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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示例-舞蹈 

主編序/ 群英漾藝才   

藝才課綱展新頁︰108年 7月，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 

範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以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 

暨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發布，啟動中小學藝才 

教育全方位之課程發展，揭櫫藝術基礎人才於實作、認知、 

審美、普及與尊重殊異之健全教育思維。 

藝才輔群創新路︰109年 6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 

領域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發布，9月，藝才輔導群正式 

成立，15位藝才班/藝才資優班優秀教師，通過輔導員遴選， 

成為我國首屆藝才教育教學與輔導體系之生力軍，兼含來自 

音樂、美術與舞蹈專業教授群的協力指導。 

藝才手冊建新例︰109年 12月，透過 5位藝推主持人員策劃、34位教師研編、20位專家審查

及 2位助理執編，達 560頁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發行，

提示藝才課程掌握課綱內涵，充實學習構面之施教效益，並以專業社群永續課程之研發。 

藝才教學交享閱︰110年 8月，集結示例研編、公開授課、社群運作等多面向輔導群精進策略 

，在主編及分組副主編週週耳提面命的督促下，與 15位諮審委員面對面的溝通，15位藝才輔導員

展現無比的能量，產出兼具課程設計、教材綜整、教法務實，篇篇精采之藝才教學示例。 

感謝︰副主編陳沁紅、丘永福、曾瑞媛等 3位教授之分組督導，莊敏仁、江淑君、黃芳吟、 

郭美女、張俊賢、羅美蘭、郭博州、林美吟、高震峰、鄭明憲、戴君安、江映碧、陳書芸、王雲幼、

張中煖等 15位教授之諮審指導，翁宗裕、柯逸凡、高振剛、林怡君、桑慧芬、陳怡蒨、鐘兆慧、 

莊浩志、簡俊成、鍾政岳、楊芬林、葉宛芃、陳秋莉、徐子晴、薛美良等 15位輔導員之用心編寫。

此次系列之出版，各位功不可沒，也盼各界不吝提供建言「藝」起來。 
 

吳舜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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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副主編序/ 舞創藝齊趣  

  教育部藝術才能班專長領域輔導群於去年成立，「舞創藝齊趣」

的產出，清楚的敘明五位優秀輔導員在過去一年的努力耕耘的成果。 

他們從課程設計、公開觀議課到示例研編，歷經循環式的討論、 

修正、與專家學者討論後的再修正，終於有機會讓他們的智慧結晶 

付梓成冊。 

  從小學到高中階段，一共有五個精彩的示例分享，從嘉義崇文 

國小楊芬林輔導員所主筆「望向山林的藝動-陳澄波畫作的跨域體

驗」，連結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與實踐，做主題式的課程跨域設計。 

芬林老師以在地化的概念出發，經由專業導覽對畫作的解釋與分析，

讓學生以畫作線條、圖案作為視覺焦點，融合以舞蹈元素引導學生做 

肢體的展現，以系列的課程整合學生的創作，最後將學生舞蹈創作 

呈現在文化中心的舞臺之上。 

  在苗栗市建功國小的陳秋莉輔導員，以「圓」來可以這樣玩！主題式即興創作課程。她以幾何圖

形中的圓為出發，連結生活上的物件、音樂聯想及拉邦動作分析的概念，引導學生在肢體發展與動作

質感的表現。在課程之中，亦邀請家長做「圓」的發想，透過孩子與家長肢體的共同合作，讓圓的 

形狀延伸到圓滿的意義，發展出「圓」在不同層次中的想像。 

  在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小的葉宛芃輔導員，也以發展學校特色課程為主軸，設計之主題「以搖頭

擺尾舞「客」獅-方口獅」，融合在地文化中之客家拳、方口獅進行中華民族舞蹈課程設計，配合學校

的語文教育提供學生的先備知識，以《西遊記》的人物特色發展做創作編排，讓學生理解將在地文化

融合於舞蹈課程中的特色及其重要性。 

  在基隆市建德國中任教的徐子晴輔導員，以「阿喀朗汗-吉賽兒之第二幕」為引導之動作編排， 

解決在教學現場中，學生不易區別各類舞蹈型態的問題。依據當代舞蹈家阿喀朗汗以舞劇《吉賽兒》，

從故事情節、動作表現到系列性的課程設計，逐步的引導學生理解各類型舞蹈動作特質。此份示例將

展示學生由文本導讀、肢體開發、分組討論到創作呈現的歷程。 

  在國立竹北高中任教的薛美良輔導員則以「古典芭蕾-初階硬鞋課程」編寫示例。硬鞋又稱為足

尖鞋（toe shoes），是古典芭蕾訓練中最重要的一環，當身體的基礎打穩之後，便有機會做出更多、

更困難的動作技巧。美良老師以硬鞋訓練，培養學生在古典芭蕾的知能，循序漸進由身體基礎的建立，

引導學生邁向專業之路。 

  這五個示例的完成，還要感謝張中煖教授、王雲幼教授、江映碧教授、陳書芸教授及戴君安教授

的協助，有他們的提點讓這個示例能去蕪存菁呈現最完整的一面。也期待舞蹈界的老師們不吝指正，

讓產出的示例能夠不斷地精進！ 

曾瑞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副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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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壹、單元主題  

