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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囡仔詩佮歌」 
廣播劇Ｘ定格動畫 

單位名

稱 
（教案

設計

者） 

君傳媒製作工作室 

課程時間 
每次 ３ 節課，共計１２ 節課 
(每節課 ４０ 分鐘) 

授課教

師與助

教 

教師：吳嘉芬 
助教：吳淑棉 

實施年級 四、五、六年級 課程地

點 
圖書館或舞蹈教室 

課程設計動機 

及理念 

讓文字穿越語言共振、身體流動，化為詩歌，喚醒文學藝術能量。 

謝安通教師所創作之「囡仔詩」，其音調韻律活潑可愛，充滿童趣想像情

境，藉由聲音表情之練習實驗與肢體語言之詮釋遊戲，陪伴孩子們開啟感

官，身心投入詩歌的靈性美感之中，體驗即興共創的新奇刺激。 

進一步反思個人生活經驗，如何透過「我的」觀點去書寫成詩，將文字延

伸轉化為聲音、圖像表達，協同「本土語言：閩南語」、「生活課」、

「美術課」等老師們，一同完成廣播劇本編寫與環境教育議題探討，以及

逐格動畫元件創作，再導入文學教育體驗課程中，嘗試小型的多媒體創作

，感受多元表達方式。 

讓孩子們在課程中玩樂、學習、創造屬於自己的《囡仔詩佮歌》。 

議題融入 閱讀素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生命教育 

課程簡介 
以囡仔詩觸發學生對於台語的學習動機，使用台語進行廣播劇與定格動畫

編創，故事發想結合『�迌物』與〈校園周邊景點〉為角色、場景元素，
融入學生生活時空。 

教學目標 

1、能透過朗誦「囡仔詩」，感受閩南語韻文之美，體驗獨特趣味性。 

2、能經由發聲練習與肢體律動遊戲，嘗試將「詩」吟唱成「歌」。 

3、能夠從日常生活中尋找靈感素材，進行圖文創作、分享想法。 

4、能觀察他人與自己之角色轉變與創作特質，欣賞多元表達、提高自我
認同。 

5、能融入戲劇與影音的集體創作過程，自主學習溝通能力，反思群我關
係。 

藝文領域 
主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次要領域 
■電影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工藝設計  □文化資產  □文學閱讀 

學生背景/人數 無需特別先備知識／２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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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 使用空間：圖書館或地板教室等，可提供學生進行肢體活動為主。 
� 教學道具（工作室自備）：學習單、閱讀文本、鈴鼓、圖像之簡報或

小紙卡、背景音樂、攝影腳架。 
� 教學設備（請校方協助）：音樂播放器、擴音設備、投影器材、IPAD

、大型海報紙若干、彩色筆等繪圖工具。 
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迌物』詩歌律
動 

以「�迌物」為起點，連結過去
與現代生活感，激發討論動機。 

透過「囡仔詩」朗誦與身體律動

，體會台語文學之美。 

學生能夠協調身體律動與聲音

表情，動態呈現「台語詩

歌」。 

2 
阮的『�迌物』
V.S 詩人的 
「動物寓言」 

引領學生分享、傾聽、回饋「囡

仔詩」之創作與感受。 

透過「動物寓言」的戲劇遊戲，

發展故事畫面與對話。 

學生能夠參與團體討論、團隊

合作編創連動之「聲音廣播劇

＋肢體鏡像畫面」。 

3 
『�迌物』 
嘉年華 

引領學生分享、傾聽、回饋『�
迌物』與「情感地圖」之創作與

感受。 

認識戲劇元素：「演員」、「故

事（情境）」、「舞台（表演場

地）」和「觀眾」。 

學生能夠獨立發展戲劇角色、

分組協調編創戲劇情境，培養

團隊默契。 

4 
《『�迌物』小故
事》廣播劇＆逐

格動畫 

認識「廣播劇」之表現特色、

「逐格動畫」之構成概念。 

小組團隊合作，討論創作脈絡、

應用影音剪輯軟體。 

學生能夠收集、連結協同課程

之創作文本、影音素材，共同

製作「逐格動畫」。 

＊ 
【『�迌物』之影
展發表會】 

 

