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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109學年度八  年級第 二 學期藝術領域─表演科目課程計畫（新課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名稱 

對應領域 

核心素養指標 

學習重點 
評量方式 

跨領域統整或 

協同教學規劃 

(無則免填) 

議題融入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第一週 
 

穿越時空潮偶

像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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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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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說出相聲的表演方式「說、

學、逗、唱」。 

2.能說出京劇的基本功夫「唱、

做、唸、打」與表演特色。 

3.能轉換京劇的術語與現代的用

語。 

‧技能部分：1.能透過團隊合作，

撰寫並表演一小段歷史人物相聲

段子。 

2.能完成身段動作。 

3.能透過團隊合作使用一桌二椅

創造出三個場景。 

‧情意部分：1.能尊重表演藝術

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能從分工合作的練習中，體會

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共識、真誠

溝通）的重要性。 

3.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4.能尊重並欣賞同儕的表演。 

5.能尊重並欣賞各種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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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穿越時空潮偶

像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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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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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說出相聲的表演方式「說、

學、逗、唱」。 

2.能說出京劇的基本功夫「唱、

做、唸、打」與表演特色。 

3.能轉換京劇的術語與現代的用

語。 

‧技能部分：1.能透過團隊合作，

撰寫並表演一小段歷史人物相聲

段子。 

2.能完成身段動作。 

3.能透過團隊合作使用一桌二椅

創造出三個場景。 

‧情意部分：1.能尊重表演藝術

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能從分工合作的練習中，體會

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共識、真誠

溝通）的重要性。 

3.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4.能尊重並欣賞同儕的表演。 

5.能尊重並欣賞各種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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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穿越時空潮偶

像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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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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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說出相聲的表演方式「說、

學、逗、唱」。 

2.能說出京劇的基本功夫「唱、

做、唸、打」與表演特色。 

3.能轉換京劇的術語與現代的用

語。 

‧技能部分：1.能透過團隊合作，

撰寫並表演一小段歷史人物相聲

段子。 

2.能完成身段動作。 

3.能透過團隊合作使用一桌二椅

創造出三個場景。 

‧情意部分：1.能尊重表演藝術

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能從分工合作的練習中，體會

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共識、真誠

溝通）的重要性。 

3.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4.能尊重並欣賞同儕的表演。 

5.能尊重並欣賞各種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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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穿越時空潮偶

像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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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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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說出相聲的表演方式「說、

學、逗、唱」。 

2.能說出京劇的基本功夫「唱、

做、唸、打」與表演特色。 

3.能轉換京劇的術語與現代的用

語。 

‧技能部分：1.能透過團隊合作，

撰寫並表演一小段歷史人物相聲

段子。 

2.能完成身段動作。 

3.能透過團隊合作使用一桌二椅

創造出三個場景。 

‧情意部分：1.能尊重表演藝術

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能從分工合作的練習中，體會

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共識、真誠

溝通）的重要性。 

3.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4.能尊重並欣賞同儕的表演。 

5.能尊重並欣賞各種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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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穿越時空潮偶

像 

藝-J-B1 

藝-J-B3 

藝-J-C2 

藝-J-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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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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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養成鑑賞表演

藝術的習慣，並能適性發

展。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說出相聲的表演方式「說、

學、逗、唱」。 

2.能說出京劇的基本功夫「唱、

做、唸、打」與表演特色。 

3.能轉換京劇的術語與現代的用

語。 

‧技能部分：1.能透過團隊合作，

撰寫並表演一小段歷史人物相聲

段子。 

2.能完成身段動作。 

3.能透過團隊合作使用一桌二椅

創造出三個場景。 

‧情意部分：1.能尊重表演藝術

中的性別平等觀念。 

2.能從分工合作的練習中，體會

團隊合作精神（建立共識、真誠

溝通）的重要性。 

3.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4.能尊重並欣賞同儕的表演。 

5.能尊重並欣賞各種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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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表演的關鍵拼

圖 

藝-J-B3 

藝-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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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演形式分析、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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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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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舞臺布景與道具。 

