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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案名稱：     愛無界  

二、設計理念：本教學方案為藝術領域表演藝術科之主題單元設計，結合十二年國教

之核心素養指標，融入多元文化教育議題，運用教習劇場(theater-in-education, T.I.E.)，讓參

與者主導學習，於教師設定之「教育目標」下，讓學生於在進行戲劇過程以及角色間即興互

動時，能提出問題、化解疑難，甚至能出決定，進而引發自覺性的行動。整體課程以探究式

教學、創造思考教學、情意陶冶取向的教學、角色扮演法等教學方法，並採多元評量策略取

向，從「自我表達」、「觀點」與「風格」三個概念的探究與學習整合設計出三個單元，適合

九年級學生學習的「愛無界」教學方案，透過各族群的表演藝術出發，理解人皆有所長的觀

念，進而能珍視他群、尊重多元文化；並提供情境給予學生扮演並自我表達，藉以培養學生

發表自我、關懷與同理他人、處理日常生活問題的解決能力。另一方面也透過教習劇場過程

中的兩難情境，以討論、實作、探索、發表等方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澄清價值觀，增加

其多元文化溝通與仿同實作的機會。 

三、設計架構：含學習目標概念分析與架構圖 課程設計架構圖如下： 

 
 

 

 

 

 

 

• 多元文化教育

• 人權教育

•口語評量

•理解評量

•態度評量

•實作評量

•學習單評量

• 教習劇場T.I.E.

• 探究式教學

• 創造思考教學

• 情意教學

• 角色扮演法

教學方法
十二年國教
核心素養

多元評量議題融入

單元一 

認識「新」朋友 
單元二 

讓你慢慢 NEW一下 

單元三 

教習劇場-愛無界 

學生回饋 教案可行性 
教學省思與

成果 

愛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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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習目標 
1. 學生能欣賞與理解各新住民國家之表演藝術形式。 

2. 學生能說出各國表演藝術形式之特色與亮點。 

3. 學生能理解他群表演藝術後內化為再創作構思的基礎。 

4. 學生能以新類型進行表演藝術的再創作或仿同。 

5. 學生能分析並說出各國表演藝術的發展脈絡。 

6. 學生能將他國文化連結或比較本國表演藝術脈絡與異同。 

7. 學生能理解｢教習劇場｣的目的與流程。 

8. 學生能將問題情境以即興方式演出。 

9. 學生能於問題情境下以即興表演、互動出解決之道，並結構成劇情及演出。 

10. 學生能將教習劇場成果以多媒體藝術方式呈現。 

11. 學生能說出教習劇場所衍之同理心與反思。 

  

 

 （二）核心素養的展現 
總綱核心

素養面向 

總綱核心 

素養項目 
領域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主要教學內容 

A
自
主
行
動 

A2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探索藝術實踐

解決問題的途徑。 

於本課程教習劇場所設定的教

育目標下，讓學生於劇場過程

中針對議題發展問題、化解疑

難、做出決定，以促進自覺性

的行動。 

B
溝
通
互
動 

B1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

風格。 

藉由靜像劇場的方式，對新住

民國家之表演藝術進行再創

作。 

B2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體與藝術的

關係，進行創作與鑑賞。 

將教習劇場所發展之戲劇作品

透過微電影方式呈現。 

C
社
會
參
與 

C1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

義。 

在教習劇場的過程中，透過團

體即興的方法對族群平等之議

題澄清思考，並發展行動。 

C3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

多元與差異。 

藉各新住民國家之表演藝術作

品賞析，引導學生探索各國表

演藝術作品特色，並能說出感

受該表演藝術具備價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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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重點的統整與銜接 

 
對應 

項目 

單元 

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學習目標 

認 

識 

『 
新 

      』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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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J3  

提高對弱勢或少數群

體文化的覺察與省

思。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

群體和文化，尊重並

欣賞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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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綱】J-B3  

具備藝術展演

的一般知能及表

現能力，欣賞各

種藝術的風格和

價值，並了解美

感的特質、認知

與表現方式，增

進生活的豐富性

與美感體驗。 

 

【領綱】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

球藝術與文化

的多元與差

異。 

12. 學生能欣賞與理

解各新住民國家

之表演藝術形

式。 

13. 學生能說出各國

表演藝術形式之

特色與亮點。 

 

