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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 400 主題優良教案甄選 
一、教案名稱：楊逵〈送報伕〉戲劇導覽 

二、設計理念：  
新化曾是舊台南縣區(歸仁、玉井、關廟等區域)山城與市區的物產集散地，台南市政

府即將於 2024 年推出台南建城 400 年系列活動，希望位處「城外」的新化學子，可為「府

城內」提供不同視角的書寫；新化也是台灣文學家楊逵的故鄉，楊逵紀念館與本校相鄰，校

園內亦有兩件以楊逵作品為靈感的公共藝術，無論是文本材料、館際資源都有相當高的連結

性。 

  本課程以《送報伕》作品作為創作核心文本，學生可以從楊逵所身處的歷史背景及其作

品的文本分析，深入認識並擷取素材，引導學生將「歷史」與「文學」轉譯為「劇本」，並

且在本校日、韓姊妹校來訪交流之際，由高中生進行「戲劇導覽」(中、英文版)。 

三、設計架構：  

 
 

 

 

 

四、教學活動設計： 

實施年級 高二 總節數 
共 36 節(18 週)，900
分鐘 

實施人數 5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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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2-Ⅴ-5 運用各類表演藝術的形式，進行文本再詮釋。  

 5-Ⅴ-3 大量閱讀多元文本，探討如何反應化與社會現象中的議題，以拓展

閱讀視野與生命意境。 

 6-Ⅴ-6 觀摩跨文本、跨文類、跨文化作品，學習多元類型的創作。 

議題 

學習主題 
 人權教育 

 閱讀素養教育 

實質內涵 

 人 U1 理解普世人權意涵的時代性及聯合國人權公約對人權保

障的意義。 

 閱 U2 深究文本的內容並發展自己的詮釋，以此豐富自己的

知識體系。 

臺南

400 

臺南 400 以「珍視傳統、開創當代、展望未來」為核心價值，本課程引導學

生從文學出發，認識來自新化的文學家楊逵之生平及其作品所屬時代背景，

並透過文學轉譯，以戲劇導覽為課程任務，發揮館校合作、永續共好的精

神，讓社區的學生能持續活化地方博物館的資源，以當代的視角詮釋他們所

讀到的文本和歷史。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養成運用文本思考、解決問題與建構知識的能力。 

 涵育樂於閱讀態度。 

 開展多元閱讀素養。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國文科、英文科、歷史科、地理科、美術科、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 

 社-E-C1 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理解並遵守社會規範，參與公共事務， 

養成社會責任感，尊重並維護自己和他人的人權，關懷自然環 境與人類

社會的永續發展。  

 社-E-C3 了解自我文化，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關心本土及全球議題。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及簡報 

教學設備

/資源 

簡報投影、楊逵文學紀念館內展品資源、台史博演導(臺灣歷史戲遊趣)、成

大歷史系 

學習目標  單元一 ：獨白練習 

學生能閱讀不同獨白的文本，並藉此書寫個人獨白。 

 單元二：認識楊逵 

學生能從歷史及地理等角度，了解楊逵的生命經驗，並閱讀楊逵相關作

品。 

 單元三：劇本創作與修改 

學生能將楊逵〈送報伕〉改編為劇本。 

 單元四：彩排與現場展演 

學生能展演楊逵〈送報伕〉之改編劇本。 

 

     學習內容 

 

 

 

 

學習表現 

Be-IV-3 在學習應

用方面，以簡

報、讀書報告、

演講稿、劇本等

格式與寫作方法

為主。 

Cc-Ⅴ-2 各類文本

中所反映的矛盾

衝突、生命態

度、天人關係等

文化內涵。 

Cb-Ⅴ-4 各類文本

所呈現社群關係

中的性別、權力

等文化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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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Ⅴ-5 運用各類

表演藝術的形

式，進行文本再

詮釋。 

單元三：劇本創

作與修改 

單元四：彩排與

現場展演 

 單元三：劇本創

作與修改 

5-Ⅴ-3 大量閱讀

多元文本，探討

如何反應化與社

會現象中的議

題，以拓展閱讀

視野與生命意

境。 

單元一 ：獨白練

習 

 

