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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說明 

(一)課程名稱:  

與你戲說新竹歷史-唐山過台灣 

(二)課程主題: 

以唐山過台灣的歷史為背景，讓學生扮演清朝先民，親身體驗先民如何謀生，不

同族群在台灣新竹海邊所遇到的各種冒險與挑戰，進而體驗先民的內心衝突與困

境，進行思辨與討論。 

(三)設計理念: 

將戲劇與教育做結合，以戲劇策略讓學生學習新竹香山的歷史，六堂課程在教室

中進行，透過英國的「戲劇教育」(Drama in Education , DIE)和美國的「創造

性戲劇」(Creative Drama , CD)手法，鼓勵參與者運用肢體、聲音、想像來共

同創作。另外兩堂以互動式「博物館劇場」和「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 , 

TIE)的概念，帶學生到新竹香山海邊及清代歷史建物香山天后宮，重回歷史事件

的現場，扮演、討論、瞭解及參與劇中，深入歷史關鍵時刻，做出選擇。讓學生

扮演清朝先民，親身體驗先民如何謀生，不同族群在台灣新竹海邊所遇到的各種

冒險與挑戰，進而體驗先民的內心衝突與困境，進行思辨與討論，這是一場結合

藝術美感創作和人文思辨，感性與理性交織的學習。 

二、自評計畫執行情形 

 

 

 

 

 

 

 

 

 



2 

 

    ＊自評表 

執行成果檢核內容 

自評等級 

達

成

良

好 

部

分 

達

成 

有

困

難 

未

達

成 

行 

政 

與 

資 

源 

1.組成工作小組運作，並研擬邀請藝術家或輔導團體協助教學之實施計畫 V    

2.學校訂有藝術人文課程教學短、中、長程之發展計畫  V   

3.接受審核聘請協助輔導之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專業資歷，以符合學校

需求 

V    

4.完成計畫執行成效評估 V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5.計畫內容列有與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等之合作教學型態與實施方式 
V    

6.藉由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之專長，協助藝文師資專業成長，帶動師生

藝術欣賞及創作風氣 

V    

7.與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共同研發教材 
V    

課

程

與

教

學 

8.藝術家或專業藝文團體協助教學規劃與安排 
V    

9.課程與教學，能結合在地特色，落實學校發展重點及課程教學 

V    

特

色

與

成

果 

10.結合課程與教學實務推展，使全校學生普遍受惠 
V    

11.有助校園達到空間營造或藝術創作與校園永續發展 
V    

12.期末舉辦教學成果觀摩或發表會 
V    

13.運用社群網站或群組對外宣傳成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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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新豐國民小學藝術與美感深耕計畫成果報告 

(一) 計畫推動管考機制 

執行項

目與內

容  

執行前  

預期成果  

 

關鍵績效評估指標項目  
執行後  

具體成果  

 

進度管考  

質化  量化  超前 符合 落後 

落後說

明及精

進策略 

強
化
學
習
者
美
感
課
程
及
體
驗-

藝
起
來
尋
美-

美
感
體
驗
教
育
計
畫-

課
程
實
踐~

唐
山
過
台
灣 

(一)多元文化藝

術欣賞與媒材美

感體驗教學，增

進學生藝術欣賞

及創作能力，進

而將美感教育由

生活中實踐、學

1.與駐校藝術家合

作，透過專業的學習

歷程，經由教師親自

的體驗、嘗試探索進

行回饋、討論與修正

以致融合，發展適合

新豐國小校本特色

課程。 

2.提升學生肢體表

現及思辨能力。 

1.約 20 名教師參與

課程討論及分享。 

2. 設計出 12  節 / 

每節 50 分鐘約 600

分鐘的特色課程。 

3.省思學習單約 30

份。 

4.校內演出 5場，觀

看人數約 500人。 

質化成果: 

一、形成創意

教師社群：藉

由巫素琪老

師戲劇社的

教學輔導，加

強深化了教

師社群的教

育理論與實

務的溝通。

(課程計畫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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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二）結合學校

藝文及國際教育

師資、社區藝術

家或大專院校資

源，發展學校本

位藝術與人文課

程，推展並提升

藝術與人文教學

品質。 

 

 5.學校首頁瀏覽、

Line轉貼次數共約

1000人次 

附件一)(唐

山過台灣劇

本見附件二) 

二、以本校國

際教育特色

為核心主

軸，並跨領域

結合(語文、

社會、表演藝

術) ，讓學生

了解多元文

化的理解及

包容。           

                        

三、透過這些

正向提升之

歷程，教師融

合、歸納、反

思、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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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再創

新，從實施探

索中解決所

遭遇之困

境，進而提升

教師行動研

究能力與教

學方法。 

四、培育視覺

藝術與跨領

域種子教師

團隊，孕育知

識創新能

力，更因之散

播結果，將其

廣植校園，帶

動創新風

氣，形塑創意

校園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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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提升！ 

量化成果: 

1.參與演出

及欣賞演出

同學五、六年

級約 300 人 

2.學校首頁

瀏覽、Line 轉

貼次數共約

1000 人次。  

3.學習心得

約 30 份。(見

附件三) 

 

 



7 

 

(一) 經費使用情形 

經費執行進度表 

計畫項目 

預定執行率 實際辦理情形 

落後請敘

明原因及

精進策略 

經常門 (元 )  
資本門  

(元 )  
執

行

率

(預

定

支

出

經

費 /

總

經

費 ) 

經常門  

(元 )  

資本門  

(元 )  

