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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設計格式（含申請表及課程設計或教學設計，一式5份） 

110年度戶外教育優質課程模組與創新教學案例徵選 設計格式 

一、申請表 

課程主題

名稱∕ 

教學活動

單元主題 

嘿！皮一下 
設計者姓名 

(至多5名) 

陳玲蓉 （第一作者） 

侯佳真 

（請輸入姓名） 

（請輸入姓名） 

（請輸入姓名） 

徵選類別 □課程模組 ■教學案例 

教學領域 藝術、語文、社會 
徵選組別 □國中組 ■國小組 

課程實施

對象 
（高年級∕90人） 

實施期程

(時間長度) 

室內課16課640分鐘及戶外教育：

4節課，160分鐘，合計共800分鐘 

課程設計

理念 

新媒體的衝擊，科技化的發展，藝術風貌展現的更加多元。然而，加速的藝術交流與

演變，孩子接觸傳統藝術的機會越來越少，對老祖宗的智慧、本土戲劇的經典，亦是

一知半解。 

「皮影戲」，在影藝尚未發達的年代，是農閒茶餘十分受歡迎的娛樂活動，精工的雕

刻，優美的皮偶，結合變化的光影，逗趣的鑼鼓，靈活的操控，演繹出一幕幕令人拍

案叫絕的好戲。時代變遷，僅存高雄的少數劇團，至今更加是本市珍貴的傳統藝術無

形文化資產。 

「高雄市皮影戲館」典藏珍貴的皮影文物，館內規畫不同的主題區，提供入館者認識

各地的皮影偶藝術，亦可透過互動體驗感受劇團展演的視覺效果與臨場感。 

本校從102年起，致力於推動學生美感體驗教育，並結合基金會資源及社區館域，提

供學生多元的體驗，期望貼近學生生活，透過經典藝術暨戶外教育喚醒學生「微觀」

之眼-發現環境之細節；「美力」之眼-欣賞生活之微美；「熱情」之眼–感受故鄉之情

懷。 

五下社會，引導學生了解臺灣土地所發生的事，自清代歷史發展延續到台灣現今經濟

與生活、、、等環節的變化。此次，運用高雄岡山皮影戲館規劃戶外教育課程，讓學

生延伸學習，從探索、發現的過程，體會時代變遷的脈絡，也再度邂逅「皮影戲」經

典之光彩，體會藝術傳承與文化對家鄉的意義。其設計理念如下： 

一、結合藝文場館專業師資，與皮影戲館建立專業對談，連結場館資源發展教案，共

備教學課程。  

二、安排學生實作臨場體驗，增進學生認識皮影戲的藝術內涵。讓學生除了在課堂上

學習外，更能在場館實際體驗，提升學習成效。 
三、透過跨領域、跨場域的多元體驗學習，豐富美感經驗，提升對家鄉文化的認同

感，並傳承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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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k.epochtimes.com/news/2019-11-06/64151128 

戶外教育

議題實質

內涵1 

戶 E3 善用五官的感 知，培養眼、 耳、鼻、舌、觸 覺及心靈對環 境 感 受 的 能 力。 

戶 E7 參加學校校外 教學活動，認識地方環境， 如生態、環保、 地質、文化等 的戶

外學習。 

與課程綱要對應之各領域學習重點 

核心素養2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連，以豐富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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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E-B1 理解與運用本國語言、文字、肢體等各種訊息，在日常生活中學習體察他人

的感受，並給予適當的回應，以達成溝通及互動的目標。 

社-E-B3體驗生活中自然、族群與文化之美，欣賞多元豐富的環境 

與文化內涵。 

學習表現2 

【視覺藝術】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音樂】 

1-Ⅲ-2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3-Ⅲ-2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音樂活動。 

【國語文】 

5-Ⅲ-7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觀點評述文本內容。 

6-Ⅲ-3掌握寫作步驟，出表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社會】 

2a-Ⅲ-2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 題的關懷。 

3c-Ⅲ-2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學習內容2 

【視覺藝術】 

1-Ⅲ-2 能使用視覺元素和構成要素，探索創作歷程。 

1-Ⅲ-3 能學習多元媒材與技法，表現創作主題。 

1-Ⅲ-8 能嘗試不同創作形式，從事展演活動。 

2-Ⅲ-2 能發現藝術作品中的構成要素與形式原理，並表達自己的想法。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音樂】 

