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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總動員 

屏東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東光國小曾郁婷老師 

一、教學主題：玩具總動員 

二、教材分析和設計理念： 

      在經過翰林版第一冊第四單元「聲音的世界」之後，小朋友對於人事物具有相對

應的聲音，已經有了初步的概念，也嘗試了不同材質的東西發出的聲音，到了第五單元

玩具總動員，第一個活動先講胡桃鉗的故事，並帶進糖梅仙子的音樂，第二個活動再談

學生能了解玩具的玩法特性，並預設態度和行為上仍有要學習的地方，第三個活動是創

作自製玩具。在這次教學中，我只取胡桃鉗的故事題材和教具，其他依設計理念而進行

不同的教學活動，並且在時間點上也移至下學期才進行，希望兒童於文字的使用及口語

表達更為成熟時才進行，俾使教學活動能順利進行。 

      至於題目的命名在思考之後，還是用「玩具總動員」，因為小朋友最熟悉這樣的說

法，就像電影版玩具總動員中的玩具胡迪和巴斯光年所演出的故事，兒童從聽胡桃鉗的

故事出發，體驗到玩具藏在故事裡，及戲劇的一些元素，反之，兒童和玩具之間加上戲

劇元素，就鋪成一個有順序性的故事，具有可逆性，順逆構成全面的「總」字表現。 

        在本次教學中，我想以玩具為素材，聽故事為開始，知道故事可以加以紀錄，再利 

    用合作教學法，產生自編的故事，完成戲劇表演，以達到教學目標和能力培養。 

三、主題架構： 

 

玩員具總動 

胡桃鉗的故事 

一、看胡桃鉗 

二、說故事 

三、聽音樂律動 

四、體會輕重音 

五、分析場景 

六、有音效的故事 

大家來表演 

一、認識我的玩具 

二、想故事 

三、模擬演出 

四、正式演出 

五、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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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對象：一年級下學期學生 

五、教學脈絡：  

 
 

 

 

 



 

 

玩

具

區 

也了解聲音

會帶來不同

的感受和情

境。 

一下

學生 

了解聲音所

代表的意義

和情境。 

大家來表演 

認識我的玩具

具玩具 

模擬演出 回味 

想故事 正式演出 

玩

具

區 

看胡桃鉗 

說故事 

聽音樂律動 

體會輕重音 

分析場景 

有音效的故事 也了解聲音

會帶來不同

的感受和情

境， 

一下 

學生 

了解聲音所

代表的意義

和情境。 

 

胡桃鉗的故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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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流程： 

教學活動一： 胡桃鉗的故事 

教學目標 

（一）透過故事欣賞和討論，了解如何珍惜玩具。（2-1，4-1，5-5） 

（二）能透過四格圖畫，說出完整故事。（1-2） 

（三）透過欣賞「糖梅仙子」，感受樂曲中的氣氛，並能隨之舞動。（1-2，

3-1，5-1） 

（四）能說出每個畫面中的對白、音效和音樂。（語 5-1-7-3，2-2） 

先備知識 學習過第四單元，知道生活中的聲音。 

能力指標 

1-2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2-1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3-1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5-1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5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語 5-1-7-3能從閱讀的材料中，培養分析歸納的能力。 
教學步驟策略說明 教學歷程 