2.認識表演音樂與音。 

3.認識表演燈光。 

4.認識表演中的舞臺構圖。 

5.認識表演中的情節。 

‧技能部分： 

1.練習使用平面圖。 

2.練習運用音樂與音效。 

3.練習運用動作與空間表達情

緒。 

4.練習創作情節。 

‧情意部分： 

1.能感受共同創作的樂趣。 

2.能體會表演者與導演之間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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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表演的關鍵拼

圖（第一次段

考） 

藝-J-B3 

藝-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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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演形式分析、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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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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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舞臺布景與道具。 

2.認識表演音樂與音。 

3.認識表演燈光。 

4.認識表演中的舞臺構圖。 

5.認識表演中的情節。 

‧技能部分： 

1.練習使用平面圖。 

2.練習運用音樂與音效。 

3.練習運用動作與空間表達情

緒。 

4.練習創作情節。 

‧情意部分： 

1.能感受共同創作的樂趣。 

2.能體會表演者與導演之間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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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表演的關鍵拼

圖 

藝-J-B3 

藝-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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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演形式分析、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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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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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舞臺布景與道具。 

2.認識表演音樂與音。 

3.認識表演燈光。 

4.認識表演中的舞臺構圖。 

5.認識表演中的情節。 

‧技能部分： 

1.練習使用平面圖。 

2.練習運用音樂與音效。 

3.練習運用動作與空間表達情

緒。 

4.練習創作情節。 

‧情意部分： 

1.能感受共同創作的樂趣。 

2.能體會表演者與導演之間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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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表演的關鍵拼

圖 

藝-J-B3 

藝-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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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演形式分析、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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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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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舞臺布景與道具。 

2.認識表演音樂與音。 

3.認識表演燈光。 

4.認識表演中的舞臺構圖。 

5.認識表演中的情節。 

‧技能部分： 

1.練習使用平面圖。 

2.練習運用音樂與音效。 

3.練習運用動作與空間表達情

緒。 

4.練習創作情節。 

‧情意部分： 

1.能感受共同創作的樂趣。 

2.能體會表演者與導演之間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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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表演的關鍵拼

圖 

藝-J-B3 

藝-J-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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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演形式分析、

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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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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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舞臺布景與道具。 

2.認識表演音樂與音。 

3.認識表演燈光。 

4.認識表演中的舞臺構圖。 

5.認識表演中的情節。 

‧技能部分： 

1.練習使用平面圖。 

2.練習運用音樂與音效。 

3.練習運用動作與空間表達情

緒。 

4.練習創作情節。 

‧情意部分： 

1.能感受共同創作的樂趣。 

2.能體會表演者與導演之間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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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

週 
表演無所不在 

藝-J-A2 

藝-J-B2 

藝-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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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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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2 能運用多元創作

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表達手

法。 

2認識戲劇大師理查．謝克納及臺

灣目前的環境劇場形式。 

3認識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及麵

包傀儡劇場。 

‧技能部分： 

1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環境劇

場演出。 

2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劇場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表現情感的

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型的劇場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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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

週 
表演無所不在 

藝-J-A2 

藝-J-B2 

藝-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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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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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2 能運用多元創作

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表達手

法。 

2認識戲劇大師理查．謝克納及臺

灣目前的環境劇場形式。 

3認識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及麵

包傀儡劇場。 

‧技能部分： 

1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環境劇

場演出。 

2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劇場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表現情感的

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型的劇場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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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

週 

表演無所不在

（第二次段

考） 

藝-J-A2 

藝-J-B2 

藝-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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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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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2 能運用多元創作

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表達手

法。 

2認識戲劇大師理查．謝克納及臺

灣目前的環境劇場形式。 

3認識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及麵

包傀儡劇場。 

‧技能部分： 

1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環境劇

場演出。 

2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劇場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表現情感的

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型的劇場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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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週 
表演無所不在 

藝-J-A2 

藝-J-B2 

藝-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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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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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2 能運用多元創作

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表達手

法。 

2認識戲劇大師理查．謝克納及臺

灣目前的環境劇場形式。 

3認識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及麵

包傀儡劇場。 

‧技能部分： 

1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環境劇

場演出。 

2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劇場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表現情感的

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型的劇場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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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

週 
表演無所不在 

藝-J-A2 

藝-J-B2 

藝-J-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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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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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2 能運用多元創作

