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部「文化體驗教育計畫」文化體驗內容摘要表 

 

文化體驗內容規劃 

名稱 說唱 vs文學 

教學藝術家 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藝術領域 

視覺藝術 ■音樂及表演藝術 電影  

文學閱讀  文化資產 工藝設計 

（單選，跨域請以主要類別為主） 

適用年齡 

低■中高 年

級（以國小為主） 

國中 

高中 

理念與特色 

我國的表演藝術於世界文化藝術中佔有獨特的位置；西方的藝術表演是以人

文主義為基礎，發展出的「寫實表演」、「話劇」等表演形式，但當代的西方

藝術大師在尋求新的表演型態時，看上了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形式的華夏文

化。華夏文化的傳統表演藝術以「寫意」駕馭「寫實」，保留了古典戲劇中

「歌唱」、「詩句念白」、「程式化的舞台動作」、「符號臉譜」等特色，增加了

意境的表演型態，在意境中帶有寫實主義的呈現方式，給觀眾更多的想像空

間。近年來更加興盛的跨文化表演，見證了傳統文化在當代的新生，以及文

學經典的重要性。在表演藝術中，文化與文學不僅是藥引，也是一帖不可或

缺的補藥。 

目標 

此次《說唱 vs 文學》，即是將國人熟悉的古典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

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結合四種說唱藝術表演形式：相聲、說書、

竹板快書、雙黃，改編為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藉此以古鑑今。使小朋友在歡

歌笑語之餘，亦能認識經典文學的寓意與價值、鑑往知來，希望在網路發達

疏於閱讀之際，讓孩童願意閱讀文學故事，培養更多想像能力。 

架構與時間 4堂 8節課，共計 360分鐘。 

道具與設備 

(1)本計劃為校內體驗，由本團自備說唱表演桌子及講義、劇本、七塊板、

三塊板等教學道具。 

(2)請學校提供課程教室、簡易擴音設備及投影設備。 

內容與細流 （含具體目標、具體活動流程說明、如何使用所需教具設備、如何與參與者交流互動、所

需時間等） 

（一）第一堂：認識相聲之三國演義 

相聲是模擬別人言行並加入「笑」元素的一種表演形式。由課程講師示範並解釋相聲

劇本的產生過程，讓小朋友了解到相聲的魅力及笑點所在，從而接觸到三國演義的文學內

容。 



節數 主題 具體目標 教材及教具 時間 活動說明 

1 

認識

相聲 

讓小朋友認識說

唱藝術中的「相

聲」 

簡報講義 10分 

認識相聲的定義以及表演

方式 

一、引起動機： 

首先表演相聲小段，用幽

默風趣的方式引起小朋友

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由演員示範演出相

聲段子，從好笑的表演當

中與小朋友互動。 

（二）詢問小朋友是否曾

經觀看過相聲表演，先讓

小朋友從同學口中認識相

聲，再重新介紹相聲。 

認識

段子 

讓小朋友認識相

聲的劇本，也就是

「段子」 

漢霖相聲段子 30分 

認識相聲的劇本以及練習

用說話的方式閱讀文本

（三國演義） 

一、引起動機： 

利用段子來介紹改編的原

作故事，從而引發小朋友

想要閱讀的興趣。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發下段子，

介紹三國演義的故事。 

（二）從段子中，連結原

作故事與改編的方式，探

討其中的邏輯概念。 

 

2 
相聲

賞析 

讓小朋友欣賞相

聲表演並學習之 

對口相聲【歪

批三國】 
10分 

由演員示範相聲表演給小

朋友模仿學習 

一、引起動機： 

原本死板的小說經由相聲



的詮釋過後，變得生動好

玩。 

二、發展活動： 

（一）由兩位演員表演對

口相聲【歪批三國】。 

（二）讓小朋友模仿演員

的表情、動作以及語調。 

實地

演練 

讓每位小朋友都

有機會演出相聲 
漢霖相聲段子 30分 

將小朋友分組，兩人為一

組實際上台演練 

一、引起動機： 

透過表演來接觸文學，啟

發小朋友用不同的方式閱

讀書本。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以及演員協

助小朋友上台表演。 

（二）指導表演的過程

中，引導小朋友了解文章

才能更深入的體會藝術表

演。 

三、總結： 

（一）讓小朋友能夠更快

速的記得三國演義的人物

以及故事片段。 

（二）能夠理解搞笑跟幽

默的差別。 

（三）能夠對說唱藝術產

生興趣並願意觀賞表演。 

 

