲風、優美柔和曲風、探戈曲風三組。 

 

 

 

 

 

3分 

 

 

 

 

 

 

 

 

 

 

 

 

 

3分 

 

 

 

 

 

 

 

 

 

 

 

 

 

 

 

 

 

20分 

音樂影

片 

 

 

 

 

 

 

 

 

 

 

音樂影

片 

 

 

 

 

 

 

 

 

 

 

 

 

 

 

 

 

能專注聆

聽不同樂

種類、曲

風的特色 

 

 

 

 

 

能辨別不

同力度的

音樂種

類、曲風

的特色 

 

 

 

 

 

 

 

 

 

 

能參與、

配合小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aMTIH6TB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hTodxH7Gw&list=RDkdhTodxH7Gw&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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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A-

Ⅱ-3 

 

表 3-

Ⅱ-1 

表 E-

Ⅱ-3 

 

表 P-

Ⅱ-1 

表 3-

Ⅱ-4 

音 A-

Ⅱ-3 

 

 

 

 

 

 

 

 

 

 

 

 

 

 

 

 

 

音 E-

Ⅱ-4 

 

音 2-

Ⅱ-1 

 

 

2. 教師將學生分成三組，各組選出一位組長，由組長代表

抽籤，以抽到的曲風來表演 

3. 由各組小朋友討論可以選擇加入一項樂器（以手響板、

手指沙鈴、鈴鼓、三角鐵為主），並討論如何與肢體動

作一起呈現。 

4. 教師從旁協助學生，並播放音樂讓各組練習。 

三、 總結活動  

1. 各組紛別輪流上台表演、呈現各小組的曲風 

2. 請小朋友給予上臺表演小組適當讚賞。 

3. 演出結束，請小朋友發表心得，教師總結各組呈現的結

果，並給予適當的讚賞與鼓勵。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 

一、 導入活動  

(一) 教師準備四分與八分音符卡、手響板、手指沙鈴、鈴

鼓、三角鐵 

(二) 引起動機： 

遊戲名稱為：「搶救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 

◎遊戲說明：教師將小朋友分成男生一組，女生一組，每

一組分給多張貼有磁片的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卡，根據

第一節練習的節奏表，教師拍鼓，讓小朋友以聽力，小

組成員接力合作的方式將音符卡貼在空白處，完成節奏

表，最先完成小組獲勝。 

1.                                   

題目：  

 

 

 

 

 

 

 

 

 

11分 

 

 

 

 

 

 

 

 

 

 

 

 

 

 

 

 

 

 

 

10分 

 

 

 

 

 

 

 

 

 

四種不

同樂器 

 

 

 

 

 

 

 

 

 

 

 

 

 

 

 

 

 

有磁片

的四分

音符和

八分音

符卡 

 

 

 

 

 

同學討論 

能積極參

與小組樂

器與肢體

動作的創

意與練習 

 

能自由

的、開放

的上臺演

出各種曲

風，並欣

賞他人的

表演，發

表心得 

 

 

 

 

 

 

 

 

 

 

能夠專心

傾聽並合

作，正確

地完成，

音符表上

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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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A-

Ⅱ-3 

 

音 3-

Ⅱ-1 

 

 

 

 

 

 

 

 

 

音 E-

Ⅱ-4 

 

 

音 2-

2.                                 

題目：   

3.                                 

題目：  

4.                               

題目：  

二、 開展活動  

1. 從兒歌中練習及複習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 

「小蜜蜂」和「蝴蝶」，這兩首兒歌都小朋友曾經琅琅

上口的兒歌，教師將這兩首兒歌的樂譜，貼在黑板上，

讓小朋友一邊唱，一邊用手練習拍打出節奏。 

◎小蜜蜂 

 

 

◎蝴蝶 

 

 

 

2. 運用不同的樂器，分組練習上面兩首兒歌的節奏。 

三、 總結活動 

1. 教師發下學習單，「一起成為節拍達人」，並指導學生

 

 

 

 

 

 

 

 

 

 

 

 

 

 

 

 

 

 

 

4分 

 

 

 

 

 

 

 

4分 

 

 

 

 

 

5分 

 

 

 

15分 

 

 

 

 

 

 

 

 

 

 

 

 

 

 

 

 

 

 

 

 

 

 

 

 

 

 

 

 

 

 

四種不

同樂器 

 

 

學習單 

 

 

 

 

 

 

 

 

 

 

 

 

 

能唱出並

拍打出兒

歌的節奏 

 

 

 

 

 

 

 

 

能唱出並

運用樂器

展現兒歌

的節奏 

 

能完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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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 

