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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表演藝術

藝術教育法以培育多元藝術人才 充實國民精

神生活 提昇文化水準為目的 其分類為表演藝術教

育 視覺藝術教育 音像藝術教育 藝術行政教育及

其他有關之藝術教育 教育部 2000 在學校藝術

教育方面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之藝術與人文學習

領域包含視覺藝術 音樂 表演藝術等方面的學習

就實施面向而言 表演藝術應統整音樂 舞蹈 戲劇

三者 因此涵蓋一 表演基本元素的運用 二 肢體

感官 聲音語言的敏感度和表達力 三 簡單的藝術

展演規劃及執行等 並以探索與表現 審美與理解以

及實踐與應用為目標 國教專業社群網 2007

藝術源於生活 應與生活緊密結合 因此藝術教

育應提供學生機會探索周遭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 期

能製造與真實世界的連結 積極的建構知識 繼而發

展知識 情意與技能基礎以表達知識與感官洞察力

真實的教學 authentic instruction 即融合以上論

述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7 因此 本文以

真實的教學為教學策略 期能理解一 藝術和視覺文

化是介於人們的存在與其相關事件的視覺溝通 二

藝術有多元的價值與意義 即形式 意義 用途和價

值都是重要的美感 在他們的社會目的中也是功能與

設備 三 個人從事製造藝術並研究藝術與視覺文

化 以個人化的 合作的方式表達自己 並發展其意

義 價值觀以及存在於世界的方式

生活藝術強調藉由深層的學習與連結來建構意

義 不僅止於特定的形式 本文引導學生觀察生活中

的事物 體認自己與他人的情緒與感覺 連結至顏色

的意義 進而導入表演藝術中的京劇臉譜 藉著對顏

色的認知 探討歷史故事認識劇中人物及其性格 發

展觀者對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的溝通 反思 並對生

活有所回應 以助於學生個人探求生活中的藝術

貳、目前國民小學表演藝術的實施概況與困境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實施要點中 對

表演藝術教材的內容及範圍界定為 表演藝術包含

觀察 想像 模仿 創意等肢體與聲音的表達 聯想

創意 編寫劇情 即興創作 角色扮演 綜合表現

等 戲劇 含話劇 兒童歌舞 皮影戲 鄉土戲

曲 說故事劇場等 與欣賞 教育部 2000 戲劇

除了在本質上表現人與人 人與團體 人與環境的議

題來顯示其 人文 的價值之外 其美學上的劇場表

演與技術 社會學上的認知 良知 信任與教育學上

的概念 洞察力 同理心等亦是表演藝術戲劇教學重

要的貢獻 張曉華 2000

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著重在銜接性 協同性

與統整性 並實施統整課程或主題式教學 因戲劇

整合了語言 音樂 舞蹈 美術 雕塑 建築等多重

要素 故又稱為 綜合藝術 在國民小學中 表演

藝術不管是對學校行政 教師及學生而言 是門較為

陌生的課程 因為多數國民教育教師在其師資培育機

構的職前教育階段 並未接受表演藝術的相關課程教

育 之後的在職進修則因種種因素未多加探討 落

入因為 沒接觸 所以 不熟悉 與因為 不熟

悉 所以 沒接觸 之不佳循環中

因此在表演藝術的實施策略方面 可從職前教育

與在職進修以及學校現場兩部分來探討

一、師資培育機構的職前教育與在職進修