1-Ⅲ-2 能探索並使用音樂元素，進行簡易創作，表達自我的思想與情感。 

3-Ⅲ-2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音樂活動。 

【國語文】 

5-Ⅲ-7連結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提出自己觀點評述文本內容。 

6-Ⅲ-3掌握寫作步驟，出表達清楚、段落分明符合主題的作品。 

【社會】 

2a-Ⅲ-2表達對在地與全球議 題的關懷。 

3c-Ⅲ-2發揮各人不同的專長，透過分工進行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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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1. 能了解皮影戲之源流與發展，強化學生對於高雄在地文化的認識與認同感 

2.能欣賞皮影戲並發表自己對傳統文化的感想，發現傳統文化的式微及困境，並進而

提出傳統文化保存方法。 

3.能利用資訊軟體創作皮影戲後場音樂。 

4.能透過閱讀、賞析傳統皮影戲劇本，創新劇本。 

5.能運用不同材質創造皮偶。 

6.透過岡山皮影戲館戶外教育–闖關活動的進行，團隊合作討論與分享，激發豐富的想

像力與創作動能，學習與人合作。 

7.能使用文字、唸唱、符號與聲音，表達自己的想法，改變藝術樣貌，進行創意展

演。 

學習資源 
■學習單 □教學照片 □教學影片 ■平台網站 ■軟硬體設備 

■其他：岡山皮影戲博物館 

著作權授

權聲明 

1. 本課程設計作品之參選者擁有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全數同意本作品於得獎

後即無償授權予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與相關教育單位基於教育宣導與非營利

目的，得以對本作品（含文、圖、影音等）永久、不限次數、不限地區之出版、

典藏、推廣、借閱、重製、複製、公開發行、發表、展示、宣傳等方式使用本作

品。 

2. 授權之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之情形，參選者仍保有本作品之著作權，並具有於其他時間與空間裡使用

全部或部分作品之權利。 

3. 本課程設計作品之參選者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加其他比賽，亦不得運用前已獲獎

之作品參加本徵選。 

4. 本課程設計為參選者之原創作品，未有侵犯他人著作權之情事；未來若有侵犯他

人著作權經查證屬實或違反本同意書各項規定，參選者須自負法律責任，同意喪

失已獲得之獎勵、歸還稿酬，並由參選者自行承擔相關法律責任。 

5. 獲獎之團隊及個人成果檔案（含書面資料、教學及成果影片等）以創用 CC「姓名

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4.0 版臺灣」之授權方式上傳至戶外教育資源平臺

及臺灣海洋教育中心網站，分享給全國各學校教師參考使用。 

授權代表人（第一作者）親簽∕蓋章：     

日期：110年09月22日 

1 可參閱教育部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108.12版本)」戶外教育議題及相關內容。 
2 可參閱教育部 CIRN 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各領域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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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僅教學案例使用） 

教學活動單元主題：嘿！皮一下 

教學時間 共  20 節， 800 分鐘 

課程架構圖 

 

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時間 備註（評量方式） 

 
 
 
 
 
 
 
 
1.能認識皮影戲之源

流與發展，強化學生

對於高雄在地文化的

認識與認同感 

 
 
 
 
 
2.能欣賞皮影戲並發

表自己對傳統文化的

感想，發現傳統文化

的式微及困境，並進

而提出傳統文化保存

方法。 

活動一：細說皮影 

從認識皮影戲的起源開始，到先民們帶著

原生的宗教信仰、生活習慣及戲劇文化等

渡海來台，經過多年的融合、淬鍊，發展

成臺灣特色的皮影文化。 

教學流程： 

第一節漂洋過海來臺灣 

一、運用皮影戲館資源，進行遊戲配對，

認識皮影戲的起源及發展歷程。 

˙異國皮影對對碰- 

「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泰國」、

「土耳其」、「歐美」各國皮影。 

1.發表皮影圖卡配對國家的實作想法。 

2.列舉觀察到的各國皮影偶特色。 

二、探討世界皮影與東方皮影的藝術功

能。 

第二節高雄皮影讚全國 

一、台灣皮影戲史發展概述。 

二、高雄市劇團影片賞析。 

˙超級比一比 

從影片中各劇團技師訪談中，提問思考本

土藝術傳承的意義。 

1.影片中的技師，普遍的年齡為何?老少的

比例? 

