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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粵劇導師協教) 

(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部分學生於生活中曾看過粵劇或聽過粵曲 

2. 學生曾閱讀過《三隻小豬》這童話故事 

3. 此單元開始前老師曾向學生簡介有關課程內容及少部分粵劇知識 

 

(二) 教學目標﹕ 

1. 介紹白欖的特色及戲劇功能 

2. 學習數白欖 

 

(三) 所需教具﹕ 

1. 鑼鼓樂器 

2.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老師簡介粵劇組成部分及白欖 [5分鐘] 

⚫ 提問﹕大家知道粵劇的演出由哪四個元素組成？(唱、做、唸、打) 

⚫ 講述﹕「唸」即說白，其中包括數白欖 

⚫ 播放《胡不歸—慰妻》數白欖選段，著學生聆聽 

⚫ 提問﹕大家猜猜白欖用哪種樂器伴奏？(卜魚打板) 

  

2. 教導學生數白欖 [30分鐘，導師示範協教] 

⚫ 電腦簡報出示教材﹕《多食蓮藕燜豬手》，著學生跟隨導師練習數白欖 

⚫ 由導師及老師評估，著學生改善 

⚫ 提問﹕白欖的內容有哪些特色？(多為三字句、五字句及七字句；最少兩句，

句數不限，可無限延伸；基本上不分上下句，但要押韻；押韻位置在雙數句及

最後一句) 

⚫ 電腦簡報出示教材﹕兒童粵劇﹕《三小豬》開始時的白欖選段，著學生跟隨導

師練習數白欖 

⚫ 當學生基本掌握數白欖的技巧後，配合鑼鼓點以數白欖 

⚫ 由導師及老師評估，著學生改善 

⚫ 講述白欖的戲劇功能﹕介紹人物、交代劇情 

 

3. 總結﹕[3分鐘] 

⚫ 著學生再次配合鑼鼓點以數白欖 

⚫ 提問﹕白欖有哪些戲劇功能？(介紹人物、交代劇情) 

 

4. 課後延續﹕[2分鐘] 

⚫ 派發《三小豬》劇本給學生；下堂將會由音樂老師和大家練習今天學習的白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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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段，鼓勵同學回家進行練習。 

 

 

 

 

 

 

 

 

 

 

 

 

 

 

 

 

 

 

 

 

 

 

 

 

 

 

 

 

 

 

 

 

 

 

 

 

 

第二節 (音樂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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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認識白欖的特色及戲劇功能 

2. 已學習數白欖﹕《三小豬》故事開首部分 

 

(二) 教學目標﹕ 

1. 熟習數白欖 

2. 學習運用叮板 (正板和底板） 

 

(三) 所需教具﹕ 

1. 鑼鼓樂器 

2. 電腦簡報 

3.  《三小豬》兒童粵劇(第一幕)劇本 (上堂已派發給學生) 

 

(四) 教學計劃﹕ 

1. 重溫已學習之白欖﹕《三小豬》故事開首部分 [20分鐘] 

2.  著學生練習數白欖 [20分鐘] 

⚫ 提問﹕白欖的內容有哪些特色？(多為三字句、五字句及七字句；最少兩句，

句數不限，可無限延伸)  

⚫ 提問﹕白欖有哪兩個戲劇功能？(介紹人物、交代劇情) 

⚫ 電腦簡報出示《三小豬》，著學生跟隨老師練習數白欖 

⚫ 把學生分組，演繹白欖 

⚫ 由老師評估及學生互評、自評，並著學生改善 

 

3.  練習數叮板 [10分鐘] 

⚫ 著學生數白欖﹕《三小豬》白欖中的最後一句，並由老師講解「正板」及「底

板」的分別﹕(正板是落在字上的拍子，記譜時用「✗」表示；底板是不落在

字上的拍子，記譜時用「✗」表示) 

⚫ 分組活動﹕著學生按之前練習的節奏，在《三小豬》的劇本上，為已練習之白

欖部分加上「正板」及「底板」的符號，隨後再一同訂正 

 

4. 總結﹕重溫《三小豬》白欖 [3分鐘] 

1. 由老師引領，讓學生按自己在劇本上的「正板」及「底板」符號，讀出已學習

之白欖 

2. 由老師評估，著學生改善 

 

5. 課後延續  [2分鐘] 

⚫ 著學生依照劇本回家背誦已學白欖。  

 

第三節 (音樂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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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認識白欖的特色及戲劇功能 

2. 已學習數白欖﹕《三小豬》故事開首部分 

3. 已學習運用叮板 (正板和底板） 

 

(二) 教學目標﹕ 

1. 透過聆聽粵劇選段，分辨白欖、口白及詩白 

2. 觀看實物，認識及分辨粵劇常用的伴奏樂器 

3. 聆聽白欖及詩白的鑼鼓點，初步理解鑼鼓點的作用 

 

(三) 所需教具﹕ 

1. 鑼鼓樂器 

2.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透過聆聽粵劇選段，分辨白欖、口白及詩白 [20分鐘] 