延續教室布置的單元，小朋友正在充實玩具

區，帶玩具來學校。 

一、看胡桃鉗（教學策略：觀賞和討論） 

    老師說：今天老師要放一個玩具的故事給

大家看。老師放胡桃鉗故事影片，看完之後，

老師提問： 

1.主角是誰？ 

2.發生了什麼事？ 

3.如果你是瑪麗，當哥哥破壞了玩具兵，

你會怎麼想？怎麼做？ 

4.你們會怎麼想？怎麼做才是適當的？ 

5.如果你是瑪麗，遇到老鼠軍隊，你會怎

麼辦？如果你害怕，可以怎麼做？如果

你勇敢又會怎麼做？萬一被老鼠咬了

怎麼辦？ 

5.如果你是瑪麗，你會答應王子的邀約，

去糖果王國嗎？原因是什麼？ 

二、說故事（教學策略：摘要練習大意） 

    老師提問：有沒有同學可以把這故事簡單

再說一次。 

    請小朋友說過以後。 

    老師提問：大家覺得他說的故事是不是很

好﹖（希望回答很好，掌聲鼓勵） 

    老師提問：怎麼說可以說得更有連續性，

又不會漏掉呢﹖（希望小朋友發現老師已經貼

在黑板上的大字報，大字報上有三幅圖畫，分

別展現這個故事的三場景） 

    學會教室佈置的方法之後，問兒童要在教

室中增加哪一些區？就像幼稚園那樣？大家提

出一共六個區，於是我們先著手完成了照片區

之後，對於大家帶來的玩具，可以放在玩具區，

兒童下課可以玩，但有言明在先，上課不可以

拿出來。 

 

 
先進行胡桃鉗故事教學，先撥放動畫，結果好

幾個學生說之前看過這個故事，在看的過程

中，忍不住插嘴說明劇情，請他們先保持安靜。

看完以後，請小朋友依著故事劇情先做問題回

答和思考，這個部分小朋友回答的都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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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讚揚小朋友真是有眼力，發現這個祕

密，如果把故事這樣畫下來，我們在說故事

時，就不怕忘記了。 

 

三、聽音樂律動（教學策略：體驗） 

    在大字報上，第四個圖畫上是王子帶瑪麗

去糖果王國時，看到糖梅仙子出來歡迎他們。 

    老師問：這張圖畫是有音樂的，你們想聽

聽看嗎﹖ 

    （希望小朋友表示很想） 

 
 

    老師提問： 

    1.你聽了以後感覺如何？ 

    2.有誰願意隨著音樂表現？（表現的意思

很廣，通常小朋友中會有人願意起來動

一動） 

    3.這些表現的小朋友中，說說看你 剛才的 

動作會想像鳥一樣飛？還是像大象一樣 

踏？（整首曲子是輕快地，但曲子中有 

一些強弱對比明顯的地方，讓孩子知道 

肢體的輕重和感知音樂的輕重） 

    4 老師說：「對了，跳的時候要很輕，像仙

子一樣輕，不能像大象一樣重。」這一

段就叫做糖梅仙子，我們一起來試試

看。 

四、體會輕重音（教學策略：體驗） 

    老師放指導 cd（音樂中配有指導語），小

朋友跟著樂曲和指導語做動作。隨小朋友的意

幾個小男生對於要對抗老鼠王展現出一副天不

怕地不怕的樣子。其實是令老師擔心的衝動孩

子。 

 

    峻崴和品華很快就發現搭配書本大字報，

來串聯剛才看過的故事，可以說得很好。 

 

 

 

 

 

 

    接著我們從第四幕糖梅仙子開始，說明柴

可夫斯基這一幕做了一首糖梅仙子的曲子，大

家聽聽看，小朋友說聽起來輕快、美妙、好聽。

接著就有一些兒童動起來的感覺，老師問想跟

著動嗎？大家說好，於是站起來動，第一次動

的時候，大家還很保守，只有幾個調皮的孩子

作出一些較誇張的動作，於是又再做一次，杰

銘說有時聲音很大嚇他一跳，感覺到有輕重

音，有些小朋友也附和，第三次，請一些小朋

友先開始動，再請這些小朋友去邀請其他同學

去動，大家開始有嘻鬧的感覺，部分兒童的肢

體動作看起來仍不夠開放。問小朋友在跳的時

候感覺輕快或沉重呢﹖聽到回答「輕快」，還有

時間就再做了第四次，放有指導語的 CD，大家

越來越能表現自己，依照指導語，兒童會更明

顯的將高舉和旋轉的動作做出來，並在結束時

敬禮。 

跳躍 

結束時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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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或老師的教學意圖再多做幾次。 

五、分析場景 

    老師說明：在聽過第四幕的糖梅仙子之

後，你們是不是覺得這個曲子和糖果王國的氣

氛很配呢﹖（小朋友應該會答是）小朋友你們

覺得，在第四個場景中，除了糖梅仙子，還會

有什麼對話和音效呢﹖（請小朋友回答和討

論） 

接著討論第三個場景中是胡桃鉗變回王

子，帶著瑪麗回糖果王國玩。老師問：這時會

出現什麼對話、音效和音樂？ 

討論第二個場景是胡桃鉗和老鼠 

王展開大戰，瑪莉來幫忙。老師問：這時

會出現什麼對話、音效和音樂？ 

討論第一個場景是胡桃鉗壞了，瑪 

麗在修理胡桃鉗。老師問：這時會出現什

麼對話、音效和音樂？ 

將以上各場景的對話、音效和音樂安排由

同學負責發出聲音，依照場景的順序，將對話

音效和音樂做搭配，說和唱出來。 

 