2節課  

 

 

 

 

 

 

 

提問討論 

分享 

學習單 

 

 

 

 

 

 

 

提問討論 

分享 

 

活動五(戶外教育) 

皮猴闖關趣 

 

嘿！皮一下 

活動一 

細說皮影 

 

活動二 

樂樂欲試 

活動三 

戲說新語 

活動四 

「偶」是主角 

活動六 

好戲開鑼 

 

感受 想像 體驗與實作 分享 

˙認識本土
皮影文化 

˙理解經典
傳承的意義 

 

˙運用數位科技創想皮影樂
曲 

˙發想皮影劇本 

 

˙學習皮影偶製作 

˙皮影戲館闖關與互動實作 

 

˙皮影展演 

˙向大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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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影戲的劇本為何被比喻成隨手拋的衛

生紙?劇本跟衛生紙孰輕孰重?對我們的價

值為何? 

3.本土的皮影戲，跟現今的哪種戲劇很像? 

差異為何?各自的特色是什麼?科技跟傳統

技藝孰輕孰重? 

˙在地傳承精神 

目前有全台碩果僅存的三個皮影戲團，隨

著時光荏苒，人才也逐漸凋零，傳統文化

的式微，亟需政府與人民的正視與推廣。 

3.能利用資訊軟體創

作皮影戲後場音樂。 

 

活動二：樂樂欲試 

「鏘鏘、鏗鏗」舞台上隨著劇情的流轉，

傳來或歡樂、或緊張、或悲傷的樂音，引

領觀眾進入劇中的情境。這個活動從欣賞

皮影戲的樂曲、認識後場樂器及演奏方法

開始，再讓學生進階運用資訊軟體編輯創

作屬於新一代臺灣囝仔的皮影戲曲。 

教學流程： 

第一節：認識皮影戲及皮影戲音樂樂器 

透過岡山皮影戲博物館的網站聆聽與欣賞

皮影戲的樂曲，認識皮影戲敲奏的樂器，

並進行聽辨練習。 

第二節：認識與操作GarageBand app 裡皮

影戲音樂樂器 

介紹音樂編輯軟體，老師先示範後，讓學

生使用二胡或中國打擊樂器從簡單的編曲

開始練習編一段8小節的樂曲。 

第三、四節：運用 GarageBand 創作一段

皮影戲配樂 

挑選劇本的一小段進行配樂練習，並將自

己編輯的曲目在課堂上進行分享。 

4節課 團體討論 

實作 

小組發表 

4.能透過閱讀、賞析

傳統皮影戲劇本，創

新劇本。 

 

活動三：戲說新語 

一個令人再三回味的演出需要有一個好劇

本，那麼劇本究竟應該如何編寫呢？好的

劇本又要具備那些元素呢？在這個課程老

師將帶領學生閱讀劇本題材、理解文本內

容，從基本功做起，再試著利用小組討論

編排新的橋段，展演新生代的「福山劇

場」。 

 

教學流程： 

第一節：傳統皮影欣賞與分享 

透過欣賞各國的皮影戲引起學生動機，分

享自己的觀後感。 

第二節：文本導讀及討論 

分析故事中的人事時地物及劇情的安排，

討論劇本應具有的元素。 

1.識別主角 

4節 提問討論 

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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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節安排 

3.經典對話 

4.傳達的核心概念 

第三、四節：情節角色設定與劇本撰寫 

挑選自己喜歡的人物，練習實作劇本編

寫。小組成員相互對話演繹。 

 

5.能運用不同材質創

造皮偶。 

活動四：偶是主角 

「偶」的世界多采多姿；「偶」的造型千變

萬化；「偶」的紋路美之呈現，除了認識臺

灣皮影戲偶的特色外，其他國家的戲偶也

不可錯過。這個單元除了透過外聘專業講

座讓學生認識皮影戲偶製作方式外，並要

讓學生實際操作如何製作一個皮影戲偶，

創造屬於「偶」的 SUPER IDOL。 

教學流程： 

第一節：藝師來分享-皮偶製作方式 

外聘藝師入校教學，從傳統的製作方法講

起，讓學生認識傳統工藝之美 

第二、三、四節：製作皮偶 

利用投影片、麥克筆、棉線，易取得的材

料配合劇本角色設定製作異材質皮偶。 

4節 實作 

作品欣賞 

6.透過岡山皮影戲館

戶外教育–闖關活動

的進行，團隊合作討

論與分享，激發豐富

的想像力與創作動

能，學習與人合作。 

 