一 在教師職前教育部分 目前多數的師資培育機

構已在教育學程中加入藝術與人文基本教學能

力的課程 如表演藝術 藝術概論 藝術欣賞



等課程 並統整視覺藝術 音樂及戲劇教材教

法為藝術與人文課程教材 也有以修輔系的方

式 使三個領域的學生 透過修習輔系補足其

他領域不足之方式 除了整合音樂 戲劇 視

覺藝術等三個領域 並將戲劇概論 表演藝術

或創造戲劇列入通識課程中 很多學校並要求

主修國民教育的學生必修其中的一門戲劇課

程 這對目前及日後教育現場的課程教學與教

材助益匪淺

二 在研究所的階段也有許多校院設立了藝術 藝

術教育研究所以及表演藝術研究所 甚至還有

更專業的劇場相關系所與藝術指導研究所等系

所 以培養表演藝術領域教學的專業人才  

三 可針對表演藝術師資之不足之困境 規劃教師

的在職進修 以各種短期或中長期的在職進修

方式 滿足不同層次的師資需求 例如 藝術

與人文領域課程 學分班 第二專長 培訓

班 分為主修視覺藝術 音樂教育或表演藝

術 修完可予以認證 在短期進修方面可用

一週的時間為單位 調訓在職教師運用 產出

型 的研習方式 在課程設計上 著重實務的

傳授 授課教師多作實例示範 使研習教師能

現學現賣

四 陳仁富曾於2000年指出表演藝術教材視覺化是

培養學校師資最快也有效的方式 因此將欣賞

或實作的教學CD VCD普及推廣 供教師參

考 應用 更能發揮立即的效果

二、學校現場

因表演藝術的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與以往的藝術

教育截然不同 因此自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

際 即造成教師們極大的不安 行政單位惶惶於師資

的不足 教師們亦須在有限的時間內統整音樂教育與

視覺藝術於表演藝術中 因此當時有一些學校外聘劇

場或劇團的表演者到校指導表演藝術 然而九年一貫

課程正式實施至今 也證實了此非長久之計 張曉華

2000 更指出如此將使一般藝術教育陷入專業藝術

教學的泥沼 因為在一般藝術教育與專業藝術教育的

實施分野不清時 只會使藝術教育更窄化 加劇表演

藝術與師生的間隙

因此在國民小學教學現場 提出以下的實施策

略

一 表演藝術在國民中小學的施行 可以分成欣賞

教學與實作兩部分 欣賞的部分 除了實際觀

賞劇場的表演之外 目前多媒體資源相當豐

富 可以應用國內兒童劇團所研發的視聽媒材

做為欣賞教學的課程內容 只要教師肯用心蒐

集與準備 都可有收穫 實作部分 教師可於

教室內帶領學生做鏡子活動 故事劇與角色扮

演做為表演藝術的入門

二 多數教師認為行政支援不足 學校經費有限

場地不完善 再加上老師與家長對表演藝術認

同感不足 且在課程方面教師對表演藝術認知

模糊 授課時數有限 統整教學型態的不適應

及分段能力指標的不明確 都是影響表演藝

術推動的阻力 具體作法應先建立老師對表演

藝術正確的認知 同時還要協助老師熟悉教材

與教法

三 表演藝術目前的發展未臻健全 一般人將其歸

類在 看不懂 的精緻藝術階段 以台灣目前

的戲劇發展趨勢而言 民間藝術工作者或表演

團體若能夠投入師資培育的行列 可於 欣

賞 教學的部分用兒童化表演的方式貼近小學

生 非直接居於教學現場 指導 他們 而

實作 部分仍須教師親力而為 引導學生循

序漸進 方可收潛移默化之效

四 目前推展表演藝術的問題多在師資方面 目前

有相當多相關教學網站或資源補給站 國立台

灣藝術教育館亦出版了藝術教師手冊 可供參

考或仿做 網路資訊如民間的九歌兒童劇團－

http://www.9s.org.tw/9s/index.php 如果兒童劇

團  http://www.ifkids.com.tw/ 財團法人紙風

車文教基金會  http://www.paperwindmill.com.