⚫ 講述﹕在粵劇中，「唸」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除了數白欖外，今天會介紹口白

及詩白 

⚫ 小組活動﹕老師派發工作紙，再播放《胡不歸‧慰妻》選段、《紫釵記‧燈街

拾翠》選段及《帝女花‧香夭》選段，著學生分組討論，分辨白欖、口白及詩

白，並匯報結果及說明原因，嘗試自我發現三者之間的分別 

⚫ 老師作小總結 

 

2. 觀看實物，認識及分辨粵劇常用的伴奏樂器 [15分鐘] 

⚫ 大家能說出一些粵劇常用的敲擊樂器嗎？(自由作答) 

⚫ 讓學生嘗試敲打真實樂器﹕板、大小木魚、沙的、雙皮鼓、大小鑼、小鼓及鈸，

先讓學生把樂器分類﹕金屬類及木類，再逐一向學生介紹樂器名稱及特色 

 

3. 總結︰聆聽白欖及詩白的鑼鼓點，初步理解鑼鼓點的作用 [3分鐘] 

1. 播放白欖及詩白的鑼鼓點，向學生介紹鑼鼓點即是「粵劇中由鑼鼓樂器特定節奏組

合成的節奏型」 

2. 提問﹕大家認為鑼鼓點有甚麼作用？(提示﹕平日大家唱歌或吹笛時，老師會彈出

前奏，前奏有甚麼作用？) (學生自由作答，老師作適當補充) 

3. 下堂預告﹕下堂將會更詳細介入鑼鼓點的作用，而導師亦將再次到校教大家演奏鑼

鼓點 

 

4. 課後延續  [2分鐘] 

⚫ 著學生依照劇本回家背誦上兩節課已學之白欖。 

第四節 (粵劇導師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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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透過聆聽粵劇選段，分辨白欖、口白及詩白 

2. 初步認識粵劇常用的伴奏樂器 

3. 聆聽白欖及詩白的鑼鼓點，初步理解鑼鼓點的作用 

 

(二) 教學目標﹕ 

1. 辨識粵劇部分京鑼鼓樂器 

2. 認識鑼鼓音樂的特點 

3. 介紹鑼鼓點口訣及白欖及詩白的打法 

 

(三) 所需教具﹕ 

1. 鑼鼓樂器 

2.   參考資料(一)﹕鑼鼓音樂資料 

3.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以提問方式重溫所學及建構新知識 [10分鐘] 

⚫ 大家能說出一些粵劇常用的敲擊樂器嗎？(著學生指出真實樂器﹕板、大小木

魚、沙的、雙皮鼓、大小鑼、小鼓及鈸) 

⚫ 粵劇中由鑼鼓樂器特定節奏組合成的節奏型叫作什麼？(鑼鼓點) 

⚫ 鑼鼓音樂有哪些作用？(部分由老師引導學生說出，部分由老師講述﹕1. 是伴

奏音樂中主導著速度及節奏的部分；2. 伴奏唱腔、說白和武打場面及襯托表演

身段；3. 由掌板領導，並配合鈸手和鑼手的緊密合作；4. 鑼鼓點是具有特定

戲劇功能的節奏組合程式。) 

⚫ 介紹鑼鼓點口訣及演奏方法 [25分鐘，導師示範協教] 

⚫ 導師教導學生鑼鼓導師編制及不同的鑼鼓組合，並介紹鑼鼓樂器的代表擬聲詞

及其讀法 

⚫ 電腦簡報分別出示白欖及詩白之鑼鼓教材 

⚫ 著學生跟隨導師學習鑼鼓點口訣及演奏方法，分組嘗試打鑼鼓點，並分別配合

白欖及詩白示例演奏 

⚫ 總結(重溫所學)﹕提問 [3分鐘] 

⚫ 鑼鼓音樂有哪些作用？ 

⚫ 用電腦簡報出示不同鑼鼓譜，著學生正確讀出白欖的鑼鼓點﹕ 

◆ 茶 茶茶  各各撐  各 撐 各 多  撐  茶  撐     

 

2. 延伸學習﹕ [2分鐘] 

⚫ 派發參考資料，同學回家可詳閱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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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學生依照劇本回家繼續背誦已學之白欖 

 

 

 

 

 

 

 

 

 

 

 

 

 

 

 

 

 

 

 

 

 

 

 

 

 

 

 

 

 

 

 

 

 

 

 

 

 

第五節 (音樂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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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已有知識﹕ 

1. 辨識粵劇部分京鑼鼓樂器 

2. 認識鑼鼓音樂的特點 

3. 朗讀鑼鼓點口訣及白欖及詩白的打法 

 

(一) 教學目標﹕ 

1.   重溫鑼鼓音樂基本知識 

2.   熟練演奏白欖及詩白的鑼鼓點 

 

(三) 所需教具﹕ 

1. 鑼鼓樂器 

2.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以提問方式重溫所學及建構新知識 [10分鐘] 

⚫ 粵劇中由鑼鼓樂器特定節奏組合成的節奏型叫作什麼？(鑼鼓點) 