  一、領    域：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二、藝術類別：舞蹈領域  

  三、科    目：中華民族舞  

  四、單元名稱：搖頭擺尾舞「客」獅~方口獅 

貳、單元計畫  

  一、設 計 者：葉宛芃 

  二、學習對象：第三學習階段，五年級  

  三、授課節數：一節40分鐘，共16節，640分鐘 

  四、設計理念：  

  復旦國小位於桃園市平鎮區東北邊陲，多為客家族群的聚集居住區。客家文化中的客家獅、

客家拳因為分布於客家區域，因此，想讓客家在地文化成為本校特色，客家獅、客家拳成為我們

課程設計的動機。 

  客家獅是結合音樂、武術、戲劇、舞蹈的一項綜合藝術，客家獅屬於開口獅的一種，獅口

成方型因此稱為「方口獅」。台灣客家獅的源起傳說在不同地區有不同傳說，有些地區認為取自

《西遊記》裡唐僧取經故事，不管源起哪個地區，客家獅的表演往往都是敘述一個故事，特色就

是帶有戲劇性的演出，其發揮的空間很大，可多樣性的發展。因此，透過課程設計依據新課綱的

素養奠基為方向：將客家~方口獅以主題統整課程的方式進行課程設計，以客家獅源起傳說《西

遊記》裡的故事，同時結合本校語文教育閱讀，蒐尋相關文獻資料及對照方口獅的大面、小面、

獅子等人物及逗趣的故事劇情，並與《西遊記》裡的人物特色、故事相符，於是透過《西遊記》

文學中的靈感讓學生思考及挑戰改編客家~方口獅，透過以肢體動作詮釋方口獅及客家拳術之精

神，展現出創新之風格。教師將客家獅、客家拳研發創新至中華民族舞課程中，希冀在教學的引

導下，瞭解客家~方口獅不僅是多元性結合，還有豐富的文化底蘊作為基礎；進而轉化學生學習

舞蹈的動力及激發挑戰的態度，得以讓客家文化永續發展並作為藝術創新融合的契機。 

  杜威：「教育即生活」。我們的閱讀開啟了靈感與學習，十二年國教 108課綱的重大信念

是期望學生從生活經驗中學習，學習與生活之結合，在學習觀點上，知識(舞蹈)是來應用的，從

應用中展現能力，在展現過程中進而薰陶內心，昇華自己的態度呈現帶著走的能力，以達符應十

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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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五、教材來源： 

1.桃園在地傳統客家文化藝師劉文珍藝師 
2.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西遊記 9 悟空獨戰九頭獅》; 僮書房兒童圖書社 

   
六、教材分析： 

1.將方口獅傳統客家藝術融入學習，對在地傳統文化有更深入體驗與認識深耕在地課程。 
2.經由客家拳術的動作融入中華民族舞動作結合運用，並配合音樂展現創新之風格。 
3.以中國古典文學《西遊記》為文本，輔以閱讀理解策略，解構文本，讓學生練習創作舞作小

品。 
4.以分組合作學習，鼓勵學生激盪出創意。 
5.依課程目標服膺藝術才能學習構面，發展三大單元 16節單元子題活動課程設計： 

 
 
 
 
 
 
 
 

 
 
 

 

 

在地文化
永續傳承

探索文學

再造結合

藝術創新
文化發展

  

 

單元主題一： 

天圓四方舞客鄉 

行動呈現、互動合作 

單元主題二： 

探古藝今嬉遊記 

邏輯思考、互動合作 

單元主題三： 

方口獅舞嬉遊記 

藝術創作、互動合作 

•家鄉情〜舞客拳 

•咚咚鏘〜舞客獅 1 
•咚咚鏘〜舞客獅 2 
•全棚獅〜舞客獅 

 

•武功動作拳想空間 

•舞方口獅嬉遊趣 1 
•舞方口獅嬉遊趣 2 

 

•探古藝今創新發展 

(結合學校特色語文教育、協同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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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6. 課程流程圖 
 
 
 
 
 
 
 
 
 
 
 
 

 

七、關鍵字：中華民族舞、客家方口獅、合作學習 

八、課綱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舞才Ⅲ-P3 主動與群體合作。 
舞才Ⅲ-K1 認識舞蹈基本元素。 
舞才Ⅲ-S2 透過引導，分組進行動作的發想、探索 
          及呈現。 

核

心 
素

養 

藝才 E-C3 
關心在地與國際藝術展演，認

識與包容文化的多元特性。 
 
藝才E-B3 
藉由多元的學習方式，促發藝

術感知與實作的潛能，培養日

常生活中的美感素養。 
 
藝才 E-A3 
參與藝術展演活動的規劃，培

養藝術實作的創意思維。 

學習 
內容 

舞才Ⅲ-P3-1 積極參與群體活動：含舞蹈創作與 
排練等。 

舞才Ⅲ-P3-2 舞蹈作品呈現及觀察。 
舞才Ⅲ-K1-1舞蹈動作與基本元素的認知： 

含舞蹈動作原理及舞蹈專用術語等。 
舞才Ⅲ-S2-1 舞蹈不同元素的整合及運用。 
舞才Ⅲ-S2-2 不同媒材的多元運用 含道具、音樂 

等。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名稱 

多元文化教育 

實質 
內涵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學習 
重點 

舞才Ⅲ-S2 透過引導，分組進行動作的發想、探索及呈現。 
 (學生能分組進行改編客家獅之劇情並將武功基本動作融入呈現)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語文領域 
5-III-9 因應不同的目的，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 

(學生能運用 5W1H的方式，概覽故事大意，摘要出文章大綱) 
2-III-5 把握說話內容的主題、重要細節與結構邏輯。 
      (學生能有條理口述發表自組改編故事內容)  

搖頭擺尾舞「客」獅~方口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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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設備資源：投影機、布幕、音響、電腦、樂器、PPT、iPad、四開圖畫紙、壁報紙、看版 

十、學習評量： 

(一) 評量類別：  

1.定期/總結評量：比例 50 %，口頭發表、實作表現、同儕互評  

2.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50 %，口頭發表、書面報告、實作表現、課堂觀察 

(二) 評分規準： 

以四等量表為評分規準: 

優 ／ 非常符合(全部能做到)         佳 ／ 符 合(多數能做到) 

可 ／ 普  通 (部分能做到)          努力／不符合(少部分做到)   

 
十一、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舞才Ⅲ-P3、舞才Ⅲ-K1、舞才Ⅲ-S2 

舞才Ⅲ-P3-1 積極參與群體活動：含舞 
蹈創作與排練等。 

舞才Ⅲ-K1-1 舞蹈動作與基本元素的

認知：含舞蹈動作原理及

舞蹈專用術語等。 
舞才Ⅲ-S2-1 舞蹈不同元素的整合及

應用。 
舞才Ⅲ-S2-2 不同媒材的多元運用含

道具、音樂等。 
            

學習目標 
單元主題一：【藝才 E-C3】 
舞才Ⅲ-K1-1、舞才Ⅲ-S2-2、舞才Ⅲ-P3-1 
1.能做出客家獅獅套的完整呈現，並知道專業用語。 
2.探索客家獅道具進行流暢運用。 
3.能展現客家獅〜「全棚獅」完整作品之精神。 
 