透過觀摩彼此作品與觀眾進行座

談討論，表達探索個人觀點。 

回顧課程內容與身體再次表達，

共同體驗台語文化之美。 

學生能夠以台語與影像進行敘

事，分享、表達、溝通創作理

念。 

＊建議校方於整體課程完成後

進行，工作室將擔任顧問角色

提供經驗分享。 



 

3  

 

 

（前置） 
教學目標 藉由「繪製〈阮的『�迌物』〉」與「〈校園周邊景點〉暑期走讀」，建構課程發

展之「主體角色」與「故事場景」基底素材，讓學生帶著先備體驗進入課程內

容。 

課前習作 【圖像創作篇-１】、【場景走讀篇-１】＆場景走讀MEMO（B5） 

第一周【 『�迌物』詩歌律動 】 
教學活動內容 備註 

第一堂 
引起動機 
（20分） 

 

1、 教師自我介紹 
2、 學生為自己命名＋自我介紹： 

1. 請同學為自己取一個台語小名，寫於名牌

上。 
2. 圍一個圓圈輪流說出自己的名字。 

＊建議以喜歡的玩具、

物件或是色彩、材質、

氣味等具體主題作發想 
＊鼓勵彼此討論取名 

發展活動 
（10分） 

 

3、 讀詩＋猜謎： 
1. 全班暫分為兩大組。 
2. 分發詩句紙條，兩三人讀出一句詩。 
3. 彼此聽完後，猜測詩中描述為何種童玩？ 

教學準備： 
名牌卡、《矸轆》、

《阿不倒仔》兩首詩詞

小紙條，之後貼於兩大

組的海報上。 
✧ 海報詳見【附錄】

之（圖1.1）、（圖
1.2）、（圖1.2
）、（圖1.4） 

小結回饋 
（10分） 

4、 童玩的過去與現代： 
1. 詢問「為什麼會是這童玩？怎麼猜到的？」 
2. 討論兩種古早童玩的特質，會聯想到哪些現

代玩具。 

下課（10分） 

第二堂 

引起動機 
（10分） 

 

1、 「囡仔詩」猜一猜： 
1. 採用台語童詩，集體『臆謎猜』。 
2. 鼓勵以台語說出答案。 
3. 搭配該謎底之簡單動作者加分。 

2、 「囡仔詩」再唸一次 
1. 講師提示《矸轆》、《阿不倒仔》之正確發

音。 
2. 集體一起朗讀。 

✧ 『臆謎猜』詳見

【附錄】之（表1
）延伸文本 

發展活動 
（30分） 

 

3、 化身「�迌物」： 
1. 延續第一堂課的兩組，分別用肢體模仿呈現

《矸轆》、《阿不倒仔》。 
2. 給予討論時間，提高難度，再次呈現 

＊肢體之展演練習，需

視班級特質而調整帶領

方式。若該班屬性偏向

活潑主動，可發展自由



 

1 《建構戲劇—戲劇教學策略70式》Jonothan Neelands、Tony Goode合著。舒志義、李慧心翻譯。2005 
2 同1. 

4  

 

4、 讓「�迌物」動起來： 
1. 邀請學生思考：要如何讓物件動起來？ 
2. 兩組猜拳決定順序，選擇想要表現主題。 
3. 分組討論後，輪流呈現。 
4. 邀請學生圍成圓圈，討論分享。 

5、 讓「�迌物」發出聲音： 
1. 教師先示範動作，再邀請學生幫忙發出音

效。 
2. 兩組讓一個人表現動作，其他組員發出音

效。 
3. 分組討論後，輪流呈現。 

創作；若屬靜態羞澀，

則由講師主導或陪伴發

展動作。 
 
＊教學過程可參考： 
【漣漪．The Ripple1】
形式引導。 

下課（10分） 

第三堂 

發展活動 
（25分） 

 