執行率 (預

定支出經費

/總經費 ) 
補助

款  

自

籌

款  

總計  

補

助

款  

自

籌

款  

總

計  

補助

款  

自

籌

款  

總計  

補

助

款  

自

籌

款  

總計  

強
化
學
習
者
美
感

課

程

及

體

驗

-

藝

起

來

尋

美

-

美

感

體
驗
教
育
計
畫 

32970 0 32970 0 0 0 
100

％  
28400 0 28400 0 0 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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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施策略(活動)辦理情形 

執行單位 新竹縣新豐國民小學 

執行項目名

稱 

強化學習者美感課程及體驗-藝起來尋美-美感體驗教育計畫-課程

實踐 

目標 一、表演藝術領域：  

1.以教育戲劇方式引導學生開展肢體，並能透過自覺與生活經驗連

結展現具獨特的肢體動覺。  

2.能運用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本元素來表達感受與想法。  

3.能具備尊重、協調、溝通等能力與態度，並能欣賞他人作品。  

二、社會領域：  

1.探究族群的衝突與融合，提升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理性決定與

創新應變的素養。  

2.能團隊合作進行表演，發展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的素

養。  

3.體驗先民的生活困境與內在渴望促進文化理解與社會關懷。      

內容 將戲劇與教育做結合，以戲劇策略讓學生學習新竹香山的歷史，六

堂課程在教室中進行，透過英國的「戲劇教育」 (Drama in 

Education , DIE)和美國的「創造性戲劇」 (Creative Drama , CD)

手法，鼓勵參與者運用肢體、聲音、想像來共同創作。另外兩堂以

互動式「博物館劇場」和「教育劇場」(Theatre in Education , TIE)

的概念，帶學生到新竹香山海邊及清代歷史建物香山天后宮，重回

歷史事件的現場，扮演、討論、瞭解及參與劇中，深入歷史關鍵時

刻，做出選擇。讓學生扮演清朝先民，親身體驗先民如何謀生，不

同族群在台灣新竹海邊所遇到的各種冒險與挑戰，進而體驗先民的

內心衝突與困境，進行思辨與討論，這是一場結合藝術美感創作和

人文思辨，感性與理性交織的學習。  

活動名稱 與你戲說新竹歷史 -唐山過台灣  

活動日期 108 年 9 月 10 日至  10 月  5 日  

活動地點 新豐國小英語情境教室  

參與對象 五年愛班  

參與人數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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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成果 1.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到運用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感知、探索

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和形式，同時在觀摩驗出時，還能比較，自

己與現場專業演員在表演技巧上的差別。  

2.能透過同學間適切的討論歷程，創作出唐山過台灣的表演劇本。  

3.在劇本創作過程中，藉由戲劇老師的引導，能理解原住民與漢族

人們對社會事物與環境有不同的認知、感受、意見與表現方式，並

且雙方要加以尊重。  

4.以戲劇引導的方式帶入社會課本的認知知識，能活化課本知識，

讓學生更能理解內容，並帶入族群問題探討，深化課本學習內容。  

辦理活動照片  

  

講解唐山過台灣的時空背景以及清朝禁海令的影響 

 

 

請學生假想當時渡海移民的職業 做一張自己的渡海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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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要渡海時海關查護照 123木頭人~誰是偷渡客 

  

扮演偷渡客要闖海關 思考偷渡客的心情並想出自創劇本 

  

參觀新竹市香山天后宮 虔誠默拜祈福，想像要出海前先民祈福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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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燒香拜拜為自己祈福 巫婆戲劇工作室的團員現場示範演出 

 
 

團員演出道卡斯族與漢族官兵的衝突 團員演出道卡斯族與漢族的和解與內心衝突 

 

運用天后宮前的地景藝術，進行渡海移民渡過黑水溝的驚險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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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總排演的走位練習 

 

二、 計畫省思 

    本校戲劇指導老師-巫素琪老師，以簡單易懂的戲劇策略開發學生的肢體創作

還有對於圖像的觀察與理解，希望學生透過一連串的活動，能對台灣清代初期的樣

貌有基本的認識。帶入異文化衝突的議題，透過分組討論、海報書寫與入戲扮演的

戲劇策略，讓學生嘗試以角色內的立場與思考方式，體驗與感同身受當時的道卡斯

人與漢人可能會有怎麼樣的立場與情緒，在分享與討論的過程中強化歷史議題的探

討。並與香山地景大船結合，實地演出剛上岸的漢人進入台灣的流程，學生扮演合

法來台者與偷渡客，劇團團員偕同由劇團培力的當地朝山社區的居民們一同扮演海

關官兵和當年先民們，並帶領學生至距離 100公尺處的古蹟香山天后宮，扮演先民

平安來台跟媽祖還願，介紹當地居民與先民的信仰。 

 在這一連串探索、示範及實際演出的過程中，同學感受到戲劇表演的成就感，並

由觀摩專業劇團的演出中，了解到專業劇場表演的專業態度及演出技巧。藉由老師

的戲劇引導技巧如: 良心巷、角色日記……等戲劇策略，讓學生深度探討與反思清

代初期漢人與道卡斯人所面臨的困境，同時也學習與思考了課本中沒有深度討論的

議題，並集思廣益自創演出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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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課程從歷史背景知識的解說到實地(香山天后宮)的演出，最後團體的省思發

表，成功的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在團體活動中學會與人合作，最後做深度思考，

族群的衝突是源自於對彼此的誤解，包容及分享才能讓族群們彼此「共榮」，讓表

演的內涵更加昇華。 

 

三、 其他參考附錄 

※課程計畫見附件一 

※唐山過台灣劇本見附件二 

※學習心得約 30份見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