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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屏東縣恆春鎮水泉國民小學、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陳彥杏、葉倍伶共同施作 

教師主授科目 導師 

班級數 1 班 

學生總數 1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浪浪可否有選擇？可有牠他她的情緒與表達 

施作課堂 藝術與人文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3    年級  

一、課程活動簡介： 

   課程主軸架構是涵蓋 3 個跨領域的面向 : 表演藝術/ 情緒性格特質/ 生命教育。 

看似 3 個不同領域的向度，卻把『生命的力量、情緒的變幻、肢體的展現』環環相扣的融入

課程議題裡。再次展現美感教育-安妮新聞獨特的地方，相輔相成結合各種創意的課程計畫。 

    是喵系？還是汪系？起源於安妮新聞 9 月號頭版插畫來探討，引起話題進而肢體模仿展

示，為接下來的音樂劇 Cat 做暖身活動，利用音樂劇 Cat 擬人角色的性格特質與音樂的張力

感受，剖析不同角色當下性格與發生事件，所產生的情緒行為表現。透過情緒性格卡片以及

安妮新聞 10 月號 2.3 版基本情緒圖鑑，探討如果是自己的情況，當下的真實感受會是如何？

並且引導如何用肢體語言表達現在所感受到的情緒。 

    運用家庭成員的組成與功能，小小互動遊戲更貼近學生生活感受，把活動氛圍帶入家人

是不可分離情感的因素，突然迫使投票選出某位家人必須離開，來探討被迫離開者的深層情

緒。是難過的？是孤獨的？是無助的？最後的 12 夜影片浪浪故事片段介紹，為生命教育做 

最後的感受力呈現，有同理心、有責任感是當下應該要有的意識，動物也有感受也是有情

緒，何況是人跟人之間的情感，每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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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目標 

1. 能習慣在人群中展現自己的肢體律動。 

2. 能感受到音樂劇帶來的性格特質衝擊。 

3. 能認識並且探討各種不同情緒的發生情境。 

4. 能把情緒性格張力轉化成肢體語言表演展示。 

5. 能積極參與活動感受情緒上的轉變。 

6. 能有同理心、責任感的認知，了解生命是該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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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記錄 

課程名稱：浪浪可否有選擇？可有牠他她的情緒與表達 

A 課程實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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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課堂流程說明： 

〔是喵系？還是汪系？〕 

– 安妮新聞 9 月號 頭版插畫來探討。 

– 引起生活中共同的話題，回想動物生活形態的樣貌。 

– 模仿出各種靜態形體，暖身之後進階到動態情緒的肢體表演。 

 

〔音樂劇 Cat 角色性格剖析〕 

– 從劇中選出 4 位→個性、情緒、角色事件設定，差異較明顯的外在性格分析。 

– 透過戲劇肢體表演、音樂的張力，放大角色情感性格上的設定。 

  相互討論並且剖析探討，角色內在情緒漸階性的發展情境。 

參考 安妮新聞-10 月號 2 版 基本情緒圖鑑→ 學習察覺情緒 

– 運用性格特質卡/情緒識別卡 (圖卡) 

  來加深對於角色情緒發展的演變印象，更容易引導出積極發言的動力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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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肢體來訴說情緒〕 

– 延續從音樂劇感受到的情緒想法，試著用肢體變幻出語言。 

– 從簡單表面情緒表演，到漸進式的深層情境肢體表達。 

  把觀察到的、感受到的，透過肢體語言把情感情緒表現訴說在人群中。 

 

------------------------------------------------------------------------------------------- 

 

〔從動物的視角認識分離…牠怎麼了？〕 

– 藉由國際得獎微電影的觀賞，讓孩子從動物的視角認識死亡的分離。 

https://learnbettereducation.com/生命教育； https://vimeo.com/172499000 

– 引導運用安妮新聞 10 月號 2.3 版→情緒圖鑑/情緒探索地圖。 

  把看完影片後，當下屬於自己的感受跟狗狗當時的情感做情緒上的探索與分享。 

– 從不同物種的視角觀察生命中的分離情緒。 

 

〔12 夜帶來的衝擊〕 

– 分組進行家庭互動遊戲，運用家庭成員組成與功能性來完成遊戲。 

  進行遊戲 請每個家庭→發表各自想擔任的角色，以及說出角色義務與想做的事有哪些， 

                       把課堂氛圍帶入家人是不可分離情感的因素。 

      隨後請每個家庭→請投票選出要被離開的成員，再次探討突然被迫離開的情緒發展。 

                      是難過的？是無助的？被迫離開者的心情分享。 

 

– 延伸上一段整體的情緒氛圍，最後的 12 夜影片片段介紹。 

  為生命教育做最後的感受力呈現，原來動物也有相同的感受，也是有情緒的。 

  有同理心、有責任感是你們應該要學習；應該要有的意識，每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 

參考 安妮新聞-9 月號 5 版 回到第零天– 專訪 12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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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剛開始整個課程設計的架構主要以單一項表演藝術為主，但總覺得對於 3

年級學生好像可以再帶入一些特別的議題，這時再次翻閱安妮新聞時，被情緒

圖鑑與 12 夜生命教育這 2 版所吸引，於是就這樣涵蓋 3 個跨領域的課程設

計。 

    這時教案的設計困難點就來了，對於中年級學生來說情緒的認識也只有表

面淺層而已，要怎麼讓他們能更深刻的去探討情緒發展的情境，又要如何能把

肢體表演跟情緒融合在一起的呈現出來，還要再顧慮到生命教育這個面向…這

著實讓我思考了很久也很頭疼。 

    創意發想總在某個轉彎處，原來能把這 3 個不同領域面向串聯起來的就是

→動物，小孩與動物的情感是濃厚的，是貼近他們生活的，是有共鳴的，是能

讓他們最直接有感受力的連結。於是在課程進行中都能很快的進入情境、很有

想像力的展現肢體、很勇於表達與面對自己的情緒、也很能感同身受的看待浪

浪這個生命議題。 

    當然課程裡也需要很多媒材來支持，這個年齡層的孩子才能專注的吸收，

對於比較難懂的議題也能輕易了解，所以議題的備課顯得很重要，切入點要很

精準也要非常明確，千萬不可紙上談兵。 

最重要的互動遊戲一定是要有的，家庭觀念在這個時期還是很濃厚的，絕對是

個很好用的情感工具，果然遊戲中回饋回來的答案就一定會是接下來課程的延

續。 

    比較有遺憾的就是沒有多餘的時間來玩 →安妮新聞 10 月號 6 版的看圖說

情緒，這樣就可以再結合美術創作情緒卡。希望如果能再次推廣，一定要再爭

取更多一些時間。玩味美感教育–安妮新聞。 

 

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肢體表演學習成果 如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