單元主題二：【藝才 E-B3】 
舞才Ⅲ-S2-2、舞才Ⅲ-P3-1 
1.有組織改編《西遊記》劇情與客家獅之應用。 
2.積極與他人分享與合作，並懂得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單元主題三：【藝才 E-A3】 
舞才Ⅲ-K1-1、舞才Ⅲ-S2-1、舞才Ⅲ-S2-2、舞才Ⅲ-P3-1 
1.能正確做出棍及武功基本動作，並知道專業術語。 
2.能運用客家拳融入武功基本動作配合音樂呈現舞作小

品。 
3.能藉由整合改編創造新思維，並能確切表達改編方口獅

與武功基本動作結合。 
4.能主動參與互助合作，並呈現創作能力，快樂的分享與

回饋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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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學流程/活動摘要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一】《家鄉情〜舞客拳》 
時間 

 (一)課前準備 
    尋找客家傳統文化~方口獅相關資料與圖片 
(二)引發動機 

1. 步驟一：詢問學生曾經聽過哪些舞獅？有看過哪些？這些舞獅清楚知道分布在哪嗎？ 
步驟二：詢問學生曾經聽過客家獅嗎？有看過嗎？ 

2. 步驟一：教師播放PPT客家獅~方口獅的圖片，並介紹客家獅的源由。 
步驟二：教師以4F反思提問讓孩子述說PPT中所看到的？感受到的？ 發現什麼？可以

做些甚麼？ 
(1) Fact：看到方口獅獅頭的特徵，頭頂呈圓嘴巴大呈方形，嘴巴可以做開閉動作。   
(2) Feel：有無感受周圍生活中很少看到或是聽到客家獅？     
(3) Finding：有發現方口獅的特徵外，使用的道具也很特別如草蓆，及舞獅子時是有 

故事情節。 
(4) Future：身為住在客家族群區域的一份子，我更應該先了解在地文化、注重在地文 

化，甚至如何運用客家特色與我們所學的舞蹈創造出新的不同風格之藝術 
(三)發展活動 

1.說明客家傳統文化中的方口獅： 
    (1)角色：了解大面(大頭佛或是沙和尚)、小面(猴子)、方口獅的性格定位。 
    (2)劇情：大面、小面、方口獅的故事劇情。 
    (3)道具：方口獅、大頭佛面具、猴子面具、青枝、手扇、桃子、蛇及草蓆等。 

(4)舞蹈：方口獅的七星步、客家拳術。 
(5)音樂：認識客家獅鼓、鑼、鈸的樂器。 

2.學習劉文珍藝師之客家拳–詠春十四式 
個人練習：(1)四平馬步(紮馬步)練習：腳掌平行張開，略寬於肩半蹲，身體保持挺立。 
          (2)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右手招式。 
          (3)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左手招式。 
          (4)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右、左手招式結合。 
分組練習: 將全班分成 5人一組，共四組練習，分組指導。 

3.學生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進行方向及層次的創意變化: 
個人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右、左手招式為一組動作，進行方向及層次低、中、高的創意變化。 

 (四)統整活動 
1.教師說明客家獅的音樂樂器為大鼓、銅鑼、鈸相互配合稱為文場，舞客家獅的時候稱為     
  武場。 
2.客家人習武為強身報國，對學生做出客家拳詠春十四式招式給予肯定與鼓勵，經由上述 

    同學相互觀賞與教師評量後，能指出待改進的地方的空間。     
  3.提示下一節的學習內容。 

........................................... 第一、二節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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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一】《家鄉情〜舞客拳》 

時間 

能清楚知道客家傳統文化中的方 
口獅 

小面(猴子)面具 大面(大頭佛或是沙和尚)面 
 具 

方口獅道具、草蓆、面具等 

能領 
做 
出 
客 
家 
拳 
術 
的 
要 

能領 
做 
出 
客 
家 
拳 
術 
的 
要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二】《咚咚鏘〜舞客獅 1》 

時間 

 (一)課前準備 
    準備客家獅~方口獅樂器鼓、鑼、鈸。 
(二)發展活動 

1.客家獅藝~方口獅鼓法、鑼、鈸訓練(文場)： 
    簡單說明客家獅的樂器以鼓、鑼、鈸配合為主稱為文場，節奏輕快。 
    (1)鼓的打法：要打鼓心。 
    (2)鑼的打法：要敲打中間。 

(3)鈸的打法：雙手上下合拍。 

客家獅樂器<鼓> 客家獅樂器<鑼> 客家獅樂器<鈸> 
2.複習個人客家拳動作: 練習詠春十四式 

    (1)四平馬步(紮馬步)  
    (2)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右手招式。 

(3)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左手招式。 
(4)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右、左手招式結合。 
(5)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右、左手招式為一組動作並做方向及層次低、中、高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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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二】《咚咚鏘〜舞客獅 1》 

時間 

3.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對打: 
  (1)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兩人一組面對面對打招式。 

    (2)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兩人或三人一組面對面對打招式為一組動作，進行方向及層次低、 
   中、高的創意變化。 

  4.兩人或三人一小組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試著加入 5 個武功基本動作。  
5.客家獅藝~方口獅步伐、雙獅訓練(武場)： 

(1)練習七星步：強調低蹲七星步、低蹲七星步變換方向。 
(2)學習雙獅拿法：雙獅指的是「雙人」舞的獅，一人執獅頭、一人牽獅尾，兩人一組練 
習。 

(三)統整活動 
1. 教師說明客家獅以舞步動作與鼓聲配合協調著稱，因此打鼓者是主要主導整場節奏， 
隨時關注方口獅的動向才能配合合一，打鑼者要按，打鈸要放，配合著鼓的節奏，鼓、

鑼、鈸相互配合稱為(文場)，下一節課我們會開始練習舞客家獅，舞客家獅稱為(武場)。 
2. 對於兩人一組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試著加入武功基本動作，對學生能做出嘗試變化給予 
鼓勵及讚美。 

       .............................................第三、四節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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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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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三】《咚咚鏘〜舞客獅 2》 

時間 

 (一)課前準備 
準備樂器：鼓、鑼、鈸。道具：方口獅、大頭佛面具、猴子面具、青枝、手扇、桃 
子、蛇及草蓆等。 

(二)發展活動 
1.複習說明客家獅藝~方口獅鼓法、鑼、鈸訓練(文場)： 

    (1)鼓的打法：要打鼓心。 
    (2)鑼的打法：要敲打中間。 

(3)鈸的打法：雙手上下合拍。 
2.客家獅藝~方口獅依據角色、劇情、舞蹈、音樂介紹說明(武場)： 

    客家獅藝完整的表演稱為「全棚獅」，包括獅套和武術，獅套的角色有方口獅、大

面、小面，內容為方口獅和大面、小面三者間的互動，以靈活逗趣的動作、戲劇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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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三】《咚咚鏘〜舞客獅 2》 