讓 

你 

慢 

慢

NEW

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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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理解表演的形

式、文本與表現技

巧並創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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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

表 E-Ⅳ-1 

   聲音、身

體、情感、

時間、空

間、勁力、

即興、動作

等戲劇或舞

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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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Ⅳ-3  

表演形式分

析、文本分

析。 

【總綱】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

多元文化的涵

養，關心本土與

國際事務，並尊

重與欣賞差異。 

 

【領綱】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

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領綱】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

藝術與文化的多

元與差異。 

14. 學生能理解他群

表演藝術後內化

為再創作構思的

基礎。 

15. 學生能以新類型

進行表演藝術的

再創作或仿同。 

16. 學生能分析並說

出各國表演藝術

的發展脈絡。 

17. 學生能將他國文

化連結或比較本

國表演藝術脈絡

與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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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 

項目 

單元 

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學習目標 

看待彼此的文化。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

的習俗與禁忌。 

 

多 J7  

探討我族文化與他族

文化的關聯性。 

 

多 J11  

增加實地體驗與行動

學習，落實文化實踐

力。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

群體和文化，尊重並

欣賞其差異。 

 

教 

習 

劇 

場 

｜ 

愛 

無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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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理解表演的形

式、文本與表現技

巧並創作發表。 

 

表 1-Ⅳ-3  

  能連結其他藝術並

創作 

 

表 3-Ⅳ-3  

  能結合科技媒體傳

達訊息，展現多元

表演形式的作品。 

 

多 J9  

關心多元文化議題並

做出理性判斷。 

表 E-Ⅳ-1 

聲音、身

體、情感、

時間、空

間、勁力、

即興、動作

等戲劇或舞

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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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Ⅳ-3  

【總綱】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

號表情達意的素

養，能以同理心

與人溝通互動，

並理解數理、美

學等基本概念，

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領綱】藝-J-A2 

嘗試設計思考，

探索藝術實踐解

決問題的途徑。 

 

【領綱】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

以表達觀點與風

格。 

 

【領綱】藝-J-B2 

思辨科技資訊、媒

體與藝術的關係，

進行創作與鑑賞。 

 

18. 學生能理解｢教習

劇場｣的目的與流

程。 

19. 學生能將問題情

境以即興方式演

出。 

20. 學生能於問題情

境下以即興表

演、互動出解決

之道，並結構成

劇情及演出。 

21. 學生能將教習劇

場成果以多媒體

藝術方式呈現。 

22. 學生能說出教習

劇場所衍之同理

心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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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 

項目 

單元 

名稱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具體內涵 
學習目標 

 

多 J11  

增加實地體驗與行動

學習，落實文化實踐

力。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

則，並在生活中實

踐。 

  影片製作、

媒體應用、

電腦與行動

裝置相關應

用程式。 

 

 

 

課程脈絡圖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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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脈絡圖 

 

 

 

 

 

 

 

 

 

課

程

脈

絡 

 

 

 

 

 

 

 

 

 

 

 

 

 

單元一 

認識

「新」

朋友 

各新住

民國家

表演藝

術 

 

導入討論 

‧以新住民國家之分布為始，導入

討論其表演藝術概說；若學生中有

新住民子女，邀請其簡介尊親國家

之表演藝術。 

 

選段作品 
‧透過觀賞，引發對他群文化的覺

察與省思。  

應用與聯想 

‧引導細節觀察，為能更深入討論

並探索該表演藝術之亮點做準備，

藉以引發對各國表演藝術形成脈絡

的探索動機。 

     

 

單元二

讓你慢

慢 NEW

一下 

仿同再

創作與

脈絡討

論 

 
一人𠢕一項， 

頇顢無相仝 

‧藉閩語俗諺引導學生能透過省思

而尊重與珍視他群文化。 

模仿達人 NEW一下 
‧能將觀察所得，以靜像劇場再創

作。  

追根究抵 NEW一下 

‧透過前揭觀察與仿同的體驗，思

考並討論各國表演藝術的脈絡與相

關因素。 

     

 