 

六、有音效的故事（教學策略：觀賞影片） 

    老師說明要播放關於胡桃鉗故事會有音

樂的由來，並且看看一組人說故事，演故事，

並且加上除了有對白說話之外的故事演出，會

是什麼樣的演出唷！放魔力客影片給學生看。 

 

    在第四個場景中，小朋友說王子會說我們

結婚吧！並且出現結婚進行曲。 

    在第三場王子說我們去糖果王國，瑪麗說

好，可以用「春神來了」這首歌，很開心的感

覺。 

    在第二場會出現「輕輕康康」的打鬥聲音，

有小朋友說可以唱「小蜜蜂」的歌，很忙就感

覺很激烈；用鞋子丟東西都可以發出「碰」的

聲音。在勝利以後，杰銘說可以用「歡樂頌」，

有同學一頭霧水，問他怎知道，他說我有學過

鋼琴。 

    在第一場大家想不出來有什麼音樂可以代

表，瑪莉應該會哭，有哭的聲音。 

    接著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讓小朋友跟著

畫面請小朋友來表演。就放了古典魔力客裡的

節目，節目中介紹胡桃鉗這個故事，說明柴可

夫斯基為這個故事做芭蕾舞曲的原由，接著，

是另一段可以發出特別聲音的奇特樂器，如火

車汽笛、琴鐘、蟬笛等，然後由一組小朋友自

編故事，並且利用這些樂器發出符合劇情的聲

音。小朋友覺得很有趣，希望再看一次，於是

利用導師時間又看了一次。 

教學活動二：大家來演戲 

教學目標 

（五）能說出和寫出自己玩具的特色。（語 6-1-3-1，3-1） 

（六）能養成珍惜和愛護玩具的態度，並能收好自己的玩具。（語 6-1-3-1，

5-5） 

（七）能和他人和諧玩玩具。（4-2，5-5） 

（八）能和同組同學利用玩具合作創造出一個故事。（1-2，4-1，4-3） 

（九）能和同組同學一起畫出故事內容。（3-1，4-3） 

（十）能和同學一起依據畫面利用玩具演出短劇。（3-1，4-3） 

（十一）能幫故事內容加上對白、音效和音樂。（3-2） 

（十二）能安靜觀看表演，並完成評分表。（5-4，2-3） 

先備知識 知道簡易故事的表演方式。 

能力指標 

1-2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樂趣。 

2-3 察覺不同人、不同生物、不同文化各具特色，理解並尊重其歧

異性，欣賞其長處。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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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練習並運用探究人、事、物的方法，解決生活的問題、美化生 

活的環境、增加生活的趣味。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2 學習體會他人的立場、體諒別人，並與人和諧相處。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4 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5-5 產生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與關懷生命的情懷。 

語 6-1-1-1能學習觀察簡單的圖畫和事物，並練習寫成一段文字。 

語 6-1-3-1能練習寫作簡短的文章。 

教學步驟策略說明 教學歷程 

    上課前，請小朋友將玩具拿出來，有

的玩具在玩具區，有的在自己的抽屜裡。 

一、認識我的玩具（教學策略：合作教學） 

    老師將小朋友就近分組後，請小朋友

自我介紹自己的玩具，說明玩具的特色或

玩法。接著分組活動，老師巡迴各組觀察

活動情形。 

    10 分鐘後。 

    老師請各組說說看，同學的玩具好玩

嗎﹖大家都會玩了嗎﹖說說看那些玩具

很有特色﹖或者你們最喜歡哪一種玩

具﹖ 

 