時間 

其中，增趣不少形成自然、戲劇化的獨特風格，草蓆是客家獅表演最特殊的道具，正

正方方的草蓆，四個邊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獅子在表演時位居中位象徵

「唯我獨尊」；根據草蓆中的「蓆」字，也有作「佔有一席之地」的解釋，「咬草

蓆」也是客家獅最具的特色內容。武術的呈現分為拳術及兵器的對打；走的步伐以七

星步為主，強調低蹲七星步法，少有飛躍、直立等動作，配合文場音樂節奏，成為客

家獅所獨特的特色，方口獅堪稱是音樂、舞蹈、武術、戲劇合一的藝術。 
 3.客家獅藝~方口獅步伐、雙獅訓練(武場)： 

(1)複習七星步：強調低蹲七星步、低蹲七星步變換方向。 
(2)複習練習雙獅拿法：雙獅指的是「雙人」舞的獅，一人執獅頭、一人牽獅尾，兩人一

組練習。 
 4.獅套練習(含故事劇情) 

(1)請獅：身體面向第五方位，踏右腳點左腳，手式右拳左掌。向右轉身第一方位 
蹲馬步，手式為右拳左掌。接

著身體面轉向第七方位，踏

右腳點左腳，手式右拳左掌

敬禮姿勢(左請師父)，換替三
方位面踏左腳點右腳，雙手

右拳左掌敬禮姿勢(右請師

父)，中請眾家兄弟。  
 (2)繞場：猴子帶著大頭佛

(也亦是沙和尚)、方口獅跑步

繞圓場。 
 (3)起獅：四人各弓箭步站

四個位置面向方口獅、大頭

佛面具、猴子面具、青枝、

手扇、桃子、蛇及草蓆等， 
各拿起獅頭獅尾、大頭佛面

具、猴子面具放右側腰。小面(猴子)帶領大面(大頭佛也亦

是沙和尚)、獅頭做踏跳步繞草蓆一圈回到原來位置，腳

踏七星步後朝第八方向做左側弓箭步停姿勢，再做一次腳

踏七星步後朝第二方向做右側弓箭步停姿勢。 
接著拿獅頭的人將方口獅頭戴到自己的頭上，拿獅尾的人

將獅被放在自己背上，大頭佛面具、猴子將面具套上。 
 
 
 
 
 

身體面向第五方位 面向第一方位蹲馬步 

 身體第七方位 身體第三方位 

 
(3)起獅：四人各弓箭步站四

個位置面向方口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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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三】《咚咚鏘〜舞客獅 2》 

時間 

    (4)咬青：小面(猴子)拿起地上的仙桃放脖子上，大面 
             (大頭佛亦是沙和尚)左手拿起地上的青仔，右手拿扇子，左右擺動，腳踏七星

步，並以扇子輕拍青仔引誘方口獅前來咬青，當方口獅咬青時大面(大頭佛也

亦是沙和尚) 右腳向方口獅獅頭頭部踢去方口獅立即向後閃躲，大面(大頭佛

也亦是沙和尚)向後轉將青仔藏腋下，伸出空的左手，向方口獅比畫，大面(大
頭佛也亦是沙和尚)再將青仔拿給方口獅看，告訴青仔沒被吃掉，轉身背向方

口獅搧扇搖青仔，方口獅用方嘴碰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 背同時連續三

次，並將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 向前推(此動作繞著地上的草蓆重複四 
次)。此時的小面(猴子)在旁得意的戲耍表演武藝。 

   (5)捉蟲：方口獅先捉右腳後捉左腳，再向獅尾捉，然後做七星步朝第八方向做左側弓箭 
步停姿勢，再做一次腳踏七星步朝第二方向做右側弓箭步停姿勢(代表生氣捉 
不到)，然後再向獅尾捉一次蟲。 

   (6)睡覺、互動：方口獅睡覺，大面、小面之間互動場景、方口獅捉累了趴在地上睡覺， 
小面(猴子)調皮地坐上獅被，拿仙桃戲弄方口獅耳多，換大面(大頭佛也亦是 
沙和尚)坐在獅尾背上搧扇，小面(猴子)調皮的用腳踢踹坐在獅尾上的大面(大 
頭佛也亦是沙和尚)，然後躲在正在熟睡的方口獅獅被裡，大面(大頭佛也亦是 
沙和尚)從獅被中將小面(猴子) 抓了出來。 

(三)統整活動 
1.教師說明客家獅舞步以七星步為主要步伐動作，和其他舞獅不同之處在於有大面(大  
  頭佛也亦是沙和尚)、小面(猴子)的角色，有故事內容，表演為三者間的互動關係： 

    (1)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及小面(猴子)的互動。 
    (2)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及方口獅的互動。 
    (3)小面(猴子) 及方口獅的互動。 
    (4)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小面(猴子) 及方口獅三者的互動。 

2.提示還有未完成的學習內容有抓耳、獅醒、獅咬蓆、獅子吃桃、最後敬禮等，及將客家 
    拳加入展現全套的「全棚獅」。 

    ............................................第五、六節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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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 

(5)捉蟲：方口獅獅頭尾捉蟲 捉蟲：第二次方口獅獅頭尾捉 (6)睡覺、互動：大面坐在獅尾

上，小面腳踢踹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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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四】《全棚獅〜〜舞客獅》 

時間 

(一)課前準備 
    樂器：鼓、鑼、鈸。 
道具：方口獅、大頭佛面具、猴子面具、青枝、手扇、 

桃子、蛇及草蓆等。 
(二)發展活動 

1.複習兩人一組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對打: 
  (1)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兩人面對面對打招式。 

(2)兩人或三人一組客家拳詠春十四式進行方向及層  
  次低、中、高的創意變化。 
(3)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兩人或三人面對面對打招式為一組動作，進行方向及層次低、中、 
高的創意變化。 

(4)兩人或三人一小組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加入 5 個武功基本動作。 
2.兩人或三人一小組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繼續再加入 5 個武功基本動作。 
3.複習上週客家獅藝~方口獅獅套練習(含故事劇情)： 