單元三

教習劇

場- 

愛無界 

團體即

興與影

片創作 

 
教習劇場 

原理、原則 

‧教師設定「教育目標」，讓學生

於過程中針對問題、化解疑難、做

出決定，促進自覺性的行動。 

劇場創作 

‧學生以劇情構思接、響排即興、

團體即興發展戲劇、錄製影片等實

作方式完成教習劇場創作。 
 

發表與省思 
‧學生發表並觀摩教習劇場作品，

並說出感想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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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九年級 總節數 共四節， 180分鐘 

學

習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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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理解表演的形式、文

本與表現技巧並創作發表。 

表 1-Ⅳ-3 能連結其他藝術並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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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結合科技媒體傳達訊

息，展現多元表演形式的作

品。 
 

核心 

素養 

總綱項目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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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總綱內涵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

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

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

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

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J-B3 具備藝術展演的一

般知能及表現能力，欣

賞各種藝術的風格和價

值，並了解美感的特

質、認知與表現方式，

增進生活的豐富性與美

感體驗。 

J-C3 具備敏察和接納多

元文化的涵養，關心本

土與國際事務，並尊重

與欣賞差異。 

 

領綱內涵 

藝-J-A2嘗試設計思考，

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

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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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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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 

內容 

表 E-Ⅳ-1 聲音、身體、情感、時

間、空間、勁力、即興、動作

等戲劇或舞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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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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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片製作、媒體應用、

電腦與行動裝置相關應用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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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融

入 

實質 

內涵 

多 J3 提高對弱勢或少數群體文化的覺察與省思。  

多 J4 了解不同群體間如何看待彼此的文化。 

多 J5 了解及尊重不同文化的習俗與禁忌。 

多 J7 探討我族文化與他族文化的關聯性。 

多 J9 關心多元文化議題並做出理性判斷。 

多 J11 增加實地體驗與行動學習，落實文化實踐力。 

人 J4 了解平等、正義的原則，並在生活中實踐。  

人 J5 了解社會上有不同的群體和文化，尊重並欣賞其差異。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多元文化教育 

●學習表現：表1-Ⅳ-1、表1-Ⅳ-3、表2-Ⅳ-2、表2-Ⅳ-3 

●學習內容：表 E-Ⅳ-1、表 E-Ⅳ-2、表 A-Ⅳ-2、表 A-Ⅳ-3 

●藉由對多元族群文化的認識與討論，能培養尊重各族群的美德。 

●在仿同新住民表演藝術的學習過程中，能珍視並友善他群文化。 

人權教育 

●學習表現：表1-Ⅳ-2、表3-Ⅳ-3  

●學習內容：表 E-Ⅳ-2、表 P-Ⅳ-3 

●透過教習劇場活動引導學生可以自然地在戲劇進行間與角色互動，

並提出或發現問題、再由劇場過程化解疑難，以及做出決定，並藉

此活動澄清族群平等的價值觀，進一步引發自覺性的行動實踐。 

●在發表及評論的過程中之動態理解，能知曉個體與群體間的差異與

擅長，進而養成相異族群尊重的態度。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本土語文領域- 俗諺釋義與釋例 

- 口音、慣用語與方音差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設備/ 

資源 

學生:具攝影功能之手機或平板電腦(或協調借用) 

教師:多媒體播放設備，投影機 

學習目標 

 學生能欣賞與理解各新住民國家之表演藝術形式。 

 學生能說出各國表演藝術形式之特色與亮點。 

 學生能理解他群表演藝術後內化為再創作構思的基礎。 

 學生能以新類型進行表演藝術的再創作或仿同。 

 學生能分析並說出各國表演藝術的發展脈絡。 

 學生能將他國文化連結或比較本國表演藝術脈絡與異同。 

 學生能理解｢教習劇場｣的目的與流程。 

 學生能將問題情境以即興方式演出。 

 學生能於問題情境下以即興表演、互動出解決之道，並結構成劇

情及演出。 

 學生能將教習劇場成果以多媒體藝術方式呈現。 

 學生能說出教習劇場所衍之同理心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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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動 

（單元/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評量方式 

單元一 

認識「新」朋

友/第一節 

 

引起動機 

 教師引導學生討論新住民國家之分布，以及其國家之

表演藝術；若學生中有新住民子女，邀請其簡介尊親

國家之表演藝術。 

 單元流程說明，提示影片觀察重點，與觀後任務。 

 選段觀賞新住民各母國之表演藝術作品。 

 