活動五：皮猴闖關趣 

結合校方課程，與皮影戲館經過三次會談

討論，運用皮影戲館，設計三個關卡，讓

學生在參觀皮影戲館時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切入與體驗，並安排自由活動時間讓學生

可以依照自己有興趣的項目深入探討並完

成闖關手冊。 

戶外教育流程： 

1.皮影戲賞析：欣賞傳統皮影戲，喚起在

校皮影戲課程的學習經驗。 

2.闖關規則說明：以小組為單位，先在學

校分組好並取好小隊名，闖關順序由學校

及館方事前討論，避免過多學生擠在同一

關。 

3.第一關 

皮影導覽員(地點：一樓常設展區)： 

由小組隊員一人代表抽出題目找出關主指

定的展示典藏品，並能說出該角色的名稱

及出處，強化對展館文物的認識。利用課

堂上所學，用自己的話介紹皮影戲或皮影

戲館。 

4.第二關 

後場小樂師(地點：B1傳習教室)： 

由關主-劇團樂師簡要介紹後場樂器演奏方

式，並示範一套鑼鼓經後，學生兩兩一組

練習並仿效演奏該套鑼鼓經，體會皮影劇

4節 實作 

學習單 

闖關卡 

小組發表分享 

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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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樂譜的感官學習方式。結束演練，與傳

統技師對話，了解劇團師徒傳承方式。 

5.第三關 

光影魔術師(地點：三樓皮影劇場)： 

利用在學校完成的劇本，由現場藝師先示

範操偶技巧後，學生進行分組練習，實際

上戲台操作，並演出三分鐘的劇目。小組

相互回饋，藝師給予回饋及講評。 

6.綜合討論 

分享及回饋(地點：三樓皮影劇場)：經過

一連串的闖關活動後，學生對分享的哪個

活動印象最深？對於皮影戲有什麼更深刻

不一樣的想法，對於劇團每位成員擔任的

任務，如何有效地進行團隊分工完成任

務。最後，給予館方關於活動的回饋與建

議。館方授予認證書。 

7. 能使用文字、唸

唱、符號與聲音，表

達自己的想法，改變

藝術樣貌，進行創意

展演。 

活動六：好戲開鑼 

有音樂、有劇本、有戲偶，接下來就是好

戲開鑼了，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也提供

學生一個表演的舞台，傳承皮影戲之美與

力。 

教學流程： 

第一節 

認識皮影戲的演出方式~身段、舞台效果設

計 

走路對學生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對於沒

有生命的皮偶來說，如何走出生命力、舉

手投足間顯現出主角的情緒及動態，就必

須從最基本的操偶練習開始。所以，第一

節課的重點在於強化：操偶技法的熟練

度，表現出走路、轉身、手勢的姿態。 

・如何表現主題人物的姿態? 

・手勢運用不同，皮偶展現效果為何? 

・如何順暢演繹一齣皮影戲? 

第二節 

發現光影的變化~光影魔術師 

透過皮偶與布幕的距離、光源的遠近及色

彩，去變化出模糊或清楚的偶；大型或小

型的偶；彩色或黑色的偶，並利用燈光的

運用去強調主題再加入課堂上所製作的配

樂進行一場屬於福山學生創想的皮影戲演

出。 

 

・舞台應如何強化效果?道具搭配、燈光調 

    配與遠近，如何運作? 

・布幕後小小藝師站位及負責任務分配。 

・結合福山兒藝節展演強化練習，增強演 

    出默 契。 

2節 團隊合作 

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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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踐、省思與建議 

教學活動部分： 

1.透過這次的教學活動規劃，許多學生第一次發現到原來皮影戲是高雄重要的在地文化展演團

體，從清朝就有紀錄，源遠流長。原來，除了宜蘭的歌仔戲、雲林的布袋戲外，高雄的皮影戲也

是獨樹一格。 

2.透過後場音樂的介紹，認識傳統樂器，並利用資訊科技進行樂曲的編排，即便樂器取得不易，

一樣能完成學習任務。 

3.劇本的編寫，從學生熟悉的西遊記開始，配合學校正在推廣的藝術教育主題-妮基的心靈城堡，

中西文化融合整併出更具創意的、藝想的皮影戲劇本。 

4.皮偶的製作，傳統皮偶製作的材料取之不易，參考皮影戲博物館的網站並詢問傳統藝師之後，

發現利用投影片、麥克筆、釘書機及棉線，即可完成簡易的皮偶，讓傳統文化可以更貼近日常生

活。 

5.皮偶演出時所使用的彩色燈光，可以利用玻璃紙護貝後與色片有同樣的效果，不僅取得方便，

也可以節省經費。 

 
戶外教育部分： 

1.第一關皮影導覽員透過解謎活動讓學生主動閱讀館內的看板認識皮影戲，讓學生對皮影戲在高

雄的發展及現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2.第二關後場小樂師，由專業樂師教導學生後場音樂如何打擊，學生興趣極高，但由於專業樂師