單元二：認識楊

逵 

單元二：認識楊

逵 

6-Ⅴ-6 觀摩跨文

本、跨文類、跨

文化作品，學習

多元類型的創

作。 

單元三：劇本創

作與修改 

單元四：彩排與

現場展演 

單元二：認識楊

逵 

 

 

教學型態 □ 個別班級教學   ■班群教學  □ 全學年教學活動 

□ 跨學年教學活動 ■戶外教學  □ 其他 

教學活動 

（單元/

節次）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實施

時間 

單元一：

獨白練習 

節數：4 
 

【單元一：獨白練習（總節數：4 節）】 

一、引起動機：欣賞日本廣告影片（見參考資料），以主角排隊購物

的內心獨白連結學生日常生活。 

二、發展活動： 

（一）閱讀獨白相關文本（見附錄（一）之 1）： 

1. 閱讀下列文本，引導學生摘要及理解文意： 

a. 張曉風〈許士林的獨白〉(節選) 

b. 學測範文〈漂流木的獨白〉 

c. 夏目漱石《我是貓》(節選) 

d. <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 written by André Louw, Nick 
Kembel, and William Mannard (節選自龍騰版英文第一

冊 L5) 

e. The movie：Barbie (2023)(節選) 

2. 學生從不同類型及語言的文本中，認識不同的「獨白」表達方

式，並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 

（二）書寫獨白 

1. 學生先以上述文本的表達方式，練習書寫自己的獨白，作品如

下： 

 

10 分

鐘 

 

50 分

鐘 

 

 

 

 

 

 

 

 

 

 

 

 

1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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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識獨白的步驟 （見附錄（一）之 2） 

3. 以完整步驟修改個人獨白（見附錄（一）之 2），並書寫完整

獨白 (須包含「開頭」、「中間」、「結尾」)。 

三、總結活動： 

（一）練習從獨白到對話設計（見附錄（一）之 2） 

1. 請各組（兩人一組）自行選擇對話 A 或 B,各自認領一個角色

並練習。 

2. 學生實際演練對話並上台表演。 

  

3. 全班同學以表單留言互評分數與回饋。 

四、評量活動： 

(一)檔案評量：學習單書寫 

(二)實作評量：上台對話表演 

(三)口語評量：組內討論及上台分享 

 

 

 

 

 

 

 

10 分

鐘 

25 分

鐘 

 

40 分

鐘 

 

40 分

鐘 

 

 

 

 

 

 

1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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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

認識楊逵 

節數：6 
 

 

【單元二：認識楊逵（總節數：6 節）】 

一、引起動機：欣賞楊逵介紹短片（見參考資料），並從楊逵星座及

身高切入，認識楊逵之基本資料與新化在地的連結。 

二、發展活動： 

（一）邀請社會科老師講述 

1. 地理老師講述新化地理位置之特殊性及產業發展之脈絡；綠島

地理位置及監獄特色。 

2. 歷史老師講述楊逵生平之歷史事件，如：噍吧哖事件、日本殖

民時期、白色恐怖時期等。 

（二）實地參訪新化楊逵紀念館 

1. 欣賞楊逵紀念館志工戲劇導覽。 

2. 參觀館內楊逵生平記事及相關展覽。 

 

三、總結活動 

（一）鏡像照拍攝 

1. 以參訪前的課程內容為基礎，搭配參訪楊逵紀念館後對楊逵背

景的深入認識，小組完成活動。 

2. 學生於館內選定有關楊逵生平大事紀的關鍵場景，拍攝定格畫

面，以肢體及攝影展現出對楊逵生命經驗的理解與共感（從文

字轉譯為圖片）。 

（二）參訪心得與記錄 

1. 學生紀錄楊逵紀念館中所得之楊逵重要生命歷程與文學特色

等。 

  

 

10 分

鐘 

 

90 分

鐘 

 

 

 

90 分

鐘 

 

 

 

 

 

 

 

 

 

 

50 分

鐘 

 

 

 

 

 

3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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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撰寫參訪楊逵紀念館及觀賞志工導覽戲劇的心得，並反思

楊逵生命經驗及態度與自身生命經驗的連結。 

四、評量活動 

(一)檔案評量：學習單書寫 

(二)實作評量：鏡像照拍攝 

(三)口語評量：現場提問、組內討論 

30 分

鐘 

單元三：

劇本創作

與修改 

節數：12 
 

 