音 A-

Ⅱ-3 

音 P-

Ⅱ-2 

完成學習單上的闖關活動和創作。 

2. 教師總結本課教學重點─「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的節

奏和律動。 

 

〜第四節結束〜 

 

 

 

2分 

 

 

 

 

 

 

習單 

 

參考 

資料 

如： 

一、輔助教材:兒歌「小蜜蜂」，「蝴蝶」 

二、網路資源 

1. http://www.kodaly.org.tw/enews/1003/enews_04.php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vccyANdjnk 

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aMTIH6TBI 

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dhTodxH7Gw&list=RDkdhTodxH7Gw&t=4 

三、參考書籍：翰林、康軒、南一藝術與人文等三年級教材 

四、光碟：自拍影片 

附錄 學習單 

 

 

 

 



附件四  

  

106學年度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十二年國民教育新課綱教案設計競

賽 
 

主題名稱：我的獅子不一樣 

融入之議題：兩性平等 

適用學科：藝術 

跨領域（無則免填）：健康與體育 

      

設計者姓名： 孫碧蓮 

 

 

中華民國 107年 5 月 21 日 

 



 

 

科目/領域別：藝術 

學習/教育階段(如第三學習階段/國小)教學年級：第三階段國小 5 年級 

單元名稱：我的獅子不一樣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影音撥放設備、美勞彩繪用品 

總節數：____4_____節(至多 4 節) 

藉由學校校慶大會舞的表演活動，將藝術與人文（康軒版）課本內的舞獅課程，融入流行音樂，配

合自製獅頭，完整呈現舞獅舞蹈作品。此次教學最大的目的，是讓小朋友透過領域的教學融合，開

發更多元的肢體表現力。 

1 本單元進行教學時，學生已進行舞獅大會舞的學習操作課程 

2 藉由校慶大會舞舞獅的道具製作，提升小朋友對舞獅舞蹈作品的表現力。 

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情形  

學習目標  1 能發揮想像力創作自己的作品（視 1-Ⅲ-1、視 A-Ⅲ） 

2 增進藝術創作技巧形式表現個人想法與情感（視 3-Ⅲ-1、視 2-Ⅲ-2） 

3 探索多元肢體表現力（表 1-Ⅲ-3）。 

4 能了解展演流程並按時完成作品（表 3-Ⅲ-2、表 E-Ⅲ-3、視 P-Ⅲ-1、視 E-Ⅲ-

1）。 

5 能了解性別不影響舞獅表演的呈現（性 E3） 

核心

素養  

總綱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課)綱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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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  

學習表現  視 1-Ⅲ-1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視 2-Ⅲ-2 能表達對生活物件及藝術作品的看法，並欣賞不同的藝術與文化。 

視 3-Ⅲ-1 能觀察、參與和記錄學校、社區的藝文活動，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表 1-Ⅲ-3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表 3-Ⅲ-2 能了解展演流程並按時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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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 A-Ⅲ-2 生活物品、藝術作品與流行文化的特質 

視 P-Ⅲ-1 藝文展演、藝術檔案 



表 E-Ⅲ-3 動作素材、視覺圖像和聲音效果等整合呈現 

表 P-Ⅲ-2 表演團隊職掌、表演內容、時程與空間規劃 

議題融入  性別平等 

性 E3 覺察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了解家庭、學校與職業的分工，不應受性別的 

      限制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健康與體育 

學習目標代號  教學歷程  

教學時

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視 E-Ⅲ-1 

 

 

 

視 2-Ⅲ-2 

 

表 P-Ⅲ-2 

 

 

 

 

 

 

 

 

 

視 A-Ⅲ-2 

 

第一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獅頭掛圖 

引起動機–播放彰化縣台灣飛鴻管龍獅團

影片 

 

發展活動： 

1 解說獅頭的製作過程 

2 討論獅頭顏色及象徵意義 

3 分組設計獅頭的造型 

 

綜合活動： 

1 討論道具（獅頭）與舞獅動作配合的注

意事項，如大小、耐用… 

2 討論道具妥善保管方式及職務分配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自製獅頭素材擺設 

引起動機–播放台北慶和館醒獅團演出影片 

 

發展活動： 

1 用教室現有素材組合成一個獅頭 

2 操作獅頭檢視會不會影響操作 

 

7 分鐘 

 

 

 

 

23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撥放影音器

材 

 

 

 

 

 

 

 

 

 

 

 

 

 

 

 

 

 

 

 

 

 

彩繪美勞用

具 

能專心欣賞影

片  

 

 

 

 

了解獅頭製作

過程 

 

 

 

能參與討論 

 

 

 

 

 

 

 

能專心欣賞影

片  

 

 