的後場音樂傳承並沒有所謂的樂譜，所以學生在練習上較不易馬上回應樂師的要求，但是學生在

經過幾次練習之後也能自己摸索出新的學習方法，達到樂師的要求，這也是讓學生發揮自學力的

難得經驗。 

建議：如果可以讓參與音樂體驗活動的學生同時有一個皮影戲的影片可以對應，在練習的時候會

更有臨場感。 

3.第三關光影魔術師，學生在觀賞完皮影戲影片後，可以利用現場的道具團隊合作完成皮影演

出，也認識劇場禮儀及操偶小技巧，有助於學生以後去觀賞光影戲的表演時會更有感。 

4.在進行室內課程後，帶著學生實地參觀皮影戲博物館，讓學生有機會將課堂上所學與現場館方

資源做連結，加深學生的印象，對在地文化有更深的體驗與認識。 

 
整體建議事項： 

為避免戶外教育流於形式，事前的規劃與探查、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引導缺一不可，在這次的戶外

教育活動設計上，我們經歷了實地探查→與館方會談→教師研習→規劃活動→滾動修正闖關內容

→戶外教育活動後回饋與討論，透過與戶外教育場域密切的聯繫與對話，規劃設計整個教學活

動，提高戶外教育的教學成效，也改變一般學生對於戶外教育僅是吃吃喝喝去郊遊的概念。 

所以，建議各校在辦理戶外教育的時候，社區資源如博物館、美術館都可以加以聯繫與結合，讓

學生的學習更有動機及深刻。 

附錄 

附錄一、教學活動照片 

附錄二、學習單 

附錄三、學生腳本創作 

附錄四、皮影成果演出影片連結  https://youtu.be/WeGFOnjIIyk 

 

 

https://youtu.be/WeGFOnjII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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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嘿！皮一下」-學生評量表          班級(      年      班  )姓名：(                         )    

課程名稱 

(                             ) 
☆☆☆☆☆ 

☆☆ 

☆☆ 
☆☆☆ ☆☆ 教師意見 

1.上課表現 

(用心聆聽、積極參與、相互合作) 

     

2.資料蒐集 

(按時完成、主題正確、資料豐富) 

     

3.閱讀理解 

(了解文意、念音正確) 

     

4.口頭發表(報告) 

(音量適當、條理清晰、詞能達

意、內容精彩) 

     

5.欣賞作品 

(遵守規範、用心觀察、適時提問) 

     

6.學習單 

(按時繳交、內容正確、用心思

考、創想獨特、獨自完成) 

     

7.合作學習 

(良好溝通、積極主動、利他行為) 

     

8.小組討論 

(音量適當、耐心聆聽、主動發

表、態度友善、積極參與) 

     

9. 小組實作 

(按時完成、認真投入、耐心操

作、注意細節) 

     

10.上台報告 

(按時繳交、內容豐富、論述條

理、 

文句通順、圖文相輔、內容完整、

符合主題) 

     

11.操作表演 

(融入團隊、默契搭配、結合創

想、完美呈現) 

     

12.腳本創作 

(符合題意、文句通順、佳句精

闢、結構嚴謹、觸動人心、內容貼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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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其他 
     

家長簽名： 

 

附錄一、教學活動照片：109年10月~110年5月 

活動一：細說皮影 

 

 

 

 

 

 

觀賞皮影戲博物館線上影片 認識皮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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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寫學習單 小組報告分享文獻探討內容 

 

 

活動二：樂樂欲試 

  

 

 

 

 

觀賞皮影戲，聆聽戲曲中的音樂 介紹傳統戲曲樂器 

  

 

 

 

 

教師介紹 grageband 音樂編輯軟體 音樂編曲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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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戲說新語 

  

 

 

 

 

教師文本導讀 討論劇本 

 

活動四：偶是主角 

 

 

 

 

 

 

 

