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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0學年度國中課程與教學發展工作圈課程領導增能 

「素養導向公開觀議課」 

敦化國中 江之潔 老師公開授課 說課紀錄 

日期 111年 4月 13日 (三) 地點 5F綜合教室/校史室/線上 

主持人 周婉琦 校長 紀錄 游姍珊 

指導專家 容淑華 教授   

出席者 如簽到表 

說課會議內容 

前導群組學校 素養導向公開課 

1.授課教師簡介 

2.課程設計說明： 

➢課程名稱：Impro！「藝」起冒險 

➢設計理念：以「冒險」作為核心概念貫串於整體課程，使學生於即興元素的探究過程

中，跨出舒適圈，勇敢玩即興、飆創意，以及透過品德教育議題的融入，促進同儕間

的溝通合作與人際關係，並從「Yes, and」的核心精神上，學習接納與讚賞他人的想

法，進而能轉化概念應用於生活當中，達核心素養之意涵。 

➢課程架構：分為三個階段， 

一、打開玩心挖寶期； 

二、瘋狂冒險創作期； 

三、旗開得勝讚頌期等，運用打開玩心、觀察與聆聽、讚頌失敗、及 Yes, and等相

關活動之進行，使學生於實踐中逐步具備多元能力與即興精神。 

➢探究問題與學習任務： 

(1)以義大利即興劇的「幕表制」為基礎，探究 Yes, and 之精神，進而發展即興創作

小品，並能相互合作。 

(2)依據抽取地點，撰寫 3W（地點 where、人物 who、事件 what）故事情境之幕表大

綱，並透過小組創作完成內容，並以隨機分配之方式，結合 Yes, and 即興精神進

行創作演出，進而體悟即興的即席而作與當下的應對。 

3.課程焦點 

➢即興，由於是一種未知，因此對大多數人而言更加迷人。本課程除了運用戲劇即興的

理論基礎作為課程架構外，亦透過蒐集眾學者們的相關理論以及加入好玩的即興活

動，使學生從中學習即興概念與精神。 

➢課程的開始，先以「珍禽異獸 動起來！」做為暖身活動，進而開始介紹即興劇的理

論，講述其並非是已撰寫好的劇本，而是當下即席的創作，因此更考驗演員的反應

力、合作與互助等能力。進而透過面具作為引導，講述義大利即興喜劇中的定型角色

概念，並以故事大綱作為設計基礎，創作幕表制大綱並以定向畫面呈現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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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於前節課所學的即興精神「Yes, and」的基礎上，透過聆聽與觀察及肯定他人後，

再加上新的點子，完成一齣即興劇的創作。 

➢課程設計上，使學生並非僅建立於認知、態度與能力的學習上，而是能透過這樣的學

習進而從生活中轉化，以應用於生活當中，成為人格成長中的養分。因此，素養導向

如何在教與學的歷程發生，而非只是一個口條或口號，更應融入於課堂當中。 

⚫ 說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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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化國中  江之潔  老師公開授課  議課紀錄 

日期 111年 4月 13日 (三) 地點 5F綜合教室/校史室/線上 

主持人 周婉琦 校長 紀錄 游姍珊 

指導專家 容淑華 教授   

出席者 如簽到表 

議課會議內容 

◎授課教師在未來預定採取之教與學的調整或改變 

1.課程太滿，未來可以讓這堂課加長讓孩子不會上的這麼滿。 

2.素養回應生活，可以讓孩子們小組討論，在最後進行課堂回饋。 

 

◎問題與討論 

1.賴怡玫老師（敦化） 

回饋：能融入面具、戲曲、姿態及個人示範很厲害。 

建議：創作的劇本可以由小組同學來念，讓學生完成全部的任務。 

 

2.鄭閔尹老師（民生） 

回饋：課程的整個過程流暢，並能透過面具、戲曲（生旦淨丑）、以及個人示範來引起學

生學習興趣與動機，更顯現了與學生同在的理念。 

問題：當代即興劇與義大利即興喜劇的差異？ 

回答：當代即興劇，是表演者在完全沒有準備演出內容的情況下，根據平常做的訓練以及

即興劇的原則（例如：Yes,and...），自然的與表演夥伴現場創作完成演出，如紙條

等方式，讓現場觀眾給表演者演出建議，因此更是考驗表演者的臨場反應。而在義

大利即興喜劇中，人物固定，每個類型的角色都有名稱，且配戴面具，穿著固定服

裝，並在固定的角色架構與大綱上，用即興創作的方式發展戲劇故事與台詞。而課

程之所以會從義大利即興喜劇的幕表出發，正式因為義大利即興喜劇有著架構的特

性，讓學生們不至於要無中生有的創作，而是能夠在有大綱的情況下去發揮自己的

創意。 

 

3.江珊老師（大同） 

回饋：教師授課很有活力，能帶動課堂氛圍及學生的參與度，且能在短時間使學生完成幕

表內容很厲害。整體課程非常流暢，且對於學生在位置的轉換上，能這麼順暢更可

見老師的引導能力及班級經營的功力。 

問題：在呈現上教師沒有規定誰先上台嗎？ 

回答：對，沒有規定。因為第一個上場是誰，其建立的關係很重要，通常第一位都是自

願，再依據其展現的東西大小而加以增添，不要去計劃，而是 Yes, and 他。 

4.沈邑蓎老師（高雄中山） 

回饋：學生可以透過課堂的學習，從生活中運用到即興，以及知曉為什麼即興很重要，並

鑒於即興的基礎上如何讓自己更棒，因此在課程設計上，要如何從活動的實踐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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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到學生很重要，從這點來看就能感受到老師對於教學的用心。然而，亦能在課堂

中看到教師在觀察、提問及多元形式操作上的教學能力，透過提問增添互動性以及

多元的授課形式使其動能變高。 

問題：如何讓孩子有效的書寫幕表？是需給予引導語或是告知該如何去經營和動作？ 

回答：衝突，「一齣戲如果沒有衝突就構成不了戲劇」。 

建議：學生在呈現的安排上，可以提醒他們空間的運用，讓畫面更有層次感。 

 

★指導教授：容淑華 教授 

回饋： 

1.課程設計 

(1)教師除了自身的教學經驗，也有融入相關的文獻資料，並將其融合統整。 

(2)藝術家教師，除了要跨領域的融合外，可否融入議題進行教學，是現今所提倡的。 

(3)課程教學應如同塊莖理論，是盤跟糾結、環環相扣，甚至能連結到生活，發揮其異質

性與多樣性。 

(4)跨領域的教學，並非是為了跨領域而跨領域，而是要真的去因應社會現狀。 

(5)透過多種元素同時呈現，增加其課程的豐富性。 

(6)教師與學生共同並行，展現教師並非權威亦是學習者，更有益於學生勇於表現。 

(7)實驗教育的三心：玩性（玩遊戲要有方法）、盡興（才能吸納回饋跟互動）、主體性

（被看見讓學生凝構）。 

2.課程教學 

(1)內容並非只有單向的轉述，而是透過多元的教學方式，增添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2)專業性，能從即興理論到享受當下，並與他科領域做跨科。 

(3)建構式教學，使學生透過思考進而內化，並從各種活動中對應生活。 

建議： 

1.課程太滿，因此課程上的稍微有些趕。 

2.畫面擺設的操作上，可以給予動作的引導（高低、前後等）。 

總結： 

1.教學應是橫向科目的連結。（如：做活戲、戲曲） 

2.課程的節奏性，並非只有課堂中的 8 拍而已，而是貫穿於整個堂課中，每個環節都具其

節奏性。 

3.整體課程的設計非常好，且順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