二、想故事（教學策略：合作教學） 

    老師說明大家玩得真開心，你們覺得

玩具聚在一起可以做什麼﹖（兒童大概會

回答一起玩玩具吧！） 

     在小朋友的答案中，老師ㄧ一過濾 

    老師問：你們覺得讓玩具聚在一起演

出一個故事，怎麼樣﹖（希望小朋友說好） 

    老師引導首先要分組，分組方式由小

朋友來決定，老師也可以加入意見，分組

完成之後，就開始構思故事，老師提供紙

張，讓小組索取。 

    小組活動，老師組間巡視，給予協助

和共同解決疑難問題。 

 

大家要帶來學校學校的玩具，應該是有特色，或是

有特別的理由，小朋友才會帶來，所以，請大家回

去先想想，並寫下來，當成是要介紹玩具的文稿，

於是大家回去寫了我的玩具，並將玩具帶來學校。 

    我先徵求一位志願的小朋友分享他的玩具，接

著大家分組分享，他們說的樣子真高興，自然而然

就會互相交換玩，在這個過程中，沒有看到小朋友

有不當的行為，沒有產生糾紛，但會有部份同學，

跑去別的組，希望能夠玩他欣賞的玩具，而對自己

那一組的東西沒興趣。 

請各組分享一下，最受歡迎的玩具，大部分是男生

的那一組就出現了遊戲王卡，男生不約而同說遊戲

王卡是他們的最愛。這下子，我可得好好了解一下

什麼是遊戲王卡了。其他各組發表的有紙人、玩具

熊、娃娃和星際寶貝等。 

    問大家都知道每個玩具怎麼玩嗎？大家都表同

意，只有遊戲王卡，大部分的女生不會玩，不知道。

昶瑋試圖說明遊戲王卡怎麼玩，但仍霧煞煞，語謙

說去看電視節目就好了，居然引起男生的共鳴。 

    老師說即然你們都知道玩具怎麼玩？那把這些

玩具放在一起玩可以嗎？兒童說可以呀！老師說：

「可以玩出一個故事嗎？就像胡桃鉗那樣？」兒童

說可以呀！（後來我才明白，對他們來說，什麼都

可以，因為有兒童萬能感）老師說：「那就一邊玩，

一邊畫下來好嗎？」兒童說可以，反正沒做過都可

以，於是，問他們要照原來分組的方式嗎？他們說

要重新分組，用抽籤的方式重新分配成五組。 

    分組之後就開始工作，巡視他們工作的情形，

大部分的組都說沒問題，開始努力的畫圖，提醒他

們要有順序性，不是想到就拼命畫，有些組的成員

還在吵架，不能合作，了解情況之後，要求他們了

解狀況，好好的溝通，不要用吵架哭鬧的方式，並

且要努力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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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擬演出（教學策略：合作教學） 

    將各組四格圖畫貼在黑板上，請每組

小朋友演出來。小組演完之後，請同學給

予讚美或建議。老師也視演出狀況給予指

導，如道具、布景、音量、走位、音效等

部分，給予說明，或實際操作表演，讓兒

童能明確知道要改善什麼部分。 

通常這個過程需要 2 到 3 次的練 

習，才能顧及戲劇呈現的方式。 

 
 

 

 

 

 

 

 

 

 

 

     第四組在做王冠道具 

 

 

 

 

 

 

 

 

 

 

 

 

 

第四組當王子公主說出花好美時，觀眾自

然扮起花和樹。 

 

 

 

    終於到了要演出了，先上台的第三組在台上磨

了很久，彼此呼喚，誰該做什麼，像桌子借用他組

的，演過那個部份就馬上推回去還，並說謝謝，看

來似乎是有借有還，和他們討論這樣的現象，和大

家看卡通來比較：1.不會出現大家（演員之間）還在

叫來叫去的現象 2.道具（桌子等）可以演完再收 3.

上台前第一幕要先擺好才上台。 

    第四組的劇本完整，但表演完後，發現聲音太

小了，討論出 1.聲音要變大 2.王子和公主出去散步

可以離開中央舞台 3.餐具部份要準備出來。 

    第一組居然是不按劇本演，是自己另外演出扮

家家酒，所以這一組被要求要好好努力。但他們上

台前非常高興他們都準備好了。 

第二組同學說還沒準備好。 

第五組演出缺少演員，演出的絨毛玩具沒有全部到

位，只演了一部份。 

 

 

    在模擬演出之後，看到大家畫好的四幕，請他

們試著說明，並記錄在本子上，各組派了一位同學

負責寫下文字，至於還需要什麼東西當布景道具，

這個部份兒童倒很容易就想到他們需要什麼背景和

到具，因為圖裡面已經畫出來了，。 

 