     (1)請獅。(2)繞場。(3)起獅。(4)咬青(5)捉蟲。(6)睡覺。 
4.這週學習(7)抓耳。(8)獅醒。(9)獅咬蓆。(10)獅子吃桃。(11)敬禮。 

    (7)抓耳：醒後坐姿右腳向獅頭抬起，獅頭向右斜約 30度左右，左邊亦同。 
    (8)獅醒：小面(猴子)繼續調皮敲方口獅頭，獅子張開大嘴將小面(猴子)頭咬住，大面(大 

頭佛也亦是沙和尚)趕緊救他。 
    (9)獅咬蓆：獅子把整張草蓆咬起來，往旁丟出去，小面(猴子)、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

尚)、獅子三方都看見地上的蛇，都嚇得往後跳，前進後退各三次，接著方口

獅將地上的蛇咬了起來甩右一次、甩左一次、最後將咬住的蛇甩出去。 
   (10)獅子吃桃：然後小面(猴子)用桃子逗獅子，獅子咬住桃子雙方拉扯過程中，小面(猴子)

將桃子放開，自己往滾後一圈，獅子前去咬小面(猴子)，大面(大頭佛也亦

是沙和尚)前往救小面(猴子)。 
(11)敬禮：三者往後三拜，小面(猴子)帶領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獅子繞場一圈排

一橫排敬禮結束。 
5.呈現客家獅完整作品「全棚獅」–客家拳及舞方口獅分小組完成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與獅套

結合。 
(三)統整活動 
  1.經由小組相互觀摩與分享 

(1)個人回饋欣賞他人表現的想法。 
(2)個人回饋分享學習的心得。 
(3)教師給予學生肯定與鼓勵，習得在地客家文化的價值。 

2.教師說明已學會完整的客家「全棚獅」，後續請學生思考： 
(1)西遊記裡的人物孫悟空、沙悟淨、豬八戒等三人性格特色與大面、小面及方口獅三 

   者有何相同之處？例如大面(大頭佛也亦是沙和尚)有沒有顯現出負責「憨、直」的 
沙和尚，小面(猴子) 的藝高膽大、調皮的孫悟空呈現的「精、蠻」以及獅子的動物 
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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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一：天圓四方舞客鄉 
【單元活動四】《全棚獅〜〜舞客獅》 

時間 

(2)客家拳與武功基本動作可以結合嗎？ 
(3)說明以上兩個問題請學生回去思考，及交代學生先利用課餘時間複習上學期學習過 
古典舞道具-棍之基本動作。之後需要的道具與棍有關聯，先複習動作這些都是有助於 
下一堂課的學習。 

...............................................第七、八節結束 .............................................. 

 
 
 

 

學習歷程 

(7)抓耳：獅頭向右斜約 30度左 
右 

(8) 獅醒：獅子張開大嘴將小     
面頭咬住 

(9)獅咬蓆 

 

單元主題二：探古藝今嬉遊記 
單元活動《探古藝今創新發展》 時間 學習歷程 

 (一)課前準備 
1.學生準備：黑色、紅色、藍色麥克筆各一支 
2.教師準備： 

(1)本單元活動與該班導師於<國語課>進行協同教學。 
(2)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西遊記 9 悟空獨戰九頭獅》-- 第八十八 
   回~第九十回故事內容(附錄二)。 
(3)四開圖畫紙對折切開。 
(4)對開圖畫紙、壁報紙。 
(5)看板。 

(二)引起動機： 
    教師說明台灣客家獅的源起傳說在不同地區有不同傳說，有些地

區認為取自《西遊記》裡唐僧取經故事，但是不管源起哪個地區，客

家獅的表演都是敘述一個故事，帶有戲劇性表演的呈現，我們來以客

家獅源起傳說《西遊記》裡的故事，來看看方口獅的大面、小面、獅

子等人物，可以怎麼改編方口獅並展現出新的風格。  
(三)主要活動：使用六何法 5W1H 策略 
              何人(Who): 文本提到哪些人？  
              何事(What): 文本提到哪些事？ 
              何地(Where):在哪裡發生?  
              何時(When):甚麼時候發生?  
              為何(Why):事件為何出現?  
              如何(How):如何解決?結果如何? 
 

 
 
 
 
 
 
 
 
 
2 
 

 
 
 
 
 
 
 
 

 

《西遊記 9 悟空獨
戰九頭獅》第八十八

回~第九十回故事內
容。 

使用六何法 5W1H 
策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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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二：探古藝今嬉遊記 
單元活動《探古藝今創新發展》 時間 學習歷程 

1.閱讀文本提取訊息 
    (1)帶領學生閱讀中國古典小說名著--《西遊記 9 悟空獨戰九頭      
       獅》。第八十八回「唐僧當祖師了」、第八十九回「找回三 
      件兵器」、第九十回「悟空獨戰九頭獅」。 
    (2)找出人、事、時、地、物，請以五個字內用藍色麥克筆寫出 
       『人』，紅色麥克筆寫出『地點』，黑色麥克筆寫出『事情』 
       寫在圖畫紙張上，一張一個重點，寫一個印象最深刻的內容。 
    (3)『事情』用關鍵詞寫出。 

(4)寫完後『人』、『事情』、『地點』後，各依時間先後出現順 
   序，依序排列出。 

    (5)寫完各依時間先後出現順序排列，並分組發表故事。 
2.提取討論推論訊息 

    (1)故事裡的人、事、時、地、物劇情並探討。 
(2)故事內容各段落進行解析，並將故事內容完全理解。 

3.推論詮釋整合訊息 
(1)分三組討論根據故事裡的人、事、時、地、物劇情依序排列 

       出，引導學生以文本為主將故事裡的人、事、時、地、物劇 
情的經過將事、地、做替換或套入改編劇情。 

    (2)黑色麥克筆寫出原本故事，紅色麥克筆寫出改編劇情，藍色 
   麥克筆寫出舞蹈動作，依故事情節順序寫在四張對開圖畫紙 
   張上。  
(3)各組將以四張對開圖畫紙張發表口述改編故事內容。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黑色筆寫出原本故事，紅色筆寫出改編劇情，藍色筆寫出舞蹈動作。 
4.整合改編創造訊息 

(1)分三組各組討論、分配、角色與舞蹈編排。 
(2)教師引導武功基本動作如何結合方口獅，讓學生將方口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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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人、事、時、地、物寫

在圖畫紙張。 

 
寫出關鍵詞 
 
 
 
 
 
