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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鍾宜玲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與人文(音樂、表演) 

班級數 2 班 

學生總數 54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表對情．能會意 

施作課堂 

（eg.國文） 

藝術與人文 

(表演)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四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在藝術與人文表演課，情緒之表演常為基本元素，但四年級小朋友在表演時，表情、動

作較放不開，無法掌握「經典表情(動作)」，增加表演精彩度。 

藉由閱讀安妮新聞第 10 期第二版《Emotion》之「基本情緒圖鑑」一文，深入了解情緒

之基本類型以及其引發之事件、生理反應、表情及行為表現，理解情緒的產生必有其脈絡。

再利用學習單的撰寫、討論，覺察自己情緒並探討情緒傳達與表現之重要性，進而由表演練

習明確傳達情緒，並由別人的行為辨識可能的情緒。最後延伸情緒的學習，讓學生演繹情緒

並結合不同情緒，創作合理劇情並演出，展現其對情緒理解、編劇，以及肢體的表演能力。 

 二、課程目標（條列式） 

1. 能了解情緒基本類型及相關生理、表情及行為反應。 

2. 藉被誤解感受體察情緒傳達重要性。 

3. 能表演出讓人理解之情緒反應。 

4. 能結合不同情緒反應創作合理的短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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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A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報紙第二版《基本情緒圖鑑》導讀與閱讀 學習單：複習六類情緒名稱，寫出自己經驗 

  

倆倆輪流表演，猜出對方所演的情緒 雖是倆倆表演，面對面也會有點尷尬 

  

推舉最佳表演者，欣賞觀摩 自行創作情緒組合短劇並演出，同學猜測 
 

B 課堂流程說明： 

一、引起動機(10 分鐘) 

教師以簡報呈現並提問，學生回答。 

1. 什麼叫做「表錯情，會錯意」？ 

2. 情緒的「表現」很重要嗎？會有什麼影響？ 

3. 你知道哪些情緒詞彙？你能說出現在正在什麼情緒嗎？ 

二、閱讀及理解「基本情緒類型」(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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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下安妮新聞第 10 期報紙，簡介「安妮新聞」名稱由來。 

2. 閱讀第 2 版「Emotion」《基本情緒圖鑑》綠色圖塊導文。 

(1) 導文要點提問 

情緒可以分成哪幾大類？是誰的研究？從哪些地方可以找到這些資訊？檢視閱

讀及理解程度 

(2) 說明何為「基本情緒」。情緒詞彙有許多（參第７版右下角之「情緒參考詞

彙」），可將六種基本情緒理解為「六大類」。 

(3) 理解並說明文中重要名詞：事件、生理反應、表情、行為表現 

3. 學生自行閱讀六類基本情緒之說明。 

4. 回顧內文，強調每一情緒之事件、生理反應、表情、行為表現，補充說明。 

三、情緒覺察與表達 

1. 書寫學習單第一部分：我能覺察我的情緒(10 分鐘) 

(1) 寫出六類基本情緒名稱 

(2) 找一自己曾有的情緒，回想引發的事件，以及相關生理、表情及行為反應。 

2. 發表：當你有 XX 情緒時，你通常怎樣表達？(10 分鐘) 

3. 書寫第二部分：被誤解的經驗與感受(當我被誤解時，我感覺…….，我希望……)，分

享與討論。 

4. 討論：怎樣可以不被誤解？(好好表達) 

(1) 為什麼會被誤解？哪些是別人的問題？哪些是自己的問題？ 

(2) 怎樣好好表達？ 

四、情緒的表演 

表演時常常會使用情緒，怎樣才能讓表演到位？(演出的情緒合適) 

1. 情緒表演猜一猜：倆倆分組，輪流表演一情緒，看對方是否能猜出來。(10 分鐘) 

2. 思考：為什麼別人能猜出我表演的情緒？(表情、動作很經典；聲音、語氣配合；有

說出相關的內容…..) 