第二次的演出 

第一組表演不出來，內鬨。請他們加油，因為別組

都已經越來越進步了。 

第二組在做遊戲王卡的對局，花了很多時間打牌，

但觀眾的我們實在是看不懂，所以請他們可以把對

戰的時間抓好，明確化。 

第三組在放學那一段會走出來，同學也會配合做樹

的形狀。其它流程也越來越順。語謙還說比賽完輸

的那一方要說我先退場，先離開，等一下再回來下

台。這是比賽禮節。 

第四組的女生較多，可以看見她們很努力在一些小

地方用心著，王子和公主走出來散步時，會一邊欣

賞風景說：「這裡的花好美」，於是其他小朋友也很

起勁的扮演樹和花，孟儒和冠穎這兩位男生都太害

羞了，演出時容易傻笑，收錢部份配合數學上到錢

幣，會拿道具錢幣出來用，也有帶電話模擬收銀機。 

第五組表現還不錯，但就是之前的樹和加菲貓等絨

毛玩具一直不能到位。 

    提醒他們不要忘記還有音效和音樂，要記得加

入請大家要準備，結果小朋友跑到我放樂器的地

方，去試沙鈴、三角鐵和鈴鼓，有些被侷限在樂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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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演出（教學策略：合作教學） 

    各組決定出場序，依序表演。 

    觀眾可以依評分表給予評分和欣

賞，表演完畢，老師和同學給予讚美和建

議。 

 

五、回味（教學策略：合作教學） 

   可以把小組演戲的錄影作品放出來，

讓大家再看一次，再討論一次和欣賞一

次，並且修正戲劇表演評分表（如圖五）

和寫「我學到了……」學習評量表（如圖

六）。 

 

 

附註： 

    好的作品，文字寫成小故事創作。圖

畫依原稿重畫後可以投稿校刊--四格漫

畫類。 

 
 

 

 
 

 

    此外，請他們把自己演的優缺點寫出來，還有

改進之道，並寫出有沒有需要老師幫忙的地方。這

個動作是希望具體化他們自己的問題，不是說說就

算了，並且提出解決之道 

 

第三次演出—正式演出 

第一組的劇本邏輯性不夠，表演時大家沒有辦法連

貫劇情，但每個場面都很明確，且兩位女生聲音太

小聲，我在後面錄影也聽不見。兩位製造雨生的男

生很賣力，要靠孟翰給予適時的制止。 

第二組表現的很有速度感，令人驚豔。 

第三組還在詢問老師不是要這樣演那樣演？不過還

挺流暢的，成熟很多，但居然忘了唱主題曲。 

第四組有進步也有退步的地方。孟儒在老師要求之

後，出現在舞台上，算是突破吧！ 

第五組這一組一直處在東西都準備不全的狀態，事

前老師已經提醒他們了，就在表演前還在找東西，

上廁所，真是脫線一組。不過他們的音效，聲音和

動線，造成歡笑連連。 

大致上大家都覺得自己演得很不錯，挺高興的。不

過寫在評分表上，好像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於是，利用電視放映給大家看，再回味一次，

也再更正一下分數。 

    在看電視的過程中，小朋友很認真的尋找自己

有沒有被拍進去，看到同學的樣子忍不住哈哈大

笑。看過第二組表演的遊戲王卡對戰後，語謙和祐

任激動的表示，有黑暗大法師是不可能輸的，他們

的裁判有問題，詢問之下發現演裁判的俐瑢不知道

有這項規定，同組的三位男生知道但沒有說，問全

班現在有比較了解遊戲王卡了嗎？有 11 個是本來就

知道，10 個是後來才知道，8 個不知不覺，所以知

道編劇還要很了解事情才可以，才能編得入情合理。 

    回味第一組表演的部份，請孟瀚先說明故事，

大家再次觀看後，覺得有把故事演出來，而且大家

也有發現苡彤關櫃子門的小動作，除了聲音小，大

家也沒什麼其他意見了。 

第五組的表演，因為他們在追逐，所以大家還是很

high，看的哈哈大笑。 

第四組的表演，我以為大家在觀看時沒聲音是因為

不好看，沒想到大家紛紛表示不會呀！還挺有趣

的，豈造甚至用到刺激二字，反問他為什麼刺激？

他又說不上來。這點我感到很納悶，可是他們的確

這樣反應。 

第三組表演時，他們和其他同學都覺得更進步，只

是覺得他們走出校門去競技場時，小朋友配合當樹

的人不如第四組時那樣多，有些小懊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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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小朋友雖然不能具體說出好的優點，但也沒有

