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本裡的舞蹈家：海洋怎麼了】教案設計表 

課程名稱	
書本裡的舞蹈家：海洋怎麼了	 單位名稱	

(教案設計者)	

右邊有兔子劇團	

課程時數	

每次_2_節課，共計_16_節課	

授課教師與助教	

教師：黃咨毓、徐瑋佑	

助教：徐瑋佑、黃咨毓、	

方姿懿	

實施年級	 3-4 年級	 課程地點	 韻律教室	

課程設計動機

及理念	

臺灣雖然四面環海，然而多數的我們事實上與海並不親近。2020 年，	COVID-

19 爆發的一年，迫使國人只能留在國內旅遊，我們發現，許多孩子	也因此

接觸了浮潛、有了一探海底世界的機會。孩子們對海洋充滿了許多的疑問，

啟發我們以臺灣海域中的珍寶「珊瑚礁」為主題從環境議題的閱讀與討論為

出發，關懷我們島嶼的故事，並與學生們練習將所吸收的知識、結合	集體

創作的劇場元素拼貼，轉化為充滿人文關懷的舞劇，提升生活藝術的涵養、

促進思辨能力。	

議題融入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 海洋教育、優質教育	

• 國家教育研究院指標	

■ 海	E7	閱讀、分享及創作與海洋有關的故事。	

■ 海	E9	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道具等，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藝術

表現。	

■ 閱	E6	發展向文本提問的能力。	

■ 閱	E14	喜歡與他人討論、分享自己閱讀的文本。	

• 核心素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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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綜-E-B3：覺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	

• 學習表現	

藝術領域	

■ 3-Ⅲ-5	能透過藝術創作或展演覺察議題，表現人文關懷。	

■ 3-Ⅱ-5	能透過藝術表現形式，認識與探索群己關係與互動。	

綜合領域	

■ 2d-II-1	體察並感知生活中美感的	普遍性與多樣性。	

• 學習內容	

藝術領域	



■ 表	P-Ⅲ-4	議題融入表演、故事劇場、舞蹈劇場、社區劇場、兒童

劇場。	

■ 表	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扮演。	

綜合領域	

n Bd-II-2	生活美感的體察與感知。	

課程簡介	

• 主題式閱讀×劇場×舞蹈	

從基礎肢體律動到進階舞劇實作共有九週的課程，循序漸進	從暖身開始，

佐以劇場遊戲，確保孩子們之間、孩子與講師之間都有足夠的信任與安全

感；搭配主題式閱讀素材，融入思辨與討論的過程，再經由分組	活動發展，

與編舞的專業技巧加入，完成一齣議題式舞劇。將主題式閱讀與	表演藝術

跨領域的課程，同時展現了學生的多元性、創造性與思考力。學生將從活動

中，不僅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也能啟發孩子的藝術鑑賞能力，與對環境

的人文關懷。	 	

教學目標	

1. 認識劇場與舞劇，並運用肢體創作、表達自我。	
2. 學習人際互動，展現團隊合作，共同完成成果發表。	
3. 培養對環境議題的關懷，展現人文素養，啟發思考社會與藝術的關係。	

藝文領域	

可複選(最多勾選 2項)：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文學閱讀	

□文化資產	 	 	 	□工藝設計	 	 	 	 	 	 	 	 	 	 	□電影	

學生背景/人數	 20 人	

課程需求	

及注意事項	

- 場地:舞蹈/韻律教室	
- 學校配合設備:投影機、白板、音響、線上教學設備(攝影機、筆電)	

課程大綱	

週次	 單元名稱	 教學目標	 教學重點	

1	 海洋與律動	 1. 建立講師與學生的信任與
課堂規範	

2. 運用肢體展現印象中的海
洋	

3. 透過基礎律動的引導，找到
身體更多的發展可能	

從集體的劇場遊戲出發，讓孩子們藉

由玩樂、扮演的過程逐漸走進表演藝

術的世界；同時透過引導，孩子們對

本次創作主題「海洋」，提出各自對

海洋的理解。有了對主題初步的理解

與對講師的信任後，進行基礎的舞蹈

律動，與為舞劇排練。	

2	 藝術家眼中的海

洋	

1. 透過攝影集與紀錄片了解
臺灣海洋的真實面貌	

複習前一週課程後，延伸海洋的主

題，選取攝影藝術家、影像記錄創作



2. 運用肢體展現海洋的面貌，
將知識運用化為創作	

者的作品，觀察與分享他們眼中的海

底世界，拓展學員的創作元素。	

3	 珊瑚變白了！

（一）	

1. 透過繪本，了解珊瑚生態	
2. 運用已知的舞蹈律動，創作
戲劇畫面	

透過繪本討論與分享珊瑚礁生態；進

而使用肢體展現珊瑚的故事，並透過

舞蹈的編排，組合團隊創作。	

4	 珊瑚變白了！

（二）	

1. 複習與運用舞蹈動作，開發
身體記憶與協調本能	

2. 鍛煉思考、學會提出問題與
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	

以白化珊瑚為主軸，藉互動與引導提

問，探討生態、環境議題。有了一個

月的創造力和的舞蹈律動為基礎，舞

劇排練也來到進階的發展階段。	

5	 那裡有座塑膠島

（一）	

1. 複習與運用舞蹈動作，開發
身體記憶與協調本能	

2. 透過繪本，了解塑膠廢料造
成的環境傷害	

延續環境變遷的議題，這週以繪本探

討海洋廢棄物帶來的影響，並透過劇

場遊戲，讓學生感受動物被垃圾困住

的窘境。同時，也將運用遊戲中發展

的畫面，加入舞劇的排練。	

6	 那裡有座塑膠島

（二）	

1. 化思考為實際肢體，即興展
現議題	

2. 透過律動的引導，加入從劇
場遊戲發展的畫面，找到舞

劇更多的趣味性	

延續上週主題，將學生的舊衣物再利

用，製作成果發表所需的道具。同時，

持續將學生的即興創作融入舞劇中。	

7	 海廢大挑戰	 1. 了解海洋廢棄物的來源與
造成的生態問題	

2. 能夠靈活運用道具，並分工
合作準備彩排	

認識海洋廢棄物最常出現的種類、來

源、可能的解決方法。同時，也將組

合前幾週所排練的片段，為最終週的

成果發表做準備。	

8	 成果發表——	

「海洋怎麼了」	

1. 能夠依照過去幾週發展的
舞劇完整彩排	

2. 能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明確
執行練習成果並演出	

3. 能分享自己的想法與心得	

著重在了解表演藝術的演出流程，學

生能夠為自己所	扮演的角色管理好

道具、讓自己的身心都能處在準備上

台的狀態。發表後，將透過討論引	

導，讓學生了解許多藝術創作都是從

關心社會、環境議題為起點。	

 
  



課程所需經費建議表（範例）： 

項目	 細項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計	 說明	

人事費	 講師費	 2000	 16	 時	 32000 預計每週2節課，共8
週，計16節課 

助教費	 1000	 32	 時	 32000	 一節課2位助教，共

計32節	

事務費	 教材費	 800	 1 式	 800 上課材料、學習單等
教材 

道具費	 800	 1 式	 800	 成果發表用道具與

材料 
雜支	 400	 1 式	 400 因計畫產生之郵務、

文具、行政臨時消耗

等雜支	

總計	 66,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