tw/ 官方網站亦有如國教專業社群網或各縣市

之國民教育輔導團所架設之相關網站

      教師的專業知能應以曾修習過表演之戲劇教育學

科為主或另一專長為藝術教育學科者 國民小學表演

藝術課程師資的需求是通才而非專才 更重要的是教

師要有統整能力 這樣才能因應藝術與人文全方位的

教學 如果教師只專注於戲劇或舞蹈藝術專長 很容

易使教學內容偏頗流於主觀 事實上 課程與教材是

靜態而被動的 但教學者是主動而靈活多變的 本研

究之 真實的教學 即是以非固有的形式從日常生活

經驗出發 對表演藝術一探究竟 正是所謂師父領進

門

參、貼近表演藝術

現行的表演藝術 事實上是以戲劇為核心的教學

張曉華 2000 中國戲曲把曲詞 音樂 美術與

表演的美熔鑄為一 用節奏統馭在戲中 達到和諧的

統一 充分調動了各種藝術手段的感染力 形成獨特

且節奏鮮明的表演藝術 中國的戲曲 希臘的悲劇和

喜劇及印度梵劇並稱為世界三大古老的戲劇文化 中

華文化信息網 2008 世界各國戲劇文化皆綜合了

時間和空間藝術 因此可說是綜合性的表演藝術



綜合性 虛擬性 程式性 是中國戲曲的主要藝

術特徵 這些特徵 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美學思想

精髓 構成了獨特的戲劇觀 京劇被視為國粹 也是

國戲 是中國最主要 影響最廣泛的劇種 它不僅深

受國內觀眾的喜愛 也深深吸引著海外的觀眾 同前

註

小學生對於京劇的印象總停留在既聽不懂也看不

懂的階段 舞台上的演員到底在演什麼 為什麼有些

人臉上的妝有點像又有點亂 因此 對表演藝術中的

京劇是充滿陌生的 然而 在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

的第二階段 即小學三 四年級 學生應嘗試以細

微的觀察力 表達豐富的想像與創造力 並參與藝術

一、與日常生活的連結 — 學習單「顏色耍個性」

日常生活中的影像可引發我們的情緒 以及介於

人類主體 個人與團體間的權力關係 像是意識型態

的再現與生產者 也是權力關係的因素 Sturken & 

Cartwright, 2001 影像的外貌之一為顏色 它能帶

給我們立即性的溝通 傳達與隱喻 我們亦很輕易地

製作 用自己的方式記錄所獲得的知識與心中的感受

達到探索與表現的目標 審美與理解面向則是經由蒐

集相關資料嘗試解釋其特色及背景 瞭解表演藝術京

劇的文化內涵 最後在實踐與應用部分 連結京劇臉

譜與其故事 尊重先人的藝術成就 以視覺 聽覺

動覺的創作活動美化生活環境和個人心靈

本單元教學活動為 首先 對日常經驗中的顏色

加以聯想與觀察 做為認識臉譜上個性與顏色的前置

活動 其次 以京劇臉譜為實例 介紹幾個較具代表

性的人物及其相關事蹟 最後 以學生個人對自己的

瞭解 設計出自己想要表達的個性臉譜

與它有所互動

例如意味著熱情 危險 血腥 浪漫 火焰 暴

力的紅色 亦可用於警告或禁止 傳統藝術中的紅色

更可象徵喜慶 熱鬧與好兆頭 具有精緻 時尚感的

黑色卻也有死亡 恐怖 孤獨 嚴肅的意涵 象徵純

潔 神聖 真理與和平的白色 有時更象徵著死亡

表 教學活動設計概述

單元名稱   

教學階段  

學生人數 26

教學時數 3 80 240

教學目標

1. 

2. 

3. 

起點行為
1. 

2. 

發展目標

1. 

2. 

3. 

教學策略

1.   

2.   

3.   

4.  