 
 
 
 
 
 
 
 
 
 
 
 
 
 
 
 
 
 
 
 

黑色筆寫出原

本故事，紅色

筆寫出改編劇

情，藍色筆寫

出舞蹈動作，

這組同學自行

加綠色筆寫出

給 獅 子 加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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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二：探古藝今嬉遊記 
單元活動《探古藝今創新發展》 時間 學習歷程 

客家拳融入自組改編的劇情透過武功基本動作結合創作表現。 
(四)統整活動 

1.教師經由文本導讀第八十八回~第九十回故事內容，學生主動 
找出人、事、時、地、物劇情後完全理解故事情節給予肯定與 

  讚美，也請學生省思並了解團體合作的重要性。 
2.教師強調改編方口獅故事要以客家拳、武功基本動作表現。 
3.請各組利用課餘時間，將四張圖畫紙裡的內容，重新寫在一張大 
壁報紙上並釘在看板上。 

...............................................第九、十節結束 .................................. 

 
3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武功動作拳想空間》 

時間 

(一)課前準備 
1.學生：複習上學期學習過古典舞道具-棍之基本動作。 
2.教師：準備道具棍、音樂 

(二)發展活動 
1.講述中華民族舞武功基本動作與客家拳之關聯：中華民族舞單一基本動作練習。 

(1)把桿腿部動作 
   a.壓腿動作：正腿、旁腿、後腿 

b.踢腿動作：正腿、旁腿、跨腿、十字腿、片腿 
c.朝天蹬、倒踢紫金冠 

(2)中間膀部動作：雲手山膀、風火輪、穿掌亮相、托掌、按掌。 
(3)中間腰部動作：下腰、涮腰、點步翻身分解動作、鷂子翻身。 

    (4)中間步伐：弓箭步與馬步、仆步穿掌。 
    (5)移動步伐：提襟跑圓場。 

2.講述中華民族舞武功基本動作與客家拳融合與呈現： 
    (1)複習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兩人面對面對打招式為一組動作，進行方向及層次低、中、 
       高的創意變化。 
    (2)複習兩人一小組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融入 10 個武功基本動作呈現。 

3.中華民族舞武功基本動作與客家拳融合與呈現： 
    (1)兩人或三人一小組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融入武功基本動作配合音樂呈現。 
    (2)分小組進行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融入武功基本動作結合成一舞作小品。 

4.講述孫悟空使用之金箍棒與道具-棍之關聯。 
    (1)複習上學期曾學習過道具-棍之基本動作 

(2)棍之簡單基本動作：a.手型      b.甩棍 
 (三)統整活動 
    教師說明後續課程文學後：學生透過文本改編方口獅劇情，可以將這

兩年半所學的中華民族舞舞蹈動作，及前兩週所學的方口獅、客家拳融入

(替換或是套入)至自組改編的劇本裡。 
 
......................................第十一、十二節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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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武功動作拳想空間》 

時間 

學習歷程 

客家拳身體型態轉換武功動

作山膀動作。 

 
請獅動作身體型態轉換武功動作的

手式，力道可內化穿掌亮相、托掌、

按掌；甚至可延伸至仆步穿掌。 

 
師生將客家拳與武功基本動作

結合舞作小品。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舞方口獅嬉遊趣 1》 

時間 

 (一)課前準備 
1.學生準備：各組將改編寫好的壁報紙貼於活動看板上 
2.教師準備：音樂、方口獅、大頭佛面具、猴子面具、手扇、桃子、蛇、草蓆及棍等。 

(二)發展活動： 
1.講述方口獅的劇情來做創意改編，例如小面(猴子)可以將桃子道具改成-棍來呈現，動 
作將融合中華民族舞課。 
中華民族舞單一基本動作練習。 
(1)把桿腿部動作 
  a.壓腿組合：正腿、旁腿、後腿 

b.踢腿動作：正腿、旁腿、跨腿、十字腿、片腿 
c.朝天蹬、倒踢紫金冠 

    (2)中間腰部動作：下腰、涮腰、點步翻身分解動作、鷂子翻身。 
    (3)中間腿部動作：掃堂腿、烏龍絞柱、入洞。 
    (4)中間組合：十三響之分解動作。 
    (5)組合動作：提襟跑圓場、趴虎、十三響、五響躦子 

2.中華民族舞武功基本動作與客家拳融合與呈現：  
(1)複習兩人或三人一組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增加武功基本動作融入並配上音樂呈現。 

    (2)所有小組共同將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融入武功基本動作結合成一舞作小品。 
3.各組改編的情節將方口獅、客家拳與中華民族舞蹈融合練習與討論。 

    (1)各組運用音樂練習動作。 
    (2)分組練習，教師給予各組指導。 
(三)統整活動： 

1.學習歷程回饋與省思 
(1)教師說明學生透過閱讀文本，將以學習過的方口獅改編，用武功基本動作、客家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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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舞方口獅嬉遊趣 1》 

時間 

   呈現有何想法？  
(2)客家文化為中華民族文化之一，將客家拳與武功基本動作兩者合和為一舞作，有何 
   其想法？ 

2.教師說明客家文化蘊含著過去的生活智慧結晶，經由我們的學習與融合、實踐與努力， 
我們將方口獅改編加入武功基本動作會不會有創新的呈現？ 

...........................................十三、十四節結束 .............................................. 
 

 
 
 
 
 
 

 
 

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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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方口獅情節運用片腿 
 原 
 獅 
 子 
 咬 
 桃 
 子 
 可 
 用 
 棍 
 子 
 替 
 換       

 
獅子咬棍 

 
改編方口獅情節運用片腿、風火

輪、單手側翻。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舞方口獅嬉遊趣 2》 

時間 

 (一)課前準備： 
1.學生準備：各組將改編寫好的壁報紙貼於活動看板上 
2.教師準備：(1)音樂、方口獅、大頭佛面具、猴子面具、手扇、桃子、草蓆及棍等。 

              (2) 將音樂輸入3台ipad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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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舞方口獅嬉遊趣 2》 

時間 

(二)發展活動： 
1.暖身及複習上週的動作 

(1)把桿腿部動作 
  a.壓腿組合：正腿、旁腿、後腿 
  b.踢腿動作：正腿、旁腿、跨腿、十字腿、片腿 
  c.朝天蹬、倒踢紫金冠 

    (2)中間腰部動作：下腰、涮腰、點步翻身分解動作、鷂子翻身。 
    (3)個人複習自小組要呈現的武功基本動作 
    (4)複習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融入武功基本動作結合成共同舞作小品。 
    (5)複習棍基本動作：手型、甩棍。   