【單元三：劇本創作與修改（總節數：12 節）】 

一、引起動機 

（一）回憶前次參訪楊逵紀念館時，觀賞志工戲劇導覽中最難忘的片

段為何。思考志工演員以何種方式表現文本，並與觀眾互動。 

二、發展活動 

（一）閱讀楊逵相關文本 

請學生閱讀<送報伕>、<壓不扁的玫瑰>、<愚公與烏龜>等作

品，簡單書寫各段摘要，協助理解文本內容與主題。 

（二）分組撰寫劇本 

1. 各組以<送報伕>為主要改編底本，可自行增添其他文本之象

徵，如玫瑰、馬拉松等。 

2. 各組根據教師分配的段落，將敘述型的文字，改編成對話。 

3. 先撰寫各段落劇情大綱。 

 

 

 

 

 

 

 

 

 

 

 

 

 

4. 分組撰寫劇本並持續修改。 

 

 

 

 

10 分

鐘 

 

50 分

鐘 

 

 

100
分鐘 

 

 

 

 

 

 

 

 

 

 

 

 

 

 

 

10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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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劇練習 

1. 從分組讀劇的過程中，尋找組別之間連結不順暢之處。 

2. 潤飾不順暢之處，並將各組劇本用詞及風格整合。 

三、總結活動 

（一）精修劇本 

1. 邀請楊逵文學紀念館<綠島家書>戲劇導覽編導老師入班指導學

生。（比如要留意整齣劇中，角色人物的上下場，以及旁白穿

插的時機。導演需要設計場景的轉換機制，讓道具、服裝、燈

光、音樂各組能流暢的搭配戲劇進行的脈絡。） 

2. 學生修改並完成劇本。 

四、評量活動 

(一)檔案評量：學習單書寫、劇本書寫 

(二)實作評量：短劇演出 

(三)口語評量：讀劇練習、組內討論及上台分享 

  
 

100
分鐘 

 

 

 

40 分

鐘 

 

 

200
分鐘 

 

單元四：

彩排與現

場展演 

節數：10 
 

【單元四：彩排與現場展演（總節數：10 節）】 

一、引起動機：影響新劇團講演活動 

1. 藉由劇團帶領同學實作，認識如何透過肢體表達自己，並藉由

不同表演形式來和觀眾互動溝通。 

2. 同學上台練習「隱形物品接龍」肢體展演。 

二、發展活動 

1. 道具製作、音效配合、場地布置、導覽手冊製作。 

2. 透過不斷實際彩排的狀況，搭配演員及現場狀況，修正內

容。 

三、總結活動 

1. 現場展演後，日韓交流學生給予回饋。 

2. 現場片段節錄如下圖 

  
 

四、評量活動 

（一）實作評量：實際展演 

 (二) 檔案評量：成果冊(節錄部分如下圖所示) 

 

100
分鐘 

 

 

350
分鐘 

 

 

 

5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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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成果與省思： 
以相同主題（或議題）串聯館校資源、學科素養以及透過展演實作讓學生學習有感。學

生從自身經驗發想，隨著課程開展，加入閱讀、討論和戲劇表演，讓學生能夠更深入地理解

社會議題背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從中反思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價值觀。這樣的省思不僅

擴充了學生的視野與生活意義，也讓文學、歷史在學生的詮釋下，看見了重要議題、人生困

境的共時性。戲劇導覽在博物館教育推廣已是當代常見的手法，而社區高中和社區共創特色

課程的過程，也給予師生對於「教什麼」、「學什麼」有新的啟示。從學生對課程的回饋

（如下圖）中發現：當學生走出教室，將自己放在社區、博物館、劇場的角色(無論是演

員、編劇、技術人員)當中，便能意識到自己的價值，思考自己「能做些什麼」、「為他人

帶來什麼」，這樣的學習過程不僅是課堂上的一段體驗，更是開啟自己天賦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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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錄 （學習單、ppt） 
（一）學習單 

1. 獨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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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獨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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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識楊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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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劇本底本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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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劇本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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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pt 

認識楊逵(節錄部分課堂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