教學資源
powerpoint

時間分配

1-2   

3   

4-5   

6   

延伸活動
  2008

http://vf.kk.gov.tw/sort.asp?zhuid=175&typeid=295&test=&CurPage=2



二、學習單的回饋

 本學習單對學生而言是有趣 但又富挑戰性的

雖貼近生活經驗 但又必須絞盡腦汁 不斷地在思

索 學生的內容如下

一 姓名的描繪 全班沒有人僅以文字陳述 除了

加上繽紛的顏色 全部都畫上喜歡的圖像或以

姓名貼等其他媒材裝飾

二 對顏色的連結 學生們的想像海闊天空 但多

能符合自身的生活經驗與周遭環境 一般我們

能想像得到的日常用品 教科書內容 自身經

驗 卡通人物 自然界的景象以及情緒 個性

表現等都會出現在他們的選項中 雖少部分有

不適切的聯想 但仍有不少具創意的表現

有趣的答案如在白色部分 有人聯想到白米

晨霧 白種人 空虛無聊 恐怖 看病想哭

傷心 蠶寶寶 黑色部分有海苔 書法用具之

硯台與墊布 日蝕 山洞 影子 蛀牙 帥

氣 邪惡 害怕 甲蟲 夜晚 黑眼圈 紅色

有西瓜汁 紅包袋 夕陽 勇士 年獸 瓢

蟲 可怕 熟的螃蟹 開刀 火雞 黃色有玉

米 布丁 挖土機 垃圾車 荷包蛋 開心

閃電 落葉 蜜蜂 明亮溫暖 奶油起司

小雞 綠色有國語課本中提到的竹釘 垃圾子

車 清潔 放鬆 地球 爬山 藍色有地球

威嚴不可侵犯的 黃色是古代帝王專用色 經常讓人

聯想到陽光 活力 希望 甚至有一說是可用來增加

注意力 說服別人或使別人對你有信心 如本次總統

競選活動中 兩位總統候選人不約而同地選擇黃色領

帶 紫色具有神秘與不安的特質 橘色極為燦

爛 灰色是個中立的顏色 有著曖昧不明的混沌感

近來充滿政黨色彩的藍綠色則是帶有涼爽 安撫 鎮

定與環保意義 金色與銀色亮晶晶的感覺 令人產生

新奇而有趣 bling bling 的興奮

本研究強調藉由日常生活經驗的洞察與顏色的連

結來建構意義 而不只是特定的教學形式 因此以表

2的學習單做為此單元的先發

表 學習單

顏色耍個性

                                                                                                                                                                                                                                               

           

        

  

                

          

                              



快樂 廣大 漱口水 水災 正義勇敢 金

銀兩色部分有黃金 銅板 龍袍 化妝品 大

富翁 發財 快樂 驚訝 刺眼漂亮 可不可

以拿走

整體而言 對白色的連結最多 對藍色與綠色

兩者聯想的分野不大 黃 金 銀三個顏色最

多抽象情感的描述 卡通人物的舉例最多

三 以顏色分類個性 對自我個性的描述可能受到

學習單上的選項影響 多以其中的詞彙來對

照 但明顯看出每個  人對顏色的情緒 感覺

大為不同 分別有人用紅 橘 黃 藍與綠色

來形容 膽小溫和 在 活潑 的代表色有

藍 紫 綠 銀與黃色 最多 亦有人覺得

銀色可代表溫柔 藍色是愛笑的 正義勇敢

殘暴凶狠 不約而同的以白色表示膽小 黑色

是殘忍 紅色代表易生氣 暴躁與勇敢

整體而言 能很流暢地描述與日常生活經驗的

觀察 並且將個性很明確的描繪出來的 如下

方圖例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張美豔攝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學生們對此活動非常有興趣 因為這些題材來自