發展活動 

 請學生找出各國表演藝術作品特色，講出自己感受該

表演藝術具備價值之處。 

 選段觀賞新住民各母國之表演藝術作品，並輔以定格

畫面說明。 

 藉畫面引導細節觀察，以更深入討論並探索該表演藝

術之亮點。 

 

總結活動  

 摘要本堂課討論與探索之結果。 

 預告次節任務：各國表演藝術作品之特性、歷史脈絡

線索、形成原因等的資料搜尋。 

 

 

 

態度評量 

（詳如下方評量

規準表格） 

 

口語評量 

（詳如下方評量

規準表格） 

單元二 

讓你慢慢NEW一

下/第二節 

 

引起動機 

 介紹並解說閩南語俗諺：｢一人𠢕一項，頇顢無相仝

｣，｢荏荏馬也有一步踢｣，藉以延伸至各國文化，無

分先進或落後，皆有其價值性的意義。 

 說明各地之方音差，舉例說明，並擴及口音與腔調乃

正常現象，再引導不依口音而訕笑或輕視的觀念。 

 

發展活動 

模仿達人NEW一下（活動音樂:庾澄慶-讓你媽媽New一下） 

 各國表演藝術分組徒手模仿，以靜像劇場方式呈現，

讓同學猜出模仿哪個國家之表藝作品。 

追根究抵NEW一下 

 問題討論 

例如：為什麼泰國會發展出佛舞主題的表演藝術?舞蹈的

首飾（如金冠帽）與泰國佛寺建築元素的關連？為什麼只

有越南發展出水上傀儡的創意? 

 

總結活動 

教師針對本堂課討論與演出成果綜整與講評鼓勵。 

 

 

 

 

實作評量 

（詳如下方評量

規準表格） 

 

口語評量 
（詳如下方評量

規準表格）



109年度全國性多元文化教育優良教案甄選 

 

P.10 

提示下堂課進行教習劇場所需之設備。 



單元三 

教習劇場-愛無

界/第三節 

 

引起動機 

 選段｢教習劇場｣範例影片。 

 引導學生對根據影片，說出對｢教習劇場｣理解。 

 教師說明｢教習劇場｣：由參與者主導學習，整個演出有

特定的「教育目標」，參與者在進行戲劇過程以及角色

間即興互動時，能提出問題、化解疑難，甚至能出決

定；參與者不只是坐著觀看或參與即興演出，而是希望

引發自覺性的行動。 

 

發展活動 

 劇情構思接龍：以大家周遭新住民同學經驗為例，輪

流討論新住民子女在求學階段，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文

化不利狀況，進而成為本場教習劇場之大綱。 

 響排即興：學生設定角色後，以即興方式做單純的對

話練習，納入聲音表情與情緒，以發展對白。 

 

總結活動 

 教師綜整本堂課所發展之情節，做出修正建議與鼓勵。 

 教師提示次節課程所使用之設備。 





單元三 

教習劇場-愛無

界/第四節 

 

引起動機 

 引導學生討論教習劇場實作中，可能遭遇之問題。 

 教師說明劇場實作注意事項與時間運用掌握技巧。 

 

發展活動（教習劇場分組實作） 

 分工並確立負責任務。 

 團體即興與發展戲劇。 

 錄製影片。 

 

總結活動 

 學生發表成果，教師引導討論感受與省思。 

 教師評論鼓勵。 

 教師提示學習單撰寫。 



實作評量 

（詳如下方評量

規準表格） 

 

檔案評量 

（詳如下方評量

規準表格） 

 


   

評量規準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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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規準 

單元一：認識「新」朋友（第一節）多元評量檢核表 

單元一：認識「新」朋友（第一節）                   

學習評量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態度評量 
能專注覺察他國表演藝

術作品 

7分~10分 

能專注觀察，並

回應或題問。 

4分~6分 

能觀察並作出部

分回應或提問。 

1分~4分 

僅能由老師協助

才能觀察或回

應。 

座號 學生姓名    

座號 學生姓名    

學習評量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口語評量 
能回應他國表演藝術作

品的特色。 

7分~10分 

能正確且具體說

出特色與細節。 

4分~6分 

能具體的說出特

色或細節。 

1分~4分 

僅能經由老師的

協助說出觀察。 

座號 學生姓名    

座號 學生姓名    

 