3. 觀摩：同學推舉 3~5 位表演佳之同學，再演出一次，觀察他們演出特色。 

4. 情緒組合創作及演出：(40 分鐘) 

(1) 每人選擇兩種基本情緒，想出可以此串聯二種不同情緒之事件，設計台詞(但不能

直接說出情緒名稱)、動作表演，過程必須合理。 

(2) 全班觀摩，票選最有創意、最佳演出……等獎，彼此讚美、鼓勵。 

五、綜合總結：深入了解情緒及反應，能幫助自己和他人做出正確回應，也能幫助自己的

表演更到位。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一) 《基本情緒圖鑑》內容運用 

1. 六種基本情緒，學生讀文章均可理解，大部分學生也都會說「喜怒哀樂」中的「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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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不同，甚至會更具體描述是程度和感受的不同。但為何情緒明明有許多種（特別是

現在許多科目都要求他們使用不同情緒詞彙描述感受），這裡只說六種時，則約只有一半

學生能說出－－聰明的學生會直接指出文本說的是「基本」情緒，體會到這是基本類型。

因此在教導此文時，以「類別」觀念來補充說明，並說明分類只是便於研究，學生更容易

理解，如：喜、樂、愉悅、放鬆……都是屬於「快樂」類，作文、說話甚至表演時，我們可

以更精準地分出(以不同詞彙形容)是哪一種快樂當然更好。 

2. 相較於平時常用的「喜怒哀樂」四大類，此六大類為「喜怒哀驚(驚訝)恐(恐懼)惡(厭

惡)」，提醒學生平時較忽略的情緒面向。 

3. 部分詞彙對四年級較難，如「生理反應」，即便文本中有解釋是「身體出現的反應。例如

流汗、心跳加速、發抖」，學生仍無法自行從閱讀中理解，筆者以「身體(包括裡面)很自

然的反應，跟「心理」（想法）不同。外表不一定看得清楚，生理反應常會引發進一步表

情與行為」來補充，另外補充如血壓(升高)、肌肉(緊、鬆)、流淚、笑…..等生理反應。 

4. 六類基本情緒提供情緒表演之基本元素，不管是圖示、文本均提供典型的表情、動作參

考，在學生自行閱讀後，可以一邊讀，一邊照著做表情、動作的方式來幫助學生回顧及理

解內容。 

5. 本文字體太小，對四年級而言字數偏多，學生不易抓到重點。許多學生只有看標題，稍微

瀏覽內容，便說「看完了」，教師必須提醒其耐心看。 

(二) 學習單設計及運用 

本單元設計學習單，旨在讓學生藉由記錄，針對「情緒」文本複習與省思。學生所出現的現

象及解決： 

1. 填寫由情緒引發的「生理反應」、「表情」、「行為表現」中顯得困難，除了不理解「生

理反應」之詞，也囿於生活經驗、形容詞彙少，很難描寫出具體表情，文本中的「嘴角上

揚」成了最多人引用的詞。教師必須補充可以分別描述「眼神、眼皮」(睜大、下垂)、

「眉毛」(皺起、放鬆)、「嘴角」(上揚、下垂)、「張嘴」(大小) ……等。原來希望孩子可

以文字形容，發現困難後另一班開放可以以圖示，學生反而可以生動畫出表情。 

2. 有關被誤解的感受，學生多可以說出難過、悲傷、無辜、生氣、憤怒…….以本期報紙第 7

版之情緒詞彙提供參考很有用，相關描述見「學生心得與成果部分」。針對學生的種種反

應，則多予接納，唯一提醒的，是無論如何要「考慮後果」。 

(三) 情緒「表達」與「表演」 

1. 表達與表演的折衝：使用安妮新聞之情緒素材，「主軸」的拿捏很費心。一般情緒課程，

在認識情緒類別之後，如何正確覺察與表達情緒應為一大重點，但因為筆者所擔任的是藝

術與人文課程(非綜合或導師)，囿於所能特別抽出時間有限，也希望結合課程，因此在如

何好好傳達情緒上只能稍微帶過，而將情緒的表達議題，轉化為表演所需，希望學生能做

出情緒到位，讓人看出情緒的表演。若有更多時間，或是由導師擔任課程，或許應將表達

(或以表演方式演出)作為探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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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緒表演的挑戰：在表演方面，採取讓學生循序漸進的方式，先在座位區倆倆互演，再請