（二）第二堂：認識說書之水滸傳 

說書在台灣也被稱做「講古」，立義在於古事今說，除了講故事情節，還有評論是非得

失的作用，在古老的農業社會裡，教育並不普及，聽說書如同聽歷史，具有教化和娛樂的

作用。 



節數 主題 具體目標 教材及教具 時間 說明 

3 

說書

欣賞 

讓小朋友欣賞說

書表演並體會寓

意 

說書 

【武松打虎】 
15分 

由演員示範說書表演給小

朋友聆聽學習 

一、引起動機： 

直接進入表演說書，引起

小朋友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由演員表演說書【武

松打虎】。 

（二）讓小朋友仔細聆聽

演員的表情、動作以及語

調。 

認識

說書 

讓小朋友認識說

唱藝術中的「說

書」 

簡報講義 25分 

認識說書的定義以及表演

方式 

一、引起動機： 

說書其實跟我們的「講古」

非常相似，每個故事都有

他的寓意以及道理。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講解段子，

並讓小朋友回答剛剛表演

的故事內容對我們有什麼

啟發。 

（二）詢問小朋友是否曾

經觀看過相聲表演，先讓

小朋友從同學口中認識說

書。 

 

4 
說書

段子 

讓小朋友認識說

書的劇本 
漢霖說書段子 10分 

認識說書的劇本以及理解

文章所要表達的寓意（水

滸傳） 

一、引起動機： 

利用段子來介紹原作故



事，從而引發小朋友想要

閱讀的興趣。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發下段子，

介紹水滸傳的故事。 

（二）從段子中，連結原

作故事，探討故事中的寓

意，並訓練咬字發音。 

實地

演練 

讓每位小朋友都

有機會演出說書 
漢霖說書段子 30分 

小朋友能選擇自己喜歡的

故事，實際上台說書 

一、引起動機： 

透過表演來接觸文學，啟

發小朋友用不同的方式閱

讀書本。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以及演員協

助小朋友上台表演。 

（二）指導表演的過程

中，引導小朋友了解文章

才能更深入的體會藝術表

演。 

三、總結： 

（一）讓小朋友能夠更快

速的記得水滸傳的人物以

及故事片段。 

（二）能夠理解故事背後

的寓意。 

（三）能夠對說唱藝術產

生興趣並願意觀賞表演。 

 

（三）第三堂：認識竹板快書之西遊記 

說唱藝術在台灣除了相聲最受歡迎之外，還有一項型式也已漸漸打出它的一片天，那

就是「竹板快書」。竹板快書原稱「快板書」，顧名思義是以「竹板」為伴奏樂器，表演者



手持右二左五塊竹板（俗稱七塊板）翻騰於雙掌之中，敲擊出清脆的節奏伴隨著表演者口

中合輒押韻的故事，為說唱藝術之一絕。 

節數 主題 具體目標 教材及教具 時間 說明 

5 

竹板

快書 

讓小朋友欣賞竹

板快書表演並感

受竹板節奏的魅

力 

竹板快書 

【龍宮借神

鐵】 

15分 

由演員示範竹板快書表演

給小朋友欣賞 

一、引起動機： 

直接進入表演竹板快書，

引起小朋友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由演員表演竹板快

書【龍宮借神鐵】。 

（二）讓小朋友仔細聆聽

演員的表情、動作以及語

調。 

認識

竹板 

讓小朋友認識說

唱藝術中的「竹板

快書」 

簡報講義、七

塊板、三塊板 
25分 

認識竹板快書的定義以及

表演方式 

一、引起動機： 

竹板快書是除了相聲之

外，在臺灣最受歡迎的說

唱藝術表演之一，表演者

手持七塊板翻騰於雙掌之

中，敲擊出清脆的節奏伴

隨著表演者口中合輒押韻

的故事。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講解段子，

並讓小朋友回答剛剛表演

的故事內容對我們有什麼

啟發。 

（二）詢問小朋友是否曾

經觀看過相聲表演，先讓

小朋友從同學口中認識竹

板快書。 



 