單元二：讓你慢慢 NEW 一下（第二節）多元評量檢核表 

 

單元二：讓你慢慢 NEW 一下（第二節）                   

學習評量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實作評量 
能完成新住民母國表藝

作品模仿再創作。 

7分~10分 

能正確的完成創

作，並具有獨創

性與完整性。 

4分~6分 

能完成創作。 

1分~4分 

僅能有限地或在

教師協助下完成

部分的創作。 

座號 學生姓名    

座號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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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量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口語評量 

能經由討論說出對他國

作品的觀察所得與脈絡

形成之推論。 

7分~10分 

能正確且流暢的

的說出討論結

果，並能舉一反

三。 

4分~6分 

能說出討論結

果。 

1分~4分 

僅能經由老師的

協助說出。 

座號 學生姓名    

座號 學生姓名    

 

單元三：教習劇場-愛無界（第四節）多元評量檢核表 

 

單元三：教習劇場-愛無界（第四節）                   

學習評量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實作評量 
能以即興方式完成教習

劇場作品並完成錄製。 

7分~10分 

能透過討論、即

興、完成劇場創

作與錄製，並具

有獨創性與完整

性。 

4分~6分 

能透過討論、即

興、完成劇場創

作與錄製。 

1分~4分 

僅能有限地、或

在教師協助下完

成部分的創作過

程。 

座號 學生姓名    

座號 學生姓名    

學習評量 評量基準 評量規準 

檔案評量 
能於學習單寫出感想與

省思所得。 

7分~10分 

能正確的完成學

習單，並具省思

與發現。 

4分~6分 

能完成學習單，

具有部份省思或

發現。 

1分~4分 

僅能有限地或在

教師協助下完成

局部的學習單。 

座號 學生姓名    

座號 學生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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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試教成果：（此為加分項目，若無則免） 

 

（一）課程產出 

1.教習劇場微電影成果－愛無界（５ min） 
 

連結網址與 Qr code 

 

https://is.gd/LxI3Tq            （網址大小寫有別，僅｢3｣為數字）  

 

 

 

 
 

 

 

 

 

 

 

 

2.學習歷程照片 

https://is.gd/LxI3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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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習劇場-｢愛無界｣･微電影實作 教習劇場-｢愛無界｣･微電影實作 

  

教習劇場-｢愛無界｣･微電影實作 教習劇場-｢愛無界｣･響排:發展對白 

  

教習劇場-｢愛無界｣･響排與團體即興 教習劇場-｢愛無界｣･微電影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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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泰國佛舞） 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泰國佛舞） 

 

 

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泰國佛舞合

併越南民俗舞） 

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泰國佛舞） 

 

 

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水上傀儡） 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泰國佛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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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東南亞民俗

舞） 

靜像劇場-新住民表演藝術再創作（東南亞民俗

舞） 

  

學習回饋單 學習回饋單 

 

 

 

 

學習回饋單 學習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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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討論 

學

生

回

饋

與

課

程

發

現 

 

 

 

 

 

 

 

 

 

 

 

 

 

 

 

 

 

 

 

 

 

(一)人權議題融入教學與課程，能使學生感知多元文化的意義性 

 

  透過表演藝術課程框架，將文化多樣性轉化為如橋樑般的角色，藉由對各國表

演藝術作品的觀察與思考，進而以人權教育議題扮演起穿針引線的任務，能使學生

同理感受，並能珍視他國文化，進而感知多元文化的意義性。 

 
…在經過劇場演出過後，我覺得應該感謝新住民，因為他們不只是填
補了勞力的空缺，也同時帶來許多異國的風情文化，使得台灣的文化
變得更加多元….（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透過網路，我們能了解別的國家文化，每個 culture 都有他的特殊
性，我們不該有任何的優越感，別人也是有先進的部分…（學習回饋

單，ＯＯＯ） 

 

  當學生觀察他國文化而有了感知，即能激起其珍視的動機，而不再懷抱自大與

優越，故透過表演藝術文化產生的人權意識將能萌發。 

 

(二)教習劇場情境能有助學生具體同理感受，促發族群平等的抽象意念 

  劇場的情境下，學生能設身處理文化不利或生活資源有限的背景，感同身受即

為替人著想的首步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理心作用下，則是能敞讓學生開心

胸，悅納並珍視新住民異國文化，進一步內化為｢人皆有所長｣──國別、族群平等

視之的價值觀。 

 

