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成淵高中國中部 112學年度藝術領域/表藝科目課程計畫 

領域/科目 

□國語文□英語文□數學□社會(□歷史□地理□公民與社會)□自然科學(□理化□生物□地球科學) 

■藝術(□音樂□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綜合活動(□家政□童軍□輔導)□科技(□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健康與體育(□健康教育□體育) 

實施年級 
□7 年級  □8 年級■9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若上下學期均開設者，請均註記) 

教材版本 
■選用教科書:奇鼎 版            

□自編教材  (經課發會通過) 
節數 

上學期內每週 1節，共 20節 

下學期內每週 1節，共 18節 

領域核心素養 

上學期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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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下學期 
藝-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 

藝-J-A2 認識設計式的思考，理解藝術實踐的意義。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動，因應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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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課程目標 

上學期 

L7 聲音表情的魅力：讀劇與賞析 

1.理解「讀劇」活動目的與流程。 

2.角色分析與塑造角色。 

3.賞析《暗戀桃花源》故事並進行讀劇活動。 

4.上臺讀劇與欣賞同學演出。 

L8 翻開藝術的圍牆：跨界混搭大無限 

1.瞭解跨界及跨領域的藝術形式。 

2.認識國內外不同的跨界表演藝術作品。 

3.發現科技藝術的精采之處。 

4.結合不同藝術表現形式，呈現有關畢業的表演。 

L9 你 AI 了嗎？舞蹈與科技 

1.瞭解舞蹈科技的內容與形式。 

2.發揮想像力與創造力，靈活地運用於舞蹈作品中。 

3.瞭解與認識國內外舞團創作的舞蹈科技作品。 

4.運用現代攝影、剪接技術結合肢體創作，呈現不同形式的個人數位舞蹈作品。 

百工浮世繪 

表演藝術 L2 神秘檔案：劇場魔法師 



 
 

1.從舊建築來認識生活周遭的劇場。 

2.認識與分析戶外、室內演出的差異。 

3.瞭解劇場中的分工，以及劇場特效的幕後祕辛。 

4.設計一個屬於自己未來的夢幻場景鞋盒舞臺。 

 

下學期 

L7 啟發你的內在潛能：即興小品 

1.瞭解即興表演的起源。 

2.認識即興表演團體。 

3.和夥伴嘗試雙人即興對話。 

4.利用三步驟嘗試即興演出。 

L8 我的青春宣言：來一場英雄之旅 

1.我能理解《英雄之旅》創作架構。 

2.我能和夥伴合作，進行「英雄之旅」的暖身練習。 

3.我能和夥伴在即興排練中創作角色的對白，並上臺演出呈現。 

4.我能利用「英雄之旅」的四階段行動，分析我所喜歡的故事或戲劇作品。 

L9 悠遊舞動校園中：環境舞蹈 

1.運用學校空間與建築特色編創舞蹈造型。 

2.認識環境舞蹈的表演形式與特色。 

3.運用科技產品紀錄舞蹈作品，製作校園舞蹈影片。 

4.在特定空間完成舞蹈創作。 

在地藝術 

表演藝術 L3 綻放多元文化：在臺灣的故事 

1.瞭解臺灣不同族群與文化。 

2.透過戲劇認識在臺灣的故事。 

3.認識臺灣不同時代背景下的表演藝術形式。 

4.藉由活動探討自身與家鄉、土地的連結。 

 

學習進度 

週次 

單元/主題 

名稱 

可分單元合併數週整合敘寫或

依各週次進度敘寫。 

學習重點 

評量方法 議題融入實質內涵 
跨領域/科目協

同教學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第一學

期 

第 1-5週 
112/08/28 

| 

112/09/29 

◎表演藝術 

第七課：聲音表情的魅

力：讀劇與賞析 

(節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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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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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運用劇場相關技術，有計畫的排練與展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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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生命教育】 

生 J3 藉由《暗戀桃花源》劇中江

濱柳從年輕到病老所遭遇到的生離死

別，以及老陶誤闖桃花源秘境所追尋

的快樂，讓學生思考幸福人生與生命

意義的關聯。 

【家庭教育】 

家  J3  由劇中《桃花源》探討夫

妻、家庭的倫理關係，與親密關係中

的衝突面對。 

 

第 6-1O週 
112/10/02 

| 

112/11/03 

【第一次段考】 

◎表演藝術 

第八課：翻開藝術的圍

牆：跨界混搭大無限 

(節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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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V-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場

域的演出連結。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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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 