1、 「�迌物」帶動唱： 
1. 教師示範，加上簡單肢體動作、讀詩之片

段。 
2. 邀請全班一起模仿朗讀，感受韻律。 

2、 分組朗誦《矸轆》、《阿不倒仔》： 
1. 分組討論表現形式。 
2. 輪流呈現。 
3. 講師視情況，提高難度（如：加上獨自朗誦

與齊聲朗誦、配合音效感、賦予動作等） 
4. 分組修改細節，再各自呈現。 

教學準備：背景音樂、

棒棒糖鼓、海報 
＊教學過程可參考： 
【集體朗誦． Choral 
Speak2】形式引導。 
 
＊視學生狀況，亦可交

換主題做呈現。 

總結回饋 
（15分） 

3、 阮的「�迌物」 
1. 詢問學生：最喜歡的「�迌物」為何？ 

為什麼？ 
2. 回顧今日的動作與發音，有哪些元素或是聯

想到可以用來描述自己喜歡的「�迌物」。 
3. 分四組，讓同學把形容詞寫或畫到大海報

上。 

＊導師課前已協助分為

四組。 
＊海報無需於本課堂上

完成，可將其留置於班

級教室，讓學生隨時自

行補述。 

課後習作 【文字創作篇-１】、【圖像創作篇-２】、【場景走讀篇-２】、 
【日常觀察篇-１】 

第二周【 阮的『�迌物』V.S 詩人的「動物寓言」 】 
教學活動內容 備註 

第一堂 

引起動機 
（15分） 

1、 詩人的『�迌物』： 
1. 帶來兩種物件，讓學生動手玩耍、感受。 

＊兩種物件為：陀螺、

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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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集體討論詩人創作靈感可能來自什麼。 
2、 讀阮的『�迌物』童詩 

1. 邀請學生圍成一個大圓圈，輪流站起，朗讀

《阮的『�迌物』》讓大家聆聽。 

＊《阮的『�迌物』》
為「本土語言」課程完

成之創作 

發展活動 
（15分） 

 

3、 阮的『�迌物』小組討論 
1. 分四組，分享討論剛剛聽見的與自己的詩

作。 
2. 各組輪流發表感想或感受到的。 

＊延續導師課前已協助

分為四組。 
 

小結回饋 
（10分） 

4、 『�迌物』團隊誕生 
1. 講師邀請同學從中發想自己的小組名稱。 
2. 拿出前一周繪製過的海報，加上「組名」。 
3. 各組輪流站起，簡單作團隊的自我介紹。 

＊鼓勵以「童玩」作為

小組名稱。 

下課（10分） 

第二堂 

引起動機 
（15分） 

 

1、 一起讀～詩人的《老鼠仔佮鯪鯉仔》： 
1. 詩作分為四段，由四組輪流朗讀。 
2. 集體討論分享詩中情節、角色、感受。 

教學準備：教學前將詩

作印製成大海報 
✧ 海報詳見【附錄】

之（圖2.1）（圖
2.2） 

發展活動 
（25分） 

 

2、 一起玩～詩人的《老鼠仔佮鯪鯉仔》： 
1. 分成三種角色，邀請同學集體即興模仿，輪

流表現三種動物特性。 
2. 集體確定三種角色的動作，講師帶領學生隨

機變化，做為暖身。 
3. 四組分別就負責段落，設計出「靜像畫

面」。 
4. 分別呈現後，帶領其他組同學討論看見什

麼。 
5. 各組交換負責段落，再次討論。 
6. 依序輪流呈現。完成後，集體討論看見哪些

不同與變化，可以加上哪些音效、動作。 
7. 四組依序再次呈現「靜像畫面」，講師引導

進行「解凍」，並要求擔任觀眾的組別為演

出者加上適當音效。 

教學準備：棒棒糖鼓、

擴音器、背景音樂、大

圖卡 
✧ 圖卡詳見【附錄】

之（圖2.3）（圖
2.4）（圖2.5） 

＊若學生較無動作聯想

先備能力，由講師給予

動作指示。 
＊「靜像畫面」之教學

過程可參考： 
【定鏡． Still-Image3】
形式引導。而後進行

「解凍」，讓學生發展

即興動作。 
下課（10分） 

第三堂 

發展活動 
（20分） 

 