於周遭的生活 能夠與真實世界連結 又可很自由地

表達個人情感 不只是被動地消極地接受 學生在從

事並研究藝術活動之際 若能以個人化的 合作的方

式來表達自己 更能發展情意與技能以積極建構知識

與洞察力

三、進入主題 — 細說戲

完成對顏色認知與感覺的建構之後 隨即進入本

活動的核心  京劇 京劇融合文學 音樂 美術

舞蹈等多種藝術因素於一體 表現手段十分豐富

唱 念 做 打俱全 而且這些手段都具有嚴格的程

式 不同的角色行當有不同的規範和路數 京劇的角

色稱為行當 京劇的行當分為 生 旦 淨 丑

生是男性角色 旦是女性角色 淨又叫 花臉 丑

又叫 小花臉 三花臉 不同的行當在唱

念 做 打 服裝 化妝等方面 各有特色 中華文

化信息網 2008 臉譜是京劇化妝的一部分 主要

用於淨 丑兩行所扮演的各種人物 本單元以臉譜的

認識為教學重點 相關傳說如下

一 臉譜的前世 整理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2008

在南北朝的北齊時期 有位名叫高長恭的勇將被

封為蘭陵王 他勇武善戰 常常大敗敵軍 但作為一

名武藝高強的將領 卻天生一副俊相 無法像三國時

代的張飛橫眉豎眼的 只要大喝一聲 曹軍就嚇得退

避三舍 相反地 敵軍看高長恭面容秀美 非但不畏

懼 反而爭相上前跟他交手 想試試他的本事 這迫

使他必須耗費更多的精力 蘭陵王為此大傷腦筋 絞

盡腦汁想找出一種讓敵人一眼看上去就膽戰心驚的威

懾方法 來彌補自己天生相貌俊秀的 弱點

後來 蘭陵王就在木製的面具上雕出可怕的神

態 塗抹上陰狠嚇人的色彩 讓敵人一看見就心生

畏懼 並在雙方交戰時以此面具遮住臉 加上他原本

的驍勇善戰 結合面貌和武藝成為威懾敵人的絕佳法

寶

蘭陵王原本只想遮住秀美的臉 結果反而變成對

敵人的壓迫感 據說 從此以後戰無不克 蘭陵王的

面具對後世戲曲人物臉部造型影響很大 日本古典戲

劇表演 也曾深受蘭陵王面具的影響 至今仍保留著

他的面具

二 臉譜的演化

臉譜是由 代面 即面具  演化而來 原先用

於戰爭中威嚇敵人 後來應用到舞台上 在南北朝和

隋唐歌舞節目裡以 假面歌舞 為代表 到了宋朝 隨

著戲曲藝術的發展 演員戴著面具演戲越來越不利於

臉部神情的表達 就用粉墨 油彩 鍋煙子直接在臉

上勾畫 逐漸產生了臉譜 當時 戲班以露天演出為

主 離戲台較遠的觀眾往往看不清演員的面部表情 勾

上臉譜使觀眾在遠處就能一目了然 京劇 2008

隨著戲曲藝術的發展 臉譜日益精美 構圖也越

來越多樣 容易讓人感覺混亂 神秘 主要是藉著誇

張的色彩和線條 突顯人物的善惡性格 表達對人物

的褒貶 後經藝術家的改造加工與創新 色彩愈來愈

豐富 人物性格益加鮮明

三 臉譜顏色的介紹

本單元以臉譜介紹為重點 但應從日常生活經驗

中顏色的觀察 發展個人 時空 社群的意識 因此

在顧及學生心 生理的成熟發展下 僅以象徵性的幾

個臉譜為代表 京劇臉譜都是以戲中人物的長相 性

格等為依據的 一開始只用黑 紅 白三種對比強烈

的顏色 強調五官部位 膚色和面部肌肉輪廓 如粗

眉大眼 翻鼻孔 大嘴岔等 京劇 2008 臉譜的

色彩代表著忠奸善惡之個性特質

1. 黑色臉 京戲中勾黑臉者多是粗獷但心地善良之

人 其人物富有忠耿正直的高貴品格 亦有些粗

率 魯莽 代表人物為包拯與張飛 包拯的額頭有

一白月牙 表示清正廉潔 在開封府執法嚴明 鐵

面無私 又稱包青天 敢於挑戰權貴 貴戚宦官也

不得不有所收斂 如圖7 8

2. 白色臉 如圖9 10 象徵凶惡 專橫 陰險

狡詐等性格 曹操於後漢曾為丞相 三國演義

評其奸詐陰險 故創此粉白奸臉 意謂其虛偽程度

已掩住了本來面目

3. 紅臉 描繪具有赤膽忠心 忠勇義烈性格的人物

京劇中凡勾紅臉者 多是有血性 勇敢耿直之人

代表人物為關羽 他是三國人物中最受人景仰的

除了遍及各地的關帝廟 其高尚的道德人格更深植

人心 如圖11 12

圖 　張飛 張美豔攝 圖 　包拯 取自華夏經緯網

圖 　曹操 張美豔攝 圖 　曹操 取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4. 黃色臉 圖13 14 象徵工於心計而不外露 有