多 J8 透過跨界與跨領域的表演藝

術，看到不同文化碰撞的火花與創新

的可能。 

【科技教育】 

科 J2 透過科技與表演藝術的結合

 



 
 

為啟發，讓學生加以利用科技進行具

創意的思考。 

第 11-15週 
112/11/06 

| 

111/12/08 
【第二次段考】 

◎表演藝術 

第九課：你 AI了嗎？ 

舞蹈與科技 

(節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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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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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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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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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科技教育】 

科 J2 透過科技與舞蹈的結合，瞭

解由舞蹈延伸的科技軟體及科技運

用，感受科技帶給舞蹈的創新發展。  

第 16-2O 週 

112/12/11 

| 

113/01/12 

【第三次段考】 

◎表演藝術 

百工浮世繪 

第 2課 

神秘檔案：劇場魔法師 

(節數：5) 

表 2-Ⅳ-1 能覺察並感受創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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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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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A-IV-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場

域的演出連結。 

表 P-IV-1 表演團隊組織與架構、劇場基礎設計和製

作。 

表 P-IV-4 表演藝術活動與展演、表演藝術相關科

系、表演藝術相關工作和生涯規劃。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生涯規劃教育】 

涯 J7 分組進行，將劇場職務及工作

內容進行配對，依據組員人數決定職

務合併或再細分，以合乎組員人數。 

涯 J12 分組發表，發表人須說明自

己的職務內容及選擇該職務的原因，

想成為相關工作者未來須付出什麼努

力。 

【戶外教育】 

戶 J4 實際走進劇場，並在分組活動

中和組員相互合作。 

 

第二學

期 

第 1-5 週 

113/02/12 

| 

113/03/22 

◎表演藝術 

第七課：啟發你的內在

潛能：即興小品 

（節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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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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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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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與東西方、傳統與當代表演藝術之類

型、代表作品與人物。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品德教育】 

品 J3 透過課程中即興三步曲的活動

與故事情節，在即興表演中尋找問題

解決與溝通表達的能力。 
 

第 6-1O 週 

113/03/25 

| 

113/04/26 
【第一次段考】 

◎表演藝術 

第八課：我的青春宣

言：來一場英雄之旅 

（節數：5） 

表 1-IV-3 能連結其他藝術並創作。 

表 2-IV-1 能覺察並感受創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表 3-Ⅳ-4 能養成鑑賞表演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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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人權教育】 

人 J4 透過即興演出他人的故事，探

究語言或肢體暴力的不合理性，並探

索解決之道。 

【法治教育】 

法 J1 校園霸凌事件可就情、理、法

三面向探討，分享法源依據及實際判

例，正增強學生之道德勇氣。 

【安全教育】 

安 J7 透過法源依據及實際判例的分

享，探討學生在遭遇霸凌事件時該如

何自救或協助他人。 

 

第 11-14 週 

113/04/29 

| 

113/05/31 
【第二次段考】 

◎表演藝術 

第九課：悠遊舞動校園

中：環境舞蹈 

（節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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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Ⅳ-1 能覺察並感受創作與美感經驗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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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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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Ⅳ-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場

域的演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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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環境教育】 

環 J3 透過在自然環境、建築空間中

的肢體流動認識環境美學與歷史背

景，同時藉由更多對該環境的認識，

增加學生環境保育的觀念。 
 

第 15-18 週 

113/06/03 

| 

113/06/28 
【第三次段考】 

◎表演藝術 

在地藝術 

第 3 課 

綻放多元文化：在臺

灣的故事 
(節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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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V-3 戲劇、舞蹈與其他藝術元素的結合演出。 

表 A-IV-1 表演藝術與生活美學、在地文化及特定場

域的演出連結。 

表 P-IV-4 表演藝術活動與展演、表演藝術相關工作

的特性與種類。 

1.觀察記錄 

2.學習單 

3.參與態度 

4.合作能力 

【環境教育】 

環 J3 臺灣與海洋有著緊密的關係。

透過對臺灣在地故事的認識，也是對

這個海島有更深入的認識。 

【原住民族教育】 

原 J8 原住民族的文化意識，隨著原

民會和原住民族電視臺等機構的設

立。透過影像和藝術工藝的傳習活

動，讓原住民族的藝術創作形式愈來

愈多元。而以原住民各個族群本身為

主體的創作愈來愈豐富。因此，每一

 



 
 

個族群對於自我與其他族群間的差別

更加鮮明。現在大大小小的在地藝術

節都不難發現相關的展演。 

教學設施 

設備需求 

1. 表藝教室 

2. 電腦設備 

3. 音響設備 

4. 麥克風 

5. 投影機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