2.回顧文本改編，各組複習討論 
    各組運用 ipad裡的音樂複習動作，表達改編的情節與舞蹈融合。 

3.進入各組合作發表、各組的創作呈現 
      (1)各組推派一人發表說明改編內容與動作的連貫。 

 
  一、「客家拳組」             二、「方口獅組」       三、「西遊記組」   

(2)各組隨著改編與武功基本動作、音樂結合創作發表。 
(三)統整活動： 

1.經由上述同學相互觀賞與評量 
   (1)能說出最能展現客家方口獅與《西遊記》融合的組別，其特色為何？ 
   (2)能自我分享學習客家方口獅的歷程感想及閱讀《西遊記》後有何相關連結？ 
   (3)能自我分享改編所學的客家獅創作歷程的心得感想？ 

2.分發互評表單(附錄三)、學習回顧與省思單(附錄四)，教師給予學生肯定與鼓勵， 
 依據今天的課程提出回饋與各組可再改進的地方與發展的空間。 

............................第十五、十六節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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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單元主題三：方口獅舞嬉遊記 
單元活動《舞方口獅嬉遊趣 2》 

時間 

 
按掌、提襟、跑圓場 

各組運用武功動作合作改編創

作方口獅 

學 
習 
回 
顧 
與 
省 
思 
單 
(附
錄四) 

 

十三、教學省思與回饋 
教學現場分享與回饋 
(一)課程設計不斷滾動式調整： 

1.教師要如何嘗試創新教學？ 
  教師群中無客家文化的先備知識、經驗，參與工作坊之後發覺全棚獅(方口獅、客家拳)可發揮
的空間非常大，可多樣性結合發展。因此結合學校語文教育與國語老師進行協同教學，學生

習得單一性動作客家拳後進行創作，老師協助整合成舞作小品，接著再挑戰改編客家獅劇情，

並自行融入中華民族舞課所學的武功動作，展現師生共學、創新的方口獅，使舞蹈班的課程

設計給學生多思考、多挑戰、多刺激、多激盪、多合作，多發揮創意潛能的空間。 
2.在嘗試將客家獅、客家拳帶入改編故事後要如何避免演戲劇、民俗技藝呈現？ 
  學生在嘗試的過程中，會因故事劇情關係而自然呈現出戲劇表演，教師隨時要耳提面命引導

學生思考舞蹈的優勢在哪？挑戰學生：一、希望能將中華民族舞蹈的多元面貌傳達給學生。

二、並給予學生探究身體外的共同合作創意。 
3.教師嘗試創新教學後學生的潛能被激發？ 
  老師將舞蹈帶入客家獅劇情裡，再直接配上找好的音樂，就像設計一首舞作小品課程，對舞

蹈老師來說是件個人容易完成準備的課程，也是學生最好配合老師指令完成動作的課程。在

嘗試著師生共同合作時，學生樂在其中享受客家文化的課程。尤其是看到學生專注的神情、

積極投入討論，反覆的合作學習、合作配合練習，學生腦中的思考歷程被激發挑戰具體地呈

現出來！帶著走的能力是跟著自己一輩子的能力，這對師生來說都是很棒的學習成長經驗！ 
(二)客家文化是桃園在地客家文化傳統重要的文化資產，其素材來源更是藝術教育最珍貴的傳承， 
   而劉文珍藝師對於保護客家文化更是不遺餘力，因此期許未來能傳承的教師給予參考與建議： 

1.客家獅是結合音樂、武術、戲劇、舞蹈的一項綜合藝術，若能讓客家文化成為藝術生活，融

入學校教育發展為特色課程。 
2.客家文化因區域的發展有所差異，也多因口傳的方式進行和人、地、時的關係，教授的內容

也略有些微不同，藉由此次課程與劉文珍藝師獨特風格，結合本校舞蹈教師的專長與藝術內

涵，共同研發創新適合本校學生學習之呈現教材，發展成為本校中華民族舞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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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示例-舞蹈 

 任務導向研發課程 
(一)我們將客家文化客家拳設計於中華民族舞課程？ 
    以客家文化客家拳招式為素材，規劃中華民族課課程多一項拳術學習，就像是傳統課程中常見 
    的毯子功、身段甚至各族有各族的舞蹈動作、、、等，我們將客家拳結合武功基本動作呈現不 
    同風格，發展出一套【客家武功拳】或是我們自稱【十四式武功動作】為本校中華民族舞課程 
    特色之一。 
(二)十二年國教課綱期許，學生生活經驗中學習知識，老師們鼓勵發揮群體智慧與合作。 
    協同教學的跨域合作，借重每一位教師的專長與觀點，一起激發課程與教學的創意，在教師群的 

共備滾動式的教學修正，讓下一次的教學會更好。老師依據課綱、教學目標設定相對應的學習 
    任務，過程中不斷檢視課程的適切性，給予不同的課程提供學生探索，在學生執行課程內容的同 
時從旁給予適時的引導，並給予客家文化的訊息與舞蹈基本動作結合供學生運用；最後學生在運 
用老師給予訊息的同時，進行學生行為的觀察並適時給予提點，當學習者經由被賦與任務進而產

生責任感時，自發性的學習就此展開。 
教師歷程心得與感想 
(一)對十二年課綱藝才班發展的想法：教師除了將原有的專業根基穩紮教育外，還須將時下社會趨

勢結合，將專業本質繼續承襲，讓學生習得專業本質下的同時，更能展現多元的能力，而這能

力是隨時代發展能隨時應用的知識。 
(二)發展在地文化課程對我們來說是復古又新穎(創新)，既要超越傳統同時，傳統又是不可少的，在

這課程的作品裡我們希望能傳遞、傳承，一個融合文化特色的課程與作品必須(應該)是經得起

時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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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參考資料 

(一) 洪詠善等(2019)。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融入說明手冊。國家教育研究院。 

(二) 吳舜文等(2020)。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國立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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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閣林編輯小組作(2019)。西遊記的組織與管理。新北市中和區：閣林文創出版。 

(六) 劉文珍口述，桃園市民俗教育協會理事長。109.11.19於桃園市復旦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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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附錄一： 
(一) 課程流程摘要圖 