6 

節奏

練習 

讓小朋友學習打

竹板的節奏及樂

趣 

漢霖竹板快書

段子、三塊板 
10分 

認識說書的劇本以及練習

用三塊板打節奏（西遊記） 

一、引起動機： 

利用段子來介紹原作故

事，從而引發小朋友想要

閱讀的興趣。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發下三塊

板，介紹水滸傳的故事，

並作節奏練習。 

（二）從段子中，連結原

作故事，並訓練咬字發

音。 

實地

演練 

讓每位小朋友都

有機會演出竹板

快書 

漢霖竹板快書

段子、三塊板 
30分 

將小朋友分組，兩人為一

組實際上台用三塊板演練 

一、引起動機： 

透過表演來接觸文學，啟

發小朋友用不同的方式閱

讀書本。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以及演員協

助小朋友上台表演。 

（二）指導表演的過程

中，引導小朋友了解文章

才能更深入的體會藝術表

演。 

三、總結： 

（一）讓小朋友能夠更快

速的記得西遊記的人物以

及故事片段。 

（二）能夠欣賞節奏結合

說故事的竹板快書表演。 



（三）能夠對說唱藝術產

生興趣並願意觀賞表演。 

 

（四）第四堂：認識雙黃之紅樓夢 

「雙黃」發源於清朝，由街頭藝人黃浦城發明出來的一種演出形式，由二人以一前一

後的搭配方式，後者出聲前者扮相。此表演不但趣味性強，更著重於兩人的默契。 

節數 主題 具體目標 教材及教具 時間 說明 

7 

認識

雙黃 

讓小朋友認識說

唱藝術中的「雙

黃」 

簡報講義 10分 

認識雙黃的定義以及表演

方式 

一、引起動機： 

首先表演口技引起小朋友

注意。 

二、發展活動： 

（一）由演員示範口技的

表演當中與小朋友互動。 

（二）詢問小朋友是否曾

經觀看過雙黃表演，先讓

小朋友從同學口中認識雙

黃，再重新介紹雙黃。 

認識

段子 

讓小朋友認識雙

黃的劇本  
漢霖雙黃段子 30分 

認識雙黃的劇本以及練習

用說話的方式閱讀文本

（紅樓夢） 

一、引起動機： 

利用段子來介紹原作故

事，從而引發小朋友想要

閱讀的興趣。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發下段子，

介紹紅樓夢的故事。 

（二）從段子中，連結原

作故事，探討故事中的寓

意，並練習簡單的口技。 



 

8 

雙黃

賞析 

讓小朋友欣賞雙

黃表演並學習之 

雙黃 

【情人眼裡出

西施】 

10分 

由演員示範雙黃表演給小

朋友模仿學習 

一、引起動機： 

原本死板的小說經由雙黃

的詮釋過後，變得生動好

玩。 

二、發展活動： 

（一）由兩位演員表演雙

黃【情人眼裡出西施】。 

（二）讓小朋友模仿演員

的表情、動作以及語調。 

實地

演練 

讓每位小朋友都

有機會演出雙黃 
漢霖雙黃段子 30分 

將小朋友分組，兩人為一

組實際上台演練 

一、引起動機： 

透過表演來接觸文學，啟

發小朋友用不同的方式閱

讀書本。 

二、發展活動： 

（一）由講師以及演員協

助小朋友上台表演。 

（二）指導表演的過程

中，引導小朋友了解文章

才能更深入的體會藝術表

演。 

三、總結： 

（一）讓小朋友能夠更快

速的記得紅樓夢的人物以

及故事片段。 

（二）能夠體驗口技。 

（三）能夠對說唱藝術產

生興趣並願意觀賞表演。 
 

 



 

課程所需經費建議表(漢霖)： 

費用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小計 編列說明 

師資鐘點費 堂 8 1,600 12,800 
講師鐘點費 1600 元

*8堂課 

助教鐘點費 堂 8 800 6,400 
助教鐘點費 800元*8

堂課 

教材教具 人次 30 300 9,000 
材料費 (三塊板 )300

元*學員 30人 

示範演出費 式 1 30,000 30,000 

第一堂 5000 元*2 人

=10000元 

第二堂 5000 元*1 人

=5000元 

第三堂 5000 元*1 人

=5000元 

第四堂 5000 元*2 人

=10000元 

文宣設計 人 1 15,000 15,000 
課程海報、學習單設

計費 

郵電費 式 1 2,000 2,000 
課程通知、教職員聯

繫、文宣郵寄等 

雜支 式 1 10,000 10,000 行政及臨時性支出 

印刷費 式 1 1,060 1,060 

海報 100 元*1 張、

講義 4元*30張*4份

、學習單 2 元*30 張

*4 份、問卷 2 元*30

張*4份 

記錄費 次 4 3,000 12,000 攝錄影費含後製 

總計 98,260 

其他費用項目 

交通費 請申請學校應依學校所在地點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保險費 請申請學校應依學校所在地點自行評估所需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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