明顯的缺點了。 

相關資源教具 

定時器 古典魔力客第三季第

4 片富有童趣的音樂

故事 

100 年翰林一上第五單元大字

報、音樂 CD 和故事 DVD 

圖畫紙 戲劇表演評分表 學習評量表 

相關網站  

七、學生生活課程能力分析 

能力主軸 學習目標（能力指標） 教學中發展的能力 

（一）探

索與體驗 

 

（二）能透過四格圖畫，串聯

出完整故事。（1-2） 

幾位小朋友能根據四格圖畫口頭說出故事。 

（三）透過欣賞「糖梅仙子」，

感受樂曲中的氣氛，並

能隨之舞動。（1-2，5-1） 

小朋友聽到樂曲之後，從開始想動，到最後能夠

隨意聽音樂動，並體會輕重音之間的不同，在歡

樂中體驗到樂曲的輕快氣氛和音的強弱。 

（八）能和同組同學利用玩具

合 作 創 造 出 一 個 故

事。（1-2，4-1，4-3） 

先透過玩具的嘗試玩，讓他們去想像不同的玩具

之間有什麼可以連結的呢﹖可以發展出什麼故

事，充分發揮想像力。最後 

第一組完全捨棄玩具，用人當演員演出。 

第二組修正之後，有些模仿了第三組，呈現用人

來做遊戲王卡的決鬥。遊戲王卡是重要道具 

第三組一開始就設定用人演學生，下課之後去競

技場做遊戲王卡的比賽。遊戲王卡是重要道具。 

第四組也是用人來演王子公主，用星際寶貝演出

豹的角色。 

第五組用粉紅熊、洋娃娃、加菲貓和三張遊戲王

卡來演出，是唯一完全使用玩具的一組。 

小朋友結合了使用玩具的經驗去編成故事，其中

也看到他們應用玩具的情形。 

（二）理

解與欣賞 

 

（一）透過故事欣賞和討論，  

      了解如何珍惜玩具。   

     （2-1，4-1，5-5） 

胡桃鉗是蘇聯的故事，卻是生活中容易發生的

事，也是小朋友經驗中容易出現的事，雖然是異

國的故事，卻不陌生，還頗有同感。 

（四）能說出每個畫面中的對

白、音效和音樂。（語

5-1-7-3，2-2） 

能分析和想像出畫面中應該有什麼聲音，這是課

本中沒有的，小朋友有想出每一幕簡單的對白， 

打仗時的聲音，比較有趣的是，打仗時小朋友覺

得小蜜蜂的歌，「嗡嗡嗡」的還滿能表達打仗激

烈的樣子，打勝仗之後，可以唱歡樂頌，還挺貼

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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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能安靜觀看表演，並 

    完成評分表。（2-3，5-4） 

在完成評分表部分，需要能理解評分項目和表演

的方式，大部分小朋友的填寫都能夠就項目評

分，也還有些孩子仍不清楚要看那些項目，第三

次演出時，大部分學生都表示其他組表演得不

錯，但給分標準不明確。 

從模擬演出時，當觀眾的小朋友，會開始拋出一

些問題，說「拖太久了，好無聊」「說話聽不清

楚」等，讓表演組去聽到觀眾的看法而去修正和

準備更好的表演，雖不安靜，卻是「評語」耶 

（三）表

現與運用 

 