經過了劇場之後，如果我像主角一樣，我會很挫折，會對未來擔憂、
無助，甚至開始自我貶低、放棄。也會因為怕被嘲笑而不敢提起自己
母親的事。（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原來每個種族各有長處，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新住民也有優點是台灣
人值得學習的，例如：非律賓人英文比台人好，印尼人刻苦耐勞，
不應該輕視某些國家。（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我覺得對一個人有偏見並不是不行，但不能因為偏見而態度不好、
嘲笑，他的出生並不是他能夠決定的，應該要尊重、接納，因為他
們跟我們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己。（學習回饋單，ＯＯ

Ｏ） 
 

經過了這次課程，我才發現原來身為新住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也可能看不懂中文，生活可能沒有其他人好，新住民因著不同的原
因離鄉背井來到台灣，身為台灣的一分子，我們能幫忙之處，就是
伸出援手，教育也是一個幫助的手段，大學入學考試也有許多鼓勵
新住民入學就讀的方案。接納，真心，關懷和鼓勵，這些你我都能
做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將他們標籤化。（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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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回

饋

與

課

程

發

現 

 

 

 

 

 

 

 

 

 

 

 

 

 

 

 

 

 

  由學生的習後回饋可知，經過了文化不利情境體驗，自己都不樂見被輕忽，因

此能開啟接納的視野，對新住民文化重視，甚而假想若有新住民親屬，將能以他們

為榮。 

 

(三)學生藉由劇場的團體即興參與，能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學習遷移與連結 

 

母愛是不分國界的！這次劇場中的母親是外籍新娘，離開自己的家
鄉與父母隻身來到台灣，雖然已來台多時，卻只會國語不會國字，
為了小孩的埋怨，在下班之餘，努力學習國字，只為了讓小孩更
好。也可能因為新住民的身份而被取笑，但其實他們並沒有錯，他
們跟大家都一樣，是個一心只為孩子好的｢偉大母親｣。（學習回饋

單，ＯＯＯ） 

 

我非常偑服媽媽的母愛，竟然可以為了女兒的一句氣話而犠牲睡眠
時間練習國字，實在是太偉大了…（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如果是主角，我會以我媽媽為榮，我覺得有個新住民親人是一件很
酷的事，我會很樂於和大家分享她的國家。（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學生於實作中的領悟，是教師所意料之外的，課程設計僅融入人權教育與多元

文化教育等議題，然而學生於設定之文化不利情境下，團體即興出親子衝突的情

節，亦符合身處叛逆階段之青少年可能發生之情況，相當貼近真實，而學習回饋也

讓不少學生有了親子情懷的進階省思，也間接讓學生於親情能有更成熟的思考。 

 

(四) 劇場體驗得以促發學生萌發具體行動方案，並內化至學生行為中 

   

…我會想辦法幫助他，縱使他拒絕我的幫助，我會尋找其他的辦
法，直到找到幫得到他的方法，不然我不會停止。朋友本身就是要
互相幫忙，不分種族、性別，這樣才有意義。（學習回饋單，ＯＯ

Ｏ） 

 

如果是我同學有這樣的狀況，我會告訴他我們並不排斥這樣的家庭，

並且協助他突破課業上的困難，例如教他作業，和他分享筆記等。

（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我會協助他了解台灣的風俗民情，很多事情都是因為了解才不會發

生誤會，另一方面我也會透過他了解他新住民家人的國家文化，讓我

多知道一個國家。（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劇場設定融入之情境與議題，學生在的選擇解決問題的變項時，能納入已身省

思之道德價值觀，並置入己身生活背景之下，作出的行動決策均能貼合實際生活經

驗，自然而改的內化於行為之中。 

 

(五) 表演藝術學科融入議題，學習效果加乘、廣度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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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表演藝術學科的內容知識，再輔以人權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相關議題的