探討公共議題，展現人文關

懷與獨立思考能力。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環境劇場的理念及表達手

法。 

2認識戲劇大師理查．謝克納及臺

灣目前的環境劇場形式。 

3認識戲劇大師葛羅托斯基及麵

包傀儡劇場。 

‧技能部分： 

1能欣賞生活周遭所見的環境劇

場演出。 

2練習創作生活化的環境劇場作

品。 

‧情意部分： 

1能體會環境劇場中表現情感的

方法。 

2能欣賞並分析各類型的劇場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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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

週 

表演 

JUMP！舞中生

有 

藝-J-A1 

藝-J-B1 

藝-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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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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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知現代舞的經典人物與創作

方式。 

2.認識臺灣知名現代舞蹈團體及

所發展出來的表演藝術作品。 

‧技能部分：1.學習現代舞編舞

的創作方式。 

2.創造貼近自身經驗的舞蹈創

作。 

‧情意部分： 

1.能在集體舞蹈創作方式下，認

識與肯定自己的潛能所在。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創作手法下

所發展的表演作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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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

週 

表演 

JUMP！舞中生

有 

藝-J-A1 

藝-J-B1 

藝-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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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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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知現代舞的經典人物與創作

方式。 

2.認識臺灣知名現代舞蹈團體及

所發展出來的表演藝術作品。 

‧技能部分：1.學習現代舞編舞

的創作方式。 

2.創造貼近自身經驗的舞蹈創

作。 

‧情意部分： 

1.能在集體舞蹈創作方式下，認

識與肯定自己的潛能所在。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創作手法下

所發展的表演作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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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

週 

表演 

JUMP！舞中生

有 

藝-J-A1 

藝-J-B1 

藝-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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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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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知現代舞的經典人物與創作

方式。 

2.認識臺灣知名現代舞蹈團體及

所發展出來的表演藝術作品。 

‧技能部分：1.學習現代舞編舞

的創作方式。 

2.創造貼近自身經驗的舞蹈創

作。 

‧情意部分： 

1.能在集體舞蹈創作方式下，認

識與肯定自己的潛能所在。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創作手法下

所發展的表演作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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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週 

表演 

JUMP！舞中生

有 

藝-J-A1 

藝-J-B1 

藝-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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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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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知現代舞的經典人物與創作

方式。 

2.認識臺灣知名現代舞蹈團體及

所發展出來的表演藝術作品。 

‧技能部分：1.學習現代舞編舞

的創作方式。 

2.創造貼近自身經驗的舞蹈創

作。 

‧情意部分： 

1.能在集體舞蹈創作方式下，認

識與肯定自己的潛能所在。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創作手法下

所發展的表演作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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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

週 

JUMP！舞中生

有 

藝-J-A1 

藝-J-B1 

藝-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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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2 應用戲劇、應用

劇場與應用舞蹈等多元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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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V-1 能運用劇場相關

技術，有計畫地排練與展

演。 

歷程性評量 

1.學生個人在課堂討論與發表的

參與度。 

2.隨堂表現記錄 

（1）學習熱忱 

（2）小組合作 

（3）創作態度 

 

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知現代舞的經典人物與創作

方式。 

2.認識臺灣知名現代舞蹈團體及

所發展出來的表演藝術作品。 

‧技能部分：1.學習現代舞編舞

的創作方式。 

2.創造貼近自身經驗的舞蹈創

作。 

‧情意部分： 

1.能在集體舞蹈創作方式下，認

識與肯定自己的潛能所在。 

2.能欣賞並體會不同創作手法下

所發展的表演作品精神。 

  

 

註1：若為一個單元或主題跨數週實施，可合併欄位書寫。 

註2：「議題融入」中「法定議題」為必要項目，課綱議題則為鼓勵填寫。(例：法定/課綱：領域-議題-(議題實質內涵代碼)-時數) 

（一）法定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課程、海洋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含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低碳環境教育、水域安全宣導教育課程、交通安全教育、家庭暴力防治、登革熱防治教育、健康飲食教育、愛滋病宣導、反毒

認知教學、全民國防教育。 

（二）課綱議題：性別平等、環境、海洋、家庭教育、人權、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註3：下學期須規劃學生畢業考後或國中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活動之安排。（110學年度始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