（三）透過欣賞「糖梅仙子」， 

      感受樂曲中的氣氛，並 

  能隨之舞動。（1-2，  

      3-1，5-1） 

生活中的素材包括自己的身體，不只是耳朵聽

到，身體也能感受輕快，表現輕快。就演員來說，

身體的感受和表現是很重要的，希望兒童能略略

體會表演時的肢體表現，也勇於表現。 

（九）能和同組同學一起畫出

故事內容。（3-1，4-3） 

前面「依據四格圖畫說出故事」的經驗，當小組

故事產生之後，就能將故事畫出來。附圖三 

這個部分也可以觀察到比較會畫畫的同學會成

為主筆，其他人就在旁邊幫忙，或者不管事的也

有。 

（十）能和同學一起依據畫面

利用玩具演出短劇。

（3-1，4-3） 

除了玩具之外，為了表現圖畫中的劇情，小朋友

自然想到他們要增加背景，如附圖二；或另外製

作道具如王冠，以顯示身分，佩服他們的「想

到」，也呈現出以圖來記錄的好處。 

（十一）能幫故事內容加上對

白、音效和音樂。（3-2） 

這個部分簡單的對白沒有問題，音效部分則是小

朋友沒有「盡心去找」可以呈現的相似聲音，只

想用敲擊樂器去發出聲音，有點懶，音樂更是曇

花一現，第三組準備了一首海綿寶寶的歌，私底

下唱得很起勁，一上台忘記了，可惜！不過對這

些戲劇新手來說，要顧及的東西太多，音效和音

樂是有點奢求了，尤其是音樂。 

（五）能說出和寫出自己玩具

的特色。（語 6-1-3-1，3-1） 

因為這是一項家庭作業，如冠穎寫的我的玩具 

    我的玩具是星際寶貝，他是個好玩又很可愛

的玩具。 

    他有大大的眼睛，和大大的耳朵，還有很多

顆牙齒。把星際寶貝的嘴巴張開，按牠的牙齒，

按錯就會咬人，很好玩喔。 

    我很喜歡他，所以我帶來學校和大家一起

玩，我希望大家也會很喜歡他。 

巡視各組時，大家都能介紹自己的玩具。 

（四）溝 （一）透過故事欣賞和討論， 

      了解如何珍惜玩具。 

小朋友在劇情討論中，發表自己的想法，普遍已

能說出自己的經驗，和要珍惜玩具，及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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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與合作

能力 

 

     （2-1，4-1，5-5） 玩具，這個部分尚屬認知，還要透過生活中的觀

察，才能知道有沒有實踐認知中的想法。 

（七）能和他人和諧玩玩具。

（4-2，5-5） 

分組介紹玩具，是比較正式的在課堂上玩玩具，

這中間出現過小朋友沒有問過主人就去摸和拿

玩具。提醒他這樣好嗎﹖那時主人背對著玩具，

他馬上去向主人借，主人也很大方說好。在這次

的課程進行中，不管上課或下課，都沒有玩玩具

的糾紛，也就沒有機會作玩玩具規則的教學。 

（八）能和同組同學利用玩具   

      合作創造出一個故 

      事。（1-2，4-1，4-3） 

手邊的玩具可以激盪出什麼故事，是誰也料想不

到的，一開始大家想法很多，看他們有時「講」

的很大聲，最後還是有所妥協，完成了一個個的

故事。 

（九）能和同組同學一起畫出

故事內容。（3-1，4-3） 

在和同學合作畫出四格圖畫的過程中，必然一直

存在有人想要畫一個主題，另一些人卻不以為

然，但終於接受。又出現有些小朋友很有意見，

後來也終於了解自己可以做到的角色。如圖一 

又如第二組一開始就四分五裂每個人都想畫，一

張圖畫的密密麻麻，結果不能用，換過一張重新

畫，請他們好好討論一下故事再重畫。 

（十）能和同學一起依據畫面

利用玩具演出短劇。

（3-1，4-3） 

在分配角色的時候，有些領導人物或很自然地不

管他人，而將某人排除在外，我都會去提醒他們

要把大家都組合起來，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才

好，最後都有達成這個目標，因為一組人上台不

令人害怕，害羞的、搗蛋的兒童都能有一個位子

可以盡一份力。 

（五）態

度與情操

能力 

 