著驃悻 凶殘 陰險等性格 極端勇猛之人亦用

之 勾畫黃臉者殘暴兇狠 如隋末唐初的宇文成

都 但有時不是象徵殘暴 而像水滸傳中的起義老

英雄晁蓋

5. 金 銀 圖15 16 此兩種顏色 多用於神

佛 鬼怪 以其金面金身象徵神秘 虛幻之感

 

四 京劇臉譜的分類

臉譜色彩豐富 圖案複雜 但仍可以歸納出一些

類型 由這些基本的類型 可分辨劇中人物的性格與

氣質 以下介紹幾個容易讓小學生分辨的類型

1. 整臉 圖17 18 整臉是臉譜中色彩 構圖最單

純也很常見的類型 以一種顏色為主色 再勾畫出

眉 眼 鼻 口和細緻的面部肌肉細紋 尤其強調

眉毛的勾畫 端端正正 不歪不斜 花紋也少 這

類型應是最早的一種 這種臉型的人物 都是人格

較完整 身分較高的正派人物 如尉遲敬德 關羽

包拯 中華文化信息網 2008 國光劇團 2008

2. 三塊瓦臉 又稱三塊窩 是在整臉的基礎上用一種

主要顏色作為底色 進一步誇張眉 眼 鼻 畫時

要求對稱 並以線條勾兩塊眉 一塊鼻窩 且將

眉 眼 鼻三部分加寬加長 所以稱三塊瓦臉

其運用非常廣泛 很多臉譜的構圖都是三塊瓦臉

的變形 有正面也有反面人物 如圖19 20 21

京劇 2008 其中竇爾敦臉譜上有其最擅長的

兵器圖案 藍臉即表示其桀驁不馴 而姜維為三國

名將 紅臉代表其對蜀漢之忠心 額頭的 太極

圖 表示神機妙算

 

3. 碎臉 圖22 23 花紋繁多 用色複雜 最具圖

案之美 同時也距離人的本來面目最遠 多半是身

分不高之人物 或是江湖綠林豪強之徒  

 

                                

圖 　竇爾敦 取自國光劇團

圖 　徐世英 取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圖 　姜維 張美豔攝

圖 　蔣忠 張美豔攝

圖 　馬謖 張美豔攝

圖 　宇文成都 張美豔攝圖 　宇文成都 取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圖 　取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圖 　包拯 取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圖 　尉遲敬德 張美豔攝

圖 　如來佛 張美豔攝

圖 　關羽 取自中華文化信息網 圖 　關羽 張美豔攝



4. 歪臉 如圖24 主要用來誇張五官的不正  性

格也多屬心術不正 有時也用來表示一個人面目

醜陋  特點是全臉左右兩邊勾法不對稱 圖案扭

曲 給人以歪斜之感

五 其他

臉譜的色彩與類型雖有各自的含義 也有其象

徵 但並不是絕對的 在教學的過程中 為防止內

容過於艱澀 特舉出一些較有趣的臉譜示例 如表2

取自國光劇團 2008 以及張美豔拍攝

表 　臉上有特殊意義的線條或圖案者 整理自國光劇團 張美豔攝

 

 

京劇的臉譜類型還有六分臉 十字門 破臉

花臉 僧臉 太監臉 元寶臉 象形臉 神仙臉 丑

角臉 英雄臉 種類繁多 腦門 即臉膛 大都帶

有象徵 會意 指事的意義 而局部的眉 眉窩 眼

窩 鼻窩和嘴的圖案方式 也有明顯的區別 因此

京劇的臉譜特別具有符號意義與意涵

四、臉譜的設計

此部分的教學活動為藝術製作 是日常生活經驗

的連結 學習單內容的腦力激盪到京劇臉譜的介紹之

後續 因此將其簡化為構圖 彩繪兩個步驟 其間有

些學生更蒐集了其他臉譜 甚至八家將圖片以資參考

如圖26 多數的學生偏好三塊瓦的構圖 男生構

圖與用色表現得較大膽 大部分的人都想表現 正義

勇敢 的個性 過程與作品如以下所列

 

 