能完成獅頭作

品  



 

 

 

性 E3 

 

 

 

 

 

 

 

 

視 3-Ⅲ-1 

 

 

 

 

視 1-Ⅲ-1 

表 3-Ⅲ-2 

 

 

 

視 P-Ⅲ-1 

表 3-Ⅲ-2 

 

 

 

 

 

視 A-Ⅲ-2 

 

 

表 1-Ⅲ-3 

表 E-Ⅲ-3 

 

3 修正影響操作部分 

 

綜合活動： 

1 討論為何傳統舞獅表演者都為男性？ 

2 討論性別對演出的影響–以舞獅為例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彩繪用具及美勞用具 

引起動機–展示時實品獅頭並介紹台灣獅

與廣東獅的不同 

 

發展活動： 

  

1 彩繪獅頭 

2 鬃毛製作 

 3 把手製作 

 

綜合活動： 

1 展示成品 

2 討論展演流程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撥放音樂 

引起動機–撥放自製舞獅影帶 

 

發展活動：  

1 分組表演 

2 修正道具 

 

綜合活動： 

1 討論表演活動的感想 

 

10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10 分鐘 

 

 

 

 

5 分鐘 

 

25 分鐘 

 

 

10 分鐘 

 

 

 

 

能尊重性別的

差異性 

 

 

 

 

 

 

能分辨台灣獅

與廣東獅的不

同 

 

 

能完成獅頭作

品  

 

 

 

能幫忙布置展

示獅頭成品 

 

 

 

 

 

能安靜觀賞影

片 

 

能正確操作舞

獅動作 

 



 

 

視 3-Ⅲ-1 

2 學習單–我的獅子不一樣，填寫

說明 

———第四節結束——— 

 

 

 

能主動發言並

分享感受 

參考資料  五年級上學期藝術與人文教科書—康軒版 

彰化縣台灣飛鴻館龍獅團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PKbobnJ4） 

台北慶和館醒獅團演出影片（康軒提供） 

自由時報〈中部〉布家開口獅 打破禁忌傳女 2011-07-25 

 

 

附錄 附錄一：學習單 

附錄二：自由時報〈中部〉布家開口獅 打破禁忌傳女 2011-07-25 

附錄三：舞獅課程設計 

附錄四：舞獅步法照片集 

 

附錄五：舞獅彩繪製作照片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FYPKbobnJ4


附錄一：學習單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習單 

我的獅子不一樣 

一、 觀察傳統舞獅後，請你來當獅子的造型設計師為牠設計造型。 

二、針對課程請回答下列問題。1 非常不滿意 2 不滿意 3 尚可 4 滿意 5 非常滿意 

1、你對此次獅頭操作的滿意度                            1□ 2□ 3□ 4□ 5□ 

2、你對此次獅頭造型的滿意度                            1□ 2□ 3□ 4□ 5□ 

3、你對此次演出的滿意度                                    1□ 2□ 3□ 4□ 

5□ 

4、你對此次課程的滿意度                                    1□ 2□ 3□ 4□ 

5□ 

5、你對自製道具影響舞獅操作的滿意度               1□ 2□ 3□ 4□ 5□ 

二、 感想、建議、想說的話 

 

 

 

 

 



 

附錄二：自由時報〈中部〉布家開口獅 打破禁忌傳女 2011-07-25 

 

〔記者詹士弘／斗南報導〕中華布家開口獅有傳男不傳女的禁忌，中華布家開

口獅藝陣協會理事長黃清浩，由於膝下三人的都女生，為避免傳承中斷，打破

傳統，將開口獅技藝傳給女兒，但還是有禁忌不能碰觸，開光點睛的獅頭，女

子還是碰不得，否則無法解釋的後遺症難保不發生。 

 

黃清浩表示，時代在變，觀念也跟著改變，過去布家開口獅有傳男不傳女的禁

忌，他因為只生三個女兒，沒有兒子，為了讓傳統技藝可以獲得傳承，所以開

創新例，教導二女兒黃馨儀、三女兒黃萱如及乾女兒吳家誼學習布家開口獅，

這樣的做法，也一度被部分同門認為離經叛道，他承受很多的壓力與責難。 

    不信邪的黃清浩還是有所顧忌，所以女兒雖然會舞開口獅，但曾「開光點

睛」的獅頭，還是不敢讓女兒碰，唯一的一次破例，就是在民國九十七年屏東

公演，因為人手不足，女兒黃馨儀又自告奮勇，他心中雖有疑慮，但仍決定讓

女兒試試，於是馨儀掌有八十年歷史、曾開光點睛的獅頭，沒想到後遺症果然

出來了。 

     獅團在黃馨儀舞獅頭後，掌頭旗的學員因抽菸，居然讓旗子掉在地上，大

觸霉頭，而馨儀在舞獅過程中，手被炮炸傷，而老獅頭在回程時，不小心從貨

車掉到地上，凹了個大洞 ，原本感情很好的黃清浩夫妻，也大吵一架。 

 