1、 《老鼠仔佮鯪鯉仔》迷你三幕劇： 
1. 邀請全班集體討論：詩中故事，可以聚焦濃

縮成哪三個主要畫面？ 

參考「開始＞衝突＞結

尾」方式引導 
＊教學過程可參考： 
【思緒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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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組討論：如何呈現三幕「靜像畫面」，並

做連續之動態呈現。 
3. 要求每一個人，為自己的角色（或整體情

境）發想一句台詞或內底話；定格後，老師

點到就說出來。 
4. 集體討論，畫面背後可能會產生的角色感

受、對白、背景聲響.....。 

Thought-Tracking4】形
式引導。 
 

總結回饋 
（20分） 

2、 《老鼠仔佮鯪鯉仔》故事繪畫創作： 
1. 各組將故事與想法繪製在大海報上。 
2. 提示可設定自己組別的主角或獨特版本，強

調不同重點。 
3. 各組輪流介紹說明自己的故事繪畫。 
4. 集體討論分享。 
5. 講師引導至『�迌物』的故事聯想發展討

論。 

教學準備：彩色筆、大

海報 
＊教學過程可參考：

【集體繪畫． 
Collective Drawing5】
形式引導。 
＊提問或引導：為自己

的『�迌物』加上場景
跟情節會是...？若『�
迌物』相遇了會聊些什

麼？ 

課後習作 【文字創作篇-２】、【圖像創作篇-３】、【場景走讀篇-３】、 
【日常觀察篇-２】 

第三周【 『�迌物』嘉年華 】 
成果評量 學生能夠獨立發展戲劇角色、分組協調編創戲劇情境，培養團隊默契。 

教學活動內容 備註 

第一堂 

引起動機 
（15分） 

 

1、 咱的『�迌物』初登場 
1. 學生自由觀賞彼此創作。 
2. 講師隨機抽選出數位學生即興介紹。 
3. 學生選擇自己或是喜歡的其他人作品作介

紹。 
4. 作品被介紹的學生，給予導覽員回饋，或追

加個人說明。 
5. 討論分享，介紹作品可以怎麼表達？哪些特

點會吸引你的注意呢？ 

教學準備：「藝術課」

完成的『�迌物』畫
作、導師引導集體創作

「情感地圖」展示於教

室空間、投影片 

發展活動 
（15分） 

 

2、 咱的『�迌物』出去玩： 
1. 地景以影像投影，討論五種地點不同特質。 
2. 邀請學生想像『�迌物』出遊玩耍的情境。 

教學準備：投影影像

（五個周邊地景） 
✧ 將依校方所在位置

進行討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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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為四組，各自選擇一個景點作為故事場

景。 
4. 各組發展設計簡單對話。 

 
＊師生討論時，學生若

回答不出來，老師可以

提問或引導：看到、聽

到甚麼？為什麼印象深

刻？聯想到的生活經

驗？吸引你的情節？ 

小結回饋 
（10分） 

3、 咱的『�迌物』小遊記分享會 
1. 各組使用『�迌物』畫作，自由選擇要在地

圖上或投影影像前呈現「出遊玩耍的情

境」。 
2. 呈現結束，集體一起討論分享。 

下課（10分） 

第二堂 

引起動機 
（15分） 

 