（一）透過故事欣賞和討論， 

      了解如何珍惜玩具。 

     （1-1，2-1） 

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認知的，還是在玩遊戲

中，或是在合作表演的過程裡，都表現出愛護珍

惜玩具。 

除了杰銘敲老師的麥克風發出聲音，當成是三隻

青眼白龍在激烈打鬥的聲音，當時真是欲罷不

能，讓我生氣了。事後，杰銘表示就是很好玩呀﹖

弄壞怎麼辦﹖再賠老師囉！ 

（三）透過欣賞「糖梅仙子」， 

     感受樂曲中的氣氛，並 

     能隨之舞動。（1-2，3-1， 

     5-1） 

有些孩子很開朗，聽到重音就大聲喊出來「我被

嚇到」；有些害羞的孩子，還在慢慢動作，不敢

表現自己的感受，透過幾次的聽和動，終於也開

心的笑著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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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能養成珍惜和愛護玩具

的態度，並能收好自己

的玩具。（語 6-1-3-1，

5-5） 

小朋友們每次都能將自己的玩具放置在玩具

區，或定點位置，表現很好。 

（七）能和他人和諧玩玩具。

（4-2，5-5） 

達到。 

（十二）能安靜觀看表演，並 

        完成評分表。（2-3， 

        5-4） 

模擬演出時，只有幾個大聲公會發出「好無聊」

等聲音，第二次和第三次時，觀眾席聲音就多

了，看起來有認真觀看的，也有自己那一組在討

論的，也有交談的很高興的，換場時，請小朋友

注意觀看禮儀，還抽問一下劇情，沒想到也不是

那麼沒有在觀看，真是無解！體諒他們自己也是

表演者的緊張，就沒有嚴格要求。 

但在看重播影帶時，他們除了尋找自己的身影，

則呈現專注地欣賞，在換場時提出觀後心得，如

第二組演出的判決是錯誤的，也引起同學紛紛表

明自己已經從不知道遊戲王卡，到會玩遊戲王卡

了，第三組的同學一直覺得自己表演的很棒，非

常自我陶醉，大部分小朋友是覺得自己會演戲

了，挺開心的。能安靜觀賞，才能看出門道。 

八、省思 

    我希望能夠以兒童為本位去進行教學，雖然前面是老師佈的局，但因顧及

了兒童的經驗和興趣，所以兒童也欣然跟著老師的脈絡前進，和同學和玩具一

起演出故事，高興有序的達成了目標，也學習到合作和表演的方法，於是不論

在口頭回饋或文字上的回饋都表達了這樣的感想（如附圖四）。 

    在和央團及縣團的前輩先進討論後，發覺在整個的流程中，我原先設定為

伏筆的「胡桃鉗故事」，先經營小朋友先備知識的做法，放在「問題發現解決的

模式」中，可能是可以不用進行，直接進行大家來表演，在進行過程中發現需

要加強的地方，再師生一起集思廣益想出解決之道，以能演出最好的表演為目

的，至於在問題解決中，老師會不會用胡桃鉗故事，也是視情況使用了。也許

吧！我並沒有答案，因為沒有前面的鋪陳，孩子也許不太能接受「大家來表演」

的任務，畢竟那是他們沒有的經驗，所以這部分就有待其他老師的實驗或者下

一輪再來實作。 

    至於聲音教學的延續上，在對白部分，這次的對白簡單沒有明確記錄下來，

在以後接續的教學中，可以讓小朋友寫出明確的對白；音效部分，則可多些時

間的琢磨和嘗試；而音樂部分，我想還是以直接體會而來的感受為主，能表現

出故事的精神就好，而不是用音樂劇的觀點去表演。 

    學習的路永遠沒有停止的時候，就讓我們一直抱持著像玩玩具時那樣歡樂

的心和投入的心，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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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一、合作 

            

二、背景 

 

三、四格圖畫和文字 

  

第一圖：小美樂去森林散步，突然，遇到一隻小熊，小美樂著急叫著：「啊！救 

        命呀！救命！」，最後還是被小熊吃掉了。 

第二圖：突然，有三隻龍在對戰，小熊急的躲了起來。 

第三圖：小熊又遇到加菲貓，加菲貓急著叫：「啊！救命呀！救命呀！」最後還 

        是被小熊吃掉了。 

第四圖：三隻龍都很悲傷，又很後悔。（所有演員上台敬禮。） 

  

被指為不合

作的豈造 

覺得至少自

己可以遞彩

色筆的豈造 

第三組在換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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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分表—我學到 

1 第一組作品 左上方第四組作

品 

2 第二組作品 3 第二組重作 

4 第三組作品 5 第五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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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戲劇表演評分表                六、學習評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