 

教師說明皮偶的製作方法 繪製草稿及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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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偶組裝 皮影戲的主角 

 

活動五：皮猴闖三關-岡山皮影戲館戶外教育活動 

本校辦理三梯次岡山皮影戲館戶外教育活動，由闖關活動中讓學生對皮影戲館館藏及高雄傳統

戲劇皮影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透過認識在地文化，提高對故鄉的認同及榮譽感。 

 

 

 

 

 

 

認識在地皮影文化 

(第一關皮影導覽員) 

認識皮影戲中主要角色 

(第一關皮影導覽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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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樂師教導後場音樂 

(第二關後場小樂師) 

學生對於後場音樂練習產生極大興趣 

(第二關後場小樂師) 

 

 

 

 

 

學生練習演出一段皮影戲 

(第三關光影魔術師) 

皮影戲正式上場演出 

(第三關光影魔術師) 

 

活動六：好戲開鑼 

 

 

 

 

 

 

從劇本發想、皮偶製作、配音配樂 

皆由學生一起發想完成 

校長為皮影戲展出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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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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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學生腳本創作 

劇本創作與發想  

皮偶製作時間：1/19(二)13:00~16:00 皮偶製作學生：五年二班學生16位 

 

 

A 全部角色1.男同學  2.女同學  3.球蝠  4.NIKI(P16)  5.NANA(P21)  

 

B 場景製作1.福山國小 2.NANA 部落(需要有木屋、柱子 P30、牌子寫著 NANA 們的部落) 3.塔羅公園

(五個塔羅牌人物) 

 

C 道具製作 1.畫框 2.槍 3.門 4.「梳妝」作品 5.書(導覽手冊攤開的樣子) 

 

D 劇本簡介1.配合福山兒藝節推動-認識藝術大師，選定法國藝術家妮基•德•桑法勒（Niki de St. 

Phalle）女性藝術家的創作心路歷程，融入其創作風格，展現於皮影劇中。傳達藝術大師的創作理念

並介紹經典畫作。 

第一幕 

地點：福山國小 圖書館  

  

角色：男同學 女同學   兩個人是好朋友 小六  

情節：兩人在圖書館裡看著一本書互相討論著。 

 

男：NIKI 的世界?(小云和小雨互看) 

女：NIKI 的藝術創作？(邊說邊把書翻開) 

男：我喜歡 NIKI 的創作，因為 

女：我是覺得 NIKI 的… 

男：有人說 NIKI 的創作不是藝術，因為 

女：我覺得 NIKI 的創作… 

(加入藝術的討論) 

突然一陣強風，燈光從書中射出。 

 

兩個人被光束給捲進。 

 

進入夢境。 

  

   

 

 

第二幕 

地點：夢境 門 白色模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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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 

兩個人，走近門邊，男生毫不猶豫地打開。女生跟在後面走。 

遠方傳來，越來越大的槍響。 

兩個人猶豫地，邊四處張望邊往前走 

看見一個女子在射擊，女子往一幅畫射擊。 

女生問：你在做甚麼？是在射擊嗎？ 

女子：不是，我在創作，那你覺得我為什麼要這樣創作？ 

男生：(想了一下)這樣做好像可以把不舒服的感覺像射子彈一樣，射出去。 

女生：你是想要射向你內心的陰影，把不好的情緒藉著射擊，好忘掉那些陰影嗎？ 

男生：陰影？射擊？那個畫布上的黑暗，好像想向人求助，充滿疑惑、空虛、憤 

      怒，恐怖道我覺得我可以想像暴風雨的情境。(女生表情隨著男生的話語， 

      皺起眉頭..仍站著，但身體不自覺往後退) 

女子問：你說的跟我的想法有些雷同，但也不盡相同，還是你們都要親自試試看， 

       也許更能體會我要表達的？ 

男生：好啊!(同時伸手接過槍枝) 

女生：我還是不要好了.. 