1、 《�迌物小故事》默劇試演： 
1. 邀請學生由自己扮演「�迌物」。 
2. 講師下指令，讓「�迌物」表現情緒或狀

態。 
3. 各組討論，如何將故事分為三幕劇，並以肢

體呈現互動遊戲狀態。 
4. 各組輪流呈現。 

＊教學過程可參考： 
【默劇． Mimed 
Activity6】形式引導。 
＊三幕劇分別為： 
「開場、衝突、結尾」 

發展活動 
（25分） 

 

2、 《�迌物小故事》心內話： 
1. 再次討論，並推派一人口述故事。 
2. 輪流呈現，教師選擇停格畫面，進行「思緒

追蹤」，引導場上角色講出心中的感覺。 
3. 四組討論三幕劇定格畫面與動作調整方式。 

3、 《�迌物小故事》即興劇： 
1. 邀請討論中的學生，呈現中讀或唱出兩句

話。 
2. 各組輪流呈現。 
3. 打散為個人形式，每個人為自己的「�迌

物」想出一句對白或獨白，輪流念一次。 
4. 抽取「情緒卡片」，把該情緒放入台詞中，

再次呈現。 
5. 各組為其組名，想一句標語。輪流念一次。 
6. 回到〈即興劇〉，要求每一組放大想要表現

的情緒，再次呈現。 

＊應用：自己創作的『

�迌物』、「心內
話」、「三幕劇之對

話」或當下即興編創出

來。 
＊八種情緒為：足歡喜

（非常開心）、氣暢忍

（生悶氣）、予人疼惜

（被人所愛）、著生驚

（受到驚嚇）、有勇氣

（充滿勇氣）、毋甘

（毋甘）、刺鑿（討

厭、不舒服）、操煩

（煩惱） 
✧ 情緒卡片詳見【附

錄】之（圖

3.31-3.38） 
下課（10分） 

第三堂 

發展活動 
（30分） 

 

1、 《�迌物》化妝時間： 
1. 與學生想像並討論一場嘉年華遊行。 
2. 為「�迌物」進行角色造型設定。 
3. 各組討論風格走向並設計動作。 

教學準備：各種顏色之

布料、簡單道具、背景

音樂、投影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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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迌物》嘉年華： 
1. 各組簡單排練過後，輪流呈現遊行肢體展

演。 
2. 各組加上一句『隊呼』，再次排演。 
3. 螢幕搭配場景，各組再次呈現。 

＊將上一堂之標語，修

飾為『隊呼』 
＊視現場狀況，可加上

「情緒」表現挑戰 

總結回饋 
（10分） 

3、 《�迌物小故事》三幕劇＆四格漫畫討論 
1. 分享討論：文字敘述、靜態畫面、真人詮釋

的不同。 
2. 透過三幕劇演出、與藝術課的四格漫畫創作

，對於完成編寫《�迌物小故事》劇本，帶
來了哪些靈感？ 

＊提問或引導：原本想

像的是什麼畫面？場上

演員的想法跟你的角色

設定一樣嗎？如果以動

畫呈現，你會想要怎麼

作？ 

課後習作 【文字創作篇-３】、【圖像創作篇-４】、【日常觀察篇-３】 

第四周【 《�迌物小故事》廣播劇＆逐格動畫 】 
教學活動內容 備註 

第一堂 

引起動機 
（5分） 

 

1、 課程呈現錄音檔聆賞： 
1. 邀請學生圍成一個大圓圈坐下。 
2. 提醒學生閉上眼睛，三次深呼吸、保持安

靜。 
3. 播放前三周課程之錄音。 

教學準備：電視螢幕、

播音設備、簡報、錄音

器材、IPAD、適當風
格之音樂素材。 

發展活動 
（15分） 

 

2、 廣播劇是甚麼？ 
1. 詢問學生是否聽過「廣播劇」？邀請分享其

想像，依循學生發言狀況，老師再作補充說

明與簡要介紹。 
3、 詩人朗讀詩作錄音聆賞： 

1. 邀請學生再次閉上眼睛。 
2. 播放原創詩人謝安通老師朗讀課程中三首

詩。 
3. 討論分享自己與詩人朗讀詩歌，有何不同？ 

 