    黃清浩表示，教女兒舞獅這件事，他一點也不後悔，但對於傳統禁忌，還

是少碰為妙，保守一點比較好。 

 

 

 

 

 

 

 

 



附錄三：舞獅課程設計—設計者孫碧蓮 

教學活動流程： 

（一）舞獅 

教學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資

源 

 

第一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獅頭掛圖 

引起動機–獅陣種類與宗教文化的關係 

 

發展活動： 

1 舞獅的起源 

2 舞獅的種類 

 

綜和活動：分組競賽搶答課程相關問題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播放音樂 

引起動機–播放舞獅陣頭影片 

 

發展活動：  

1 弓步：右足前踏兩步（二拍），屈 

               膝前弓；左足踏地左腿伸直。左 

               同右之相反動作 

2 馬步：雙腳跨開與肩同寬，雙膝微蹲。右跨腿 

              收回（八拍）左同右之相反動作

（八 

              拍） 

 

綜合活動： 

1 配合音樂重複演練動作 

2 錄製影片 

 

———第二節結束——— 

 

 

 

5 

 

20 

 

15 

 

 

 

5 

 

 

25 

 

 

 

 

10 

 

 

 

 

5 

 

25 

 

 

 

 

 

 

 

 

掛圖 

 

 

 

 

 

 

 

播音器

材 

 

 

 

 

 

 

 

影片撥

放器材 

 

 

 

 

 

 

 

 

 

 

 

 

 

 

 

 

 

能回答相關問

題 

 

 

 

 

 

 

 

 

 

 

 

會操作動作 

 

 

 

 

 

 

 

 

 

 

 

 

 

 

能重複練習 



第三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播放音樂 

引起動機–播放自製影片分享 

 

發展活動： 

碎步：腳跟腳尖小跑步（八拍）跑圓場 

                （十六拍） 

高獅：1 身體朝右 45 度角、獅頭抬高  

            2 右腳右 45 度角前進 3 步 

            3 左腳左 90 度角前進 5 步 

            4 右腳右 90 度角前進 5 步 

            5 左腳左 45 度前進 3 步，獅頭 

                 高舉身體朝正面，最後獅頭放 

                 下成馬步。 

 

綜合活動： 

1 配合音樂重複練習動作 

2 錄製影片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撥放音樂 

引起動機–撥放自製影片分享 

 

發展活動 

三拜：1 舉起右腳尖朝下獅頭往後 

            2 右腳開始前進大肆步左右腳平形

成馬步，獅頭下 

            3 後退八步獅頭隨腳左右後，回原

位 

七星：1 左腳往左踏半步，右腳跟著向前踏形成 

               交叉，左腳再往左踏半步 

            2 右同左邊之相反動作 

            3 重複 1 的動作 

           Ps 獅頭隨腳步左右搖動 

 

10 

 

 

 

 

5 

 

25 

 

 

 

 

 

 

 

 

 

 

 

10 

 

 

 

5 

 

25 

 

10 

 

 

 

 

15 

15 

 

 

 

 

 

 

 

 

 

 

 

 

 

 

 

 

 

 

 

 

 

 

 

 

 

 

 

 

 

 

 

 

表演服

裝化妝

品 

 

整理箱 

 

 

 

 

 

 

 

 

 

 

 

 

 

 

 

 

能熟記動作 

 

 

 

 

 

 

 

能配合走位 

 

 

 

 

 

 

 

能完整演出作

品 



 

綜合活動： 

1 配合音樂練習動作 

2 錄製影片 

 

———第四節結束——— 

 

第五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撥放音樂  

引起動機–撥放自製影片分享 

 

發展活動： 

編排隊形、走位，完整地將整首作品演練完畢 

 

綜合活動： 

1 配合音樂練習動作並練習走位 

2 錄製影片  

 

———第四節結束——— 

 

第六節：40 分鐘 

 

準備活動：撥放音樂 

引起動機–著裝、準備表演 

 

發展活動： 

1 練習 

2 分組表演    

3 正式演出 

 

綜和活動： 

1 整理道具、表演服  

2 分享表演感受 

10 

 

 

 

 

 

 

 



附錄四：舞獅步法照片集 

 

（筆者自行拍照整理） 

附錄五：舞獅彩繪製作照片集 

 

（筆者自行拍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