男生拿起槍枝，朝著畫布的不同位置射擊，直到射出最後一發，周圍開始旋轉，場景變。 

 

第三幕 

地點:Nana 部落 

時間:夢裡的黃昏 夕陽正落下 

角色:男生 女生 蘿絲 

情節: 

男生和女生發現他們站在草原，前處有一棟一棟的小木屋，還有一個高大的柱子上面寫:[ nana 們的

部落]。 

 

一名黑色皮膚體型壯碩的 nana 走過來。 

 

Nana 說:你們好!我的名字叫蘿絲，我是被一位叫 niki 的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作品。 

女生:為什麼會有藝術家想要做出像你這樣皮膚黑黑的、身形壯碩的作品。 

男生:不要這麼沒禮貌! 

nana 說:沒關係。讓我給你們看看以前的我。(手一揮，幻境出現) 

 

三人眼前出現[梳妝]這個作品，作品裡的女人坐在梳妝台前打扮。 

nana 說:我以前非常在意我的外表，整天只做在梳妝台前，打扮自己。後來我發 

       現，一個人的美不是在於她的外表，而是在於她內心的樣子。 

女生：哪有，外表明明就比內心重要。學校的同學都會討論怎麼穿衣服會比較漂 

      亮，沒有人在說要怎麼做才會讓內心美麗？ 

nana 說:一個人只要穿了漂亮衣服，就會變漂亮了嗎？就算他是個殘忍無禮的 

     人，也是嗎？ 

女生思考一會兒後(手放下巴)，突然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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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你這樣說，好像也是…(語氣猶疑)。比起外表，我會因為一個人的個性展現、 

     那個人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好相處又熱心而喜歡她，但不會因為一個人有 

     漂亮外表而喜歡他。原來..是我沒想清楚…。 

nana:那你現在還是覺得我只是個皮膚黑黑的、身形壯碩的作品嗎？ 

男生：你壯碩的雙腳，好像能把煩惱都踩在地上。你的出現好像能夠提醒對自己 

      沒自信的人，要試著去挖掘與發現自己的優點與美麗。 

女生：對呀，美有很多種，有內心的美、想法的美、感情的美，這些美的模樣都 

      不一樣，但.. 

NSNA：同樣美麗！(男生、女生相視大笑) 

 

(隨著笑聲揚起，四周開始旋轉，場景變) 

 

第四幕 

地點:塔羅公園 

時間:清晨 

角色:男生 女生 Niki 

情節: 

男生和女生走到一個告示牌前，牌子上寫著:[塔羅公園]。而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座公園，裡面有

各式各樣奇特的建築和設施。 

 

男生：哇!這裡好酷。 

一名美麗的女子走過來。 

Niki：你好，毅俊和秀婷。我是這個地方的創造者~Niki。 

女生：就是你把我們帶來這個世界的吧？ 

Niki：我相信你們一定有很多疑問，但在回答你們之前，我想讓你們先認識這個 

     地方，然後，也許疑問就會有解答了！跟我走吧~ 

 

一起走到<女皇>作品前 

 

Niki：這個地方，我叫它塔羅公園，裡面的作品，都是我從塔羅牌的牌面圖騰發 

     想而來！在我開始創造塔羅公園到我離開世界之前，我都是住在塔羅公園 

     裡生活與創作。現在，我很好奇這個地方給你們的感覺是什麼？ 

男生：這裡給我一種從心底發出來的開心，好像心裡死去的樹木都重新復活了。 

女生：這裡讓我彷彿都忘記所有的煩惱。 

Niki：我現在要跟你們說一個故事，有一位女生，她從小就不被父母所愛，因為 

     父母認為她的出生帶來厄運。 

男生：這個女生是誰？她好可憐喔！ 

女生：是你嗎？因為我覺得這好像是你的故事… 

Niki：這個不被父母所愛的女生，當然會感覺到悲傷，但她並沒有因此而倒下， 

     反而用創作來帶走不舒服的感覺，帶走她心底的傷痕，用她的力量繼續為 

     自己創造精采的人生。這個女生，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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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你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這些傷害還給那些傷害你的人，讓那些人也和你感受 

     到同樣的痛苦？ 

Niki：我當然也想過，只是又想了想，看到別人不舒服，我也沒辦法從當中快樂 

     起來，或痊癒。所以，我就用了射擊的創作，來抒發內心的那種恨意。 

女生：難怪我在你的射擊作品裡，感受到憤怒、恐懼，但那種黑暗又有一絲光.. 

男生：所以我們在遇到不舒服的事情時，不是要傷害使我們不舒服的人，而是要在恨意和悲傷中，

找到打開快樂之門的鑰匙。 

     突然，周圍開始旋轉，男生和女生一張開眼睛，發現他們回到了圖書館椅子上。一位同學走過

來，說:”你們剛才睡的好熟，怎麼叫都叫不醒。 

男生和女生互看對方一眼，笑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