小結回饋 
（20分） 

4、 廣播劇可以怎麼做？ 
1. 聆聽「廣播劇」片段示範音檔，引導聯想。 
2. 各組推派一位同學，表現上一堂課中自己的

「�迌物」動作，其他組員為其搭配聲響。 
3. 整組表現各自「�迌物」，一個接一個形式

，其他同學則為其增加各類聲響。 
4. 輪流呈現中，講師協助搭配合適配樂。 

＊教學過程可參考： 
【聲效配襯． 
Sounctracking7】形式
引導。音樂風格以簡

單、輕快童趣為主，線

上素材來自： 
YouTube 音效庫（建
議選擇無須註明出處

者） 

https://studio.youtube.com/channel/UCrOKX8zkUManLgxNXuDoBfA/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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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下課（10分） 

第二堂 

引起動機 
（15分） 

 

1、 《�迌物小故事》故事大綱 
1. 各組組員拿出自己的文字作品，腦力激盪將

各篇故事結合一起。 
2. 將故事大綱編寫於大海報上。 
3. 各組輪流簡介自己的故事。 

教學準備：「本土語

言」完成之文字創作內

容討論。海報、彩色

筆。 

發展活動 
（25分） 

 

2、 《�迌物小故事》逐格動畫拍攝剪輯（上）： 
1. 教師介紹影音拍攝剪輯軟體。 
2. 助教協助各組別依序進行影像創作。 
3. 鼓勵學生提出操作問題。 
4. 教師適時分享進階技巧。 

教學準備：「藝術課」

完成的『�迌物』之動
畫元件，亦可直接以玩

具、現場繪製之物件。 

下課（10分） 

第三堂 

發展活動 
（35分） 

 

1、 《�迌物小故事》逐格動畫拍攝剪輯（下）： 
1. 各組繼續進行影像創作。 
2. 講師介紹進階配樂與影像同步錄音。 

 

總結回饋 
（5分） 

2、 《�迌物小故事》製作團隊注意事項： 
1. 講師針對各組創作給予回饋鼓勵。 
2. 助教提醒未完成重點與後續注意事項。 

 

課後習作 【文字創作篇-４】、【圖像創作篇-５】、【日常觀察篇-４】 

 
 
 
 
 
 

第一周【 『�迌物』詩歌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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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矸轆》海報，切割成紙條。 （圖1.2）《阿不倒仔》海報，同左。 

  
（圖1.3）學生將《矸轆》海報拼貼完成。 （圖1.4）《阿不倒仔》組將海報拼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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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延伸補充〉 

 
吳嘉芬老師提供 

題目 謎底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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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 阮的『�迌物』V.S 詩人的「動物寓言」 】 

 

（圖2.1）《老鼠仔佮鯪鯉仔》詩作海報、一 （圖2.2）《老鼠仔佮鯪鯉仔》詩作海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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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迌物』嘉年華 】 

 

 

（圖2.3）鳥鼠仔 
（圖2.4）鯪鯉仔 
（圖2.5）山貓 

台語八種情緒卡： 

 
（圖3.31） 
 

 
（圖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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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圖3.34） 

 
（圖3.35） 

 
（圖3.36） 

 
（圖3.37） 

 
（圖3.38） 

一、相關印製物件 

– 「習作本」地景走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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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本」日常觀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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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本」文字創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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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本」圖像創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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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所需經費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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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讀MEMO 

 

 

費用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編列說明 

師資鐘點費 時 12 1600 19,200 原師資若時間無法配合，
工作室將另尋合適人選。 助教鐘點費 時 12 800 9,600 

教材教具 人次 25 150 3,750 習作本印為主 
旅運費 式 1 2,000 2,000 將視距離略作調整 
雜支 式 1 2,500 5,450 若干消耗性教具 

總計 40,000 
＊可與校方討論後，依校

方需求進行經費與課程的

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