 

 

 

 

 
 
 

         
 

 
藝術創新發展課程流程摘要圖說明: 

客家獅藝完整的表演稱為「全棚獅」，包括獅套(方口獅)和武術(客家拳)， 
客家拳融入武功基本動作結合運用，並配合音樂展現舞作創新之風格； 
方口獅劇情改編結合客家拳、棍、武功基本動作配合音樂展現創新之風格。 

 

(二) 教學影片連結 

客家獅(方口獅)呈現 https://youtu.be/X-mejNppKbs 

客家拳(詠春十四式)融入武功基本動作結

合成共同舞作小品。 
https://youtu.be/tyHOl4P60Jc 

改編客家獅將武功基本動作、客家拳、配

合音樂創作發表。 
https://youtu.be/EIRM7Pt3FUg 

藝術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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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西遊記 9 悟空獨戰九頭獅》第八十八回~第九十回故事大綱內容 
~人物~  u玉華王v唐三藏w孫悟空x沙悟淨y豬八戒z三個小妖怪{妖怪黃獅精 
        |祖爺爺(九頭獅九靈元聖) }太乙真人~三個王子 
第八十八回唐僧當祖師了 
    師徒四人來到玉華郡，玉華王請悟空、八戒、沙僧展示他們的本領並要自己的三個王子拜他們為
師，悟空他們為了更好地教三位王子就把自己的兵器交給打造兵器的工匠，打造三件相似的兵器給三

個王子練習。到了晚上三件兵器閃閃發光引來一個妖怪將兵器偷走，悟空他們知道兵器被偷走一定不

是普通人可以偷走的，國王告訴他們玉華山洞裡有一個妖怪，悟空趕去玉華山，聽到兩個狼頭妖怪說

大王昨天得到三件寶物，明天要舉行釘鈀宴，要兩個妖怪去弄豬來宴會，悟空聽了用定身法把兩個妖

怪定住並拿走他們身上的腰牌。悟空回到玉華郡要八戒變成妖怪，自己也變成另一個妖怪，讓沙僧扮

成賣豬的，帶著一群豬來到玉華山。 
第八十九回找回三件兵器 
   悟空和八戒帶著沙僧進洞找妖王，沙僧見了黃獅精說：「聽說大王得了三件寶貝，我的豬就算是送
給您的，您能讓我看這三件寶貝嗎 ?」黃獅精答應並帶他們來到放三件兵器的地方，悟空、八戒和沙
僧看到自己的兵器忍不住搶在手裡。三人拿到兵器後立刻變回原形和黃獅精打了起來，黃獅精不是三

個人的對手，很快就逃去九華山上求他的祖爺爺九頭獅九靈元聖為他報仇。九頭獅九靈元聖願意幫孫

兒黃獅精報仇，就駕雲來到玉華郡。悟空他們剛回到玉華郡，突然天空吹起一陣狂風，悟空看不到其

他人，找了半天只看到沙僧，唐僧、八戒，連玉華王和三位王子都失蹤了。悟空突然想起在玉華山碰

到的小妖，一定是那個祖爺爺九頭獅九靈元聖來給孫兒報仇來了，於是悟空和沙僧一起趕到九華山九

曲洞。 
第九十回悟空獨戰九頭獅 
    悟空和沙僧趕到九曲洞洞外喊著，九靈元聖快還我師父，九靈元聖聽了說本不想與你為難，是你
欺負我的黃孫兒，我才抓你的師父、師弟回來。悟空反駁說：「是你的孫兒先偷了我們的兵器」，九

靈元聖不管那麼多悟空就和九靈元聖打起來，沙僧和黃獅精在一旁打鬥。九靈元聖變回九個頭的金毛

獅，雙方打了好久突然天邊飄來一朵五彩祥雲，原來雲上站著的是太乙真人，九頭獅馬上變成一頭獅

子，乖乖地蹲在地上，黃獅精看到組爺爺被降伏了，連忙逃跑，悟空追上幾棒就把黃獅精打死把唐僧

等人救了出來。太乙真人看悟空已經把人都救了出來，對悟空說：「獅子是我的座騎，趁我出宮講道

時偷跑到這裡當妖怪，我知道你師父有危險特意來把他帶回去」。回到玉華郡悟空他們教會三個王子

許多本領，才和唐僧繼續往西前進，三個王子學會很多本事，還消滅許多妖怪。 
 
附錄三：學生互評表 
                        《舞方口獅嬉遊趣 ~ 2》 小組互評表 
五年五班       座號：        姓名： 
評分說明：優／非常符合(全部能做到)        佳／符 合(多數能做到) 
          可 ／普  通 (部分能做到)        努力／不符合(少部分做到)   
組別 評  量  項  目 優 佳 可 努力 

 
 
 
 
 
組 

1.舞全棚獅時能互相配合節奏完整表現     
2.能正確做出武功基本動作能力     
3.能展現客家方口獅與改編《西遊記》的融合     
4.能運用 10 個武功基本動作融入改編客家方口獅之劇情     
5.改編創新客家方口獅時能配合音樂完整表現     

合計     
我想回饋這組的想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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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學習回顧與省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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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葉宛芃 

    現職為桃園市立復旦國民小學特教組長，求學時受到許多師長的啟發與提

攜，參與學校及舞團至國際各洲巡迴演出；並以正取第一名考取舞蹈研究所，以

學術優異成績榮獲研究獎學金。教學任職期間，曾擔任桃園縣舞蹈資優班輔導團

輔導員、特殊教育舞蹈班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委員、舞蹈班實地訪視評鑑委

員、舞蹈班入班鑑定術科評審委員。因服務熱忱、積極的態度，多次獲得復旦國

小表揚教學優良教師及榮獲多項國內舞蹈比賽優異成績；還有母校國立台灣藝術

大學舞蹈系系友會舞蹈優良教師貢獻獎章。我想說投身首屆的 109-110 學年度教育

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與大家一起協力同行創新，與時俱進改變，帶領大

家共同攜手為藝術教育開拓創新的發展。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教學示例：舞創藝齊趣-2 搖頭擺尾舞「客」獅~方口獅 
主    編  吳舜文

副 主 編  曾瑞媛

編 著 者  葉宛芃

執行編輯  張韶儒、賴昱丞

出 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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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02-77496519 

指 導  教育部

執 行  109-110 年度藝術教育推動資源中心工作計畫 

執 行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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