融入，可以有效將知識、技能與態度做統整性的學習，不僅情意能讓學生學習效率

倍增，學習廣度也能有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在想對白跟即興演出的時候，我們討論說，就算是白人、黃種人、黑
人、新住民、原住民，都是需要包容的，我有更加得到一種不能歧視
他人的意識，每個人都是需要獲得愛與尊重的，不能因種族不同、膚
色不同而去歧視他們，被歧視的人，他們一定都會希望自己能有人
權，在生活上也能安全、平安的渡過每一天，所以，我們必需幫助他
們，不另眼相看他們，讓每個人都能夠得到尊重與包容。學習回饋

單，ＯＯＯ 
   
  因為劇本都是大家即興演出，會在什麼時候發生怎麼的事都沒人知

道。但同時也了解這可能發生在周遭的同學身上，就覺得人類真得是
利己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又想到自己身為人，也可能在無意間做出種
事情，感到慚愧，我才發現現實是殘酷的…這讓我想幫助較弱勢的一
方。（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看待一個人，應該在意的他的內在品德，而不是透過國籍、種族，
膚色等這些外在條件來認識他。（學習回饋單，ＯＯＯ） 

 

  學生藉學習活動，進而延伸、類化相關知能，成為具體符合實際情境

的有用性經驗，也涵養出各面向度的情意態度。 

 

 

七、教學省思與建議：（對此單元教學內容的批判思考或新觀點） 
（一） 根據新住民國家表演藝術作品，具體引導觀察。於觀察之初，學生易因新住民國

家相異之民俗風情，做出批評，如：｢俗氣的花樣與顏色之衣著｣、｢土裡土氣斗

笠或配飾｣、｢混濁的泥水與斑駁的水上傀儡｣等，投以輕視之眼光；教師輔以我

國早期傳統表演藝術為例比較說明比較，並講解該國政治經濟因素，使學生理解

表演藝術進步的軌跡，能稍削弱因輕視而興趣缺缺的現象，進而在觀察中發現特

色。 

（二） 新住民國家傳統表演藝術作品，主題、內容、表演形式不若當代主流娛樂之精采

程度，學生較不具親切感，易有分心、無法維持注意力的情況，教師宜再調整示

例作品或藉由當代主流藝術切入，如與新住民國家表演藝術、文化等相關主題之

電影作品。 

（三） 透過引導善誘，刺激學生對所選段之表演藝術作品產生好奇，主動探索他國表演

藝術文化之形成脈絡，應用任務取向，促進其獨立取得知識能力，惟學生對於主

題之探索動機有限，故教師尚需輔以作業或指派任務等方法，誘使學生探索。 

（四） 藉由仿同活動，以靜像劇場引導學生再創作，促使對他國藝術的內化，然學生囿

於未能深入理解，故創意程度仍有侷限，易有同儕間創意雷同之情況，教師宜增

加選段作品之數量，或增列劇場創作規則。 

（五） 透過教習劇場實作，讓學生於過程中以親切且自然的方式，入戲並置身於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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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藉以同理感受，並能澄清道德情境與價值觀，但受限於課程時間限制，僅能

淺層入戲感受，教師宜再思考搭配其他劇場方式，如：說故事劇場，以濃縮學生

入戲的效率。 

（六） 本次課程實踐，學生意外將 Eri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所示，青少年於狂風暴雨

期（叛逆期）之特徵帶入即興劇情之中，並亦能作出省思；故未來本課程修正，

可再納入親子關係相關主題，以期更貼近學生之生活。 

 

 

 

 

八、參考資料：  
大紀元（2016）。越南千年水上木偶戲 泡在水裡演給你看。取自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8/12/n8194137.htm 

台南人劇團策劃、蔡奇璋、許瑞芳（2001）。在那動的潮音中－教習劇場 T.I.E。台北：揚

智。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影音頻道（2020）。東南亞藝臺灣－108 年巡迴展(桃園市新住民文化會

館)。取自 https://imedia.culture.tw/channel/tncsec/zh_tw/media/97602 

張欽嵐（2016）。【2016 亞太文化日】越南藝術表演。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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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附錄：列出與本教案有關之補充說明或資料，例：學習單、ppt……等。 

 一分鐘自動播放投影片 

http://gofile.me/5i4zW/7v0drv0ff 

 (請以電腦連結網址下載後自動播放) 

 
 教習劇場—即興對白情節，事後整理成文字劇本 

 

 https://reurl.cc/m9x6ZY 

 

(請以電腦連結網址下載，ＤＯＣ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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