圖 　歪臉 鄭子明 張美豔攝 圖 　鄭子明 取自京劇

圖 　學生設計 彩繪臉譜過程 張美豔攝

圖 　學生自行蒐集的參考圖片 張美豔攝



圖 　學生作品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圖 　學生作品

圖 　全班作品 張美豔攝

圖 　學生作品

張美豔攝



五、臉譜意義的敘說

評量為教學活動中重要的面向 過程中的觀察是

重要的指標 與教師的對談 同儕的互動以及作品的

介紹 臉譜意義的敘說 是社群意識的發展 因此藝

術製作絕不是過於簡化的自我活動 故應對自己所設

計出來的臉譜有所認知 並予以口頭上的敘說 做為

自評與互評的依據

整體而言 學生都能明確的說出自己設計臉譜的

基本色彩與構圖 更能詳細說出特色 例如

圖29 男 臉上寫著 正義勇士 線條很多 代

表戰績豐碩

圖30 男 他的牙齒被看見了 是很勇猛的意思

圖31 男 太極代表神機妙算 藍色尖銳的東西是

他最厲害的武器

圖32 男 鼻窩有翅膀 表示武功高強 會輕功

會飛

圖33 女 他有包拯的正直 也有其他人的正義勇

敢

圖34 男 額頭的 王 字 代表他陸地上很厲

害 在水中也很棒

圖35 女 額頭上的問號代表他是個博學多聞 喜

好發問的人  

肆、教學活動檢討

表演藝術涵蓋欣賞教學與實作兩個部分 教師的

難題常在於不知如何引導學生欣賞以及對實作難度的

恐懼與排斥 然而藝術教育的核心理念不以藝術的技

能表現及媒材應用為唯一內容 應以統整的概念達到

生活藝術化與藝術生活化的實際層面 本研究以 真

實的教學 為策略 並從以下三個方面向來檢討本次

的教學活動

一、與真實生活的連結

參與藝術學習時應對於我們生活周遭多加關懷

這來自於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洞察 本活動從與學生關

係最為接近的個人經驗與當代藝術文化出發 在一開

始的學習單中 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絡 但也會遇到瓶

頸 所以藉著腦力激盪來解決問題 而在京劇臉譜的

製作過程中 除了對表演藝術之京劇有基本的認知之

外 更能連結到個人平日所觀察到的人 事 物中

例如 學生們學習到了在參觀他人作品時 一定

要遵守 欣賞展覽時 絕對不動手 的規則 因為有

些作品還沒乾 被同學用手一摸 唉 毀了 而面對

周遭人 事 物時 亦可以顏色加以詮釋 相對於本

研究的教學目標 學生則可對京劇的臉譜有初步的認

識 進而有欣賞的意願

二、知識的建構

藝術除了裝飾與美感溝通的功能 還訴說了世

界文化中人類的故事 近來 地球村 的空間概念使

人無法置身度外 更與社會脈動息息相關 因此藝術

是應該 也必須超越其本身的時 空概念 藉由歷史

與文化 告知與世界的密切相關 歷史故事的敘說則

是擴展藝術本身傳達人類的經驗 從教學活動本身來

看 顏色的配置 顏色的個性 三塊瓦的對稱構圖

碎臉的不對稱線條 是主要的藝術知識 但藝術教

育的目的並非只為培養精湛的技藝 若非在過程中

加入熟悉歷史人物 事件的敘說 如何使學生們連結

自身的想像情境呢

在評量方面 學生們學習單的描繪與臉譜作品

的口頭敘說是很讓人欣慰的 二十六個學生中有超過

二十位可以正確說出 黑 白 紅 臉象徵的個性

全班只有兩位學生說不出整臉 三塊瓦與碎臉的特

徵 他們最喜愛的活動是 聽故事 最害怕上台介

紹作品

活動結束時 有學生問及 誰是這次臉譜設

計的最高成績 當教學者仍在思索如何回答時

有位學生這麼說 不要管那麼多啦 做得高興 自

己喜歡最重要 於是其他學生附和著說 對啦

圖 　學生解說自己設計的臉譜 張美豔攝



對啦 每個人的作品都有特色 每個人喜歡的都不一

樣 是否這已邁向自我肯定與多元價值觀了

三、深層學習