表演佳的小朋友演出供觀摩，最後才自己設計劇情演出，讓大家猜想所表演的事件。即便

已經如此設計，但對不習慣舞台的孩子來說，單獨要表演是很大的考驗。筆者設計組合情

緒演出之用意，除了看學生的肢體、台詞展現，也希望學生藉文章能思考情緒產出的合理

性，作為編劇初體驗，藉此看學生創意的展現。即便中間間隔一星期做預備，有的學生能

早早構思，有的則是臨場仍沒有構想；有的眼高手低，覺得沒有好點子演不出來，大多數

則是不習慣在同學面前演出，也對「表演」應該要有預備沒有概念。 

(四) 後續可能延伸 

1. 情緒學習是一門大學問，在安妮新聞第 10 期，對於「情緒」有頗完整的探索，如認識基

本情緒後，如何妥善照顧情緒、表達情緒，後續第 3 版情緒地圖中亦有述及，但因文詞較

難，所需探究時間也多。囿於時間只能以第二版之文章為限，未再深入，若為導師，或可

利用其餘素材作一系列探究與操練。 

2. 在高年級表演課，或許演出之情緒可以更為細緻或複雜(而非只是基本類型)，一些較少見

的情緒詞彙，如「坦然、淡然…..」等，也可以讓學生設計情境演出，幫助學生體會及實

際運用這些詞彙。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一)課堂參與 

情緒的課題，學生可以投入，部分平日就要閱

讀、寫學習單的班級，則對學習單較排斥（但仍會

按步就班完成）。閱讀時，許多學生只能掌握大標

題，細部文字無法全部精讀。 

(二)學習單書寫 

由學習單的撰寫可以看出學生對情緒的反應及

處理。學生選擇呈現的情緒最多為「快樂」，其次

為「生氣」，少數會呈現悲傷、緊張、恐懼……等

情緒。原設計便以希望學生能盡量以文字表述為

主，因為學生若能順利以文字描繪出，不但有助其

語文能力，也表示孩子能清楚地形容自己的情緒感

受、清楚表達。大部分學生均能以文字呈現，除了

具體形容，也能盡量用出所學的成語字詞，讓外人

也能清楚感受到其所描述的事物和情緒，如右圖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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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善用圖示，或文字表示不出的孩子，開放可

輔以圖畫。學生的作品也讓人驚艷(左圖)，近年各式

表情貼圖充斥，學生耳濡目染，多半能畫出表情，

因此特別強調除了圖畫，也要有文字說明。 

 

在關於被誤解的感受(如右圖組)，學生多半能順利

說出自己的感受或擔憂，而希望(處理)的方式，多半是

正向的，如：「希望別人能冷靜」、「能先了解，聽

我解釋」……，甚至有學生反求諸己，會說出自己不要

做出被誤會的動作，能把話說清楚……。極少數學生直

率表示出負向行為--「希望能打死他(她)」，較特別的

是有一位學生認為被誤解時自己是開心的，因為這樣「可以有更多人不了解我的心情」，表示學生

已經開始希望在人群中隱藏自己。 

對於情緒的處理，因無法細部探究，只讓學生自行完成學習單，學生也能想出好方法來，可見

學校老師，特別導師們在平日情緒處理的教導紮根頗深。回應舉隅如下： 

 

(三)表演能力 

前已述及中年級學生開始有「偶包」(偶像包袱)，讓其「個別演出」，即便面對的是自己熟識

的班級同學，仍覺尷尬。常見的困難是「放不開」(不知道在比劃什麼)、「笑場」(表情不到位)、

「演出草率」(隨便比劃，只想趕快結束)，以及「台詞不清」(緊張，不知道在說什麼……)等。 

演出情緒組合時，約有 1/3 的學生感到困難，腦袋一片空白，另 1/3 學生則覺得容易，興味盎

然，很自然地結合考試的高興、挫敗；遊戲時的激情、興奮；對於事務期待的喜悅、落空……，從對

白也能看出其創意。有準備的學生，自然會有較好的表現，也藉此提醒學生表演是非常需要「用頭

腦」的。 

整體而言，情緒的主題很能夠與課程結合的元素，但要深入探究，在科任課程較力不從心；此

素材文本難度對於中年級來說，稍感吃力。以情緒之元素來表演創作是很容易上手的，但中年級已

經開始在意自己的形象的階段，仍要逐步突破孩子「在人前表演」的恐懼，鼓勵放膽演出，才會有

較好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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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單及簡報圖檔 

1. 學習單 

 

2. 簡報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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