表演藝術是介於人們的存在與其相關事件的視

覺溝通 在不同的社會 時代與目的中也有不同的

功能 個人從事藝術的實施 包括製作與展演 應

兼具個人化與合作方式來表達 發展自己與社群的意

義 價值觀以及生活在世界上的方式 京劇以其特有

的方式佇立於全世界的表演藝術中 自有其意義與價

值 教學者認為本次活動中 學生最大的收穫在於

一 培養蒐集資料與統整生活經驗的能力 二

對歷史人物 事件的判斷能融入當時的時空條件

三 對各種不同形式的藝術體現多元的價值觀

雖然每位學生並不具有相同的資源 如網路 書

籍 成人的支援等 但在蒐集相關圖片時所展現的

認真與執著是令人感動的 這是種日積月累的能量儲

存 再者 國小學童所具備的判斷力是絕對須要永續

培養的 聽聽他人的聲音 練習做決定 民主素養皆

是須學習的 最後 尊重 包容 欣賞 接納 則

是面對不同的藝術形態應有的態度

伍、結論

本研究以當代的藝術教育為理論基礎 探討當前

國民小學表演藝術的實施困境 試圖融合學生日常生

活經驗 實施教學 不管是音樂 美術教師 只要用

心經營 定能使表演藝術課程生動 多元且實用 教

師應備齊相當的專業知能 用有意義的方式整合表演

藝術的相關 從對周遭生活與環境的洞察力出發 進

行製作 解釋 來發展知識 情緒 技能

當今藝術教育涵蓋藝術製作 美學及美感探究

藝術批評 批判 藝術史及其他研究脈絡 視覺文

化研究 創意自我表達以及新興科技 Anderson & 

Milbrandt, 2005, 7 表演藝術雖然只是其中的小部

分 但我們要發展的是完整藝術教育的課程架構 除

了藝術作品 藝術批判 藝術史和美學 創造力更不

可或缺 學生在真實而貼近的生活脈絡中經由歷史及

視覺文化走入表演藝術 應用藝術製作與批判分析

從其中發展藝術實施的實務和創意表現 積極建造個

人 時空與社群意識

在個人意識方面 尊重學生為獨立 有創意的個

體 個人作品的敘說是評量方式之一 可謂為賦權增

能 empowering 足以幫助學生學習成為自我管理

者 自我反思則提供機會轉換學習者個人的興趣 價

值觀與目標 時空意識 傳統是智慧的傳遞與聚集

隨著歷史與資產而來的文化脈絡 不僅安定人們生活

的秩序 也足為是社會群族的中心 美觀與技能非藝

術表現的唯一目的 藝術作品為靈魂 感官與文化的

聚集 也是時空的一部分 藝術作品從未只表現出

它表面的樣子 期待觀者能夠超越時空加以閱讀並理

解 社群意識 社群概念均衡了個人創造力的藝術化

表現 創造力不但對小社群有所幫助 也能累積文化

資本 幫助學生藉由藝術幫助個人的成長 社會的進

步並促進全球社群的概念

在實施表演藝術教學之際 應將格局放大至以真

實的教學為基礎的藝術教育上 認同與日常生活經驗

結合的作品為藝術生活化的入口 並與生活藝術化互

為轉換 教師對不同藝術形態概念化的統整足以引導

學生洞察力與資料蒐集能力的發展 連結創造力主動

建構知識方為藝術製作的核心 在真實生活中均衡個

人 時空與社群意識成就有意義的藝術內涵

■ 參考文獻

中華文化信息網 臉譜藝術 年 月 日 取自

京劇 京劇 年 月 日 取自

國光劇團 京劇臉譜 年 月 日 取自

國教專業社群網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 年 月 日 取

自

張曉華 九年一貫 藝術與人文 學習領域表演藝術的戲劇教育發展

翰林文教雜誌 第 期 台南市 翰林文教雜誌

教育部 藝術教育法 年 月 日 取自

陳仁富 國民小學推展表演藝術問題之探討 新視野 戲劇

劇場與教育 亞洲連線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華夏經緯網 京劇臉譜雜談 年 月 日 取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