⚫ 提問學生不同鑼鼓樂器所代表擬聲詞 (記譜的用字及其讀法) 

⚫ 白欖的鑼鼓點是什麼？ 

(茶 茶茶  各各撐  各 撐 各 多  撐  茶  撐   ) 

 

2. 分別練習演奏白欖及詩白的鑼鼓點 [25分鐘] 

⚫ 電腦簡報分別出示白欖及詩白之鑼鼓教材 

⚫ 著學生全班一起以拍手練習打出不同樂器的演奏部分 

⚫ 待學生熟練後，著學生分別扮演「鑼手」、「鈸手」及「掌板」演奏出完整的鑼

鼓點 

⚫ 老師在學生練習時，分別於三組找尋較能準確掌握演奏的同學，以真的樂器帶

領同組同學演繹鑼鼓點 

⚫ 各班一起進行評鑑，評估演奏是否準確並改善 

 

3. 總結(重溫所學)﹕提問 [3分鐘] 

⚫ 鑼鼓音樂有哪些作用？(1. 是伴奏音樂中主導著速度及節奏的部分；2. 伴奏唱

腔、說白和武打場面及襯托表演身段；3. 由掌板領導，並配合鈸手和鑼手的緊

密合作；4. 鑼鼓點是具有特定戲劇功能的節奏組合程式。) 

 

4. 延伸學習﹕ [2分鐘] 

⚫ 著學生依照劇本回家繼續背誦已學之白欖 

第六節 (粵劇導師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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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5. 可能曾經於平日生活中聽過粵曲或欣賞粵劇 

 

(二) 教學目標﹕ 

1.   認識工尺譜 

2.   分辨及應用子喉和平喉 

3.   學習唱出小曲﹕《白雲》 

 

(三) 所需教具﹕ 

1. 參考資料(二)﹕工尺譜及《白雲》曲譜 

2.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讓學生透過聆聽及觀察，認識粵曲及子喉、平喉 [5分鐘] 

⚫ 播放《帝女花․香夭》節錄(音樂，非影像)，著學生聆聽 

⚫ 提問﹕ 

◼ 粵曲選段中，有多少位角色唱曲？(兩位) 

◼ 他們是男？是女？(一男一女；男女主角) 

⚫ 播放影片選段，著學生再聆聽一次 

⚫ 老師講述﹕片段中演出部分主要有兩名主角，男主角是「文武生」、女主角叫

「花旦」，但其實兩位演員都是女性 

⚫ 提問﹕ 

◼ 他們兩位唱歌的唱腔相同嗎？有什麼不同？(學生自由作答) 

⚫ 小總結﹕這兩種唱法叫子喉及平喉，「花旦」用子喉演唱，「文武生」用平喉演

唱。男女都可以學習用子喉及平喉唱粵曲的。 

 

2. 教導學生唱小曲﹕《白雲》 [20分鐘，粵劇導師示範協教]  

⚫  電腦簡報出示歌詞，由粵劇導師協助帶領學生學習唱小曲 

⚫  當學生基本熟悉所唱小曲後，再要求學生分別以平喉或子喉唱曲 

⚫  由導師協助評估及提供改善建議 

 

3. 認識工尺譜 [10分鐘，粵劇導師示範協教] 

⚫ 提問﹕這個歌譜與平日我們上音樂堂用的有什麼分別？(學生自由作答) 

⚫ 老師講述﹕粵劇的音樂記譜，除了之前我們學過的鑼鼓點記錄鑼鼓樂器的演奏

外，旋律部分會以工尺譜作記錄 

⚫ 由導師指導學生認識及唱出工尺譜 

 

4. 總結(重溫所學)﹕提問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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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劇的演唱方法主要分哪兩種？(平喉與子喉) 

⚫ 用來記錄粵曲的樂譜叫什麼？(工尺譜) 

 

5. 延伸學習﹕ [2分鐘] 

⚫ 派發參考資料(二)，著學生回家進行自學 

⚫ 回家練習演唱《白雲》 

⚫ 著學生依照劇本回家繼續背誦已學之白欖 

 

 

 

 

 

 

 

 

 

 

 

 

 

 

 

 

 

 

 

 

 

 

 

 

 

 

 

 

 

 

 

第七節 (粵劇導師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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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曾聽過《三隻小豬》的故事 

2. 已背誦兒童粵劇《三小豬》的白欖選段 

3. 已學習唱小曲﹕《白雲》 

 

(二) 教學目標﹕ 

1.   重溫﹕應用子喉和平喉唱小曲﹕《白雲》 

2.   集體創作《三小豬》中段部分的故事情節 

 

(三) 所需教具﹕ 

1. 小組工作紙 

2.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重溫﹕著學生以子喉、平喉唱出已學之《白雲》[8分鐘] 

⚫ 重溫工尺譜，並以唱工尺譜作發聲練習 

⚫ 著學生分別以子喉及平喉唱出《白雲》 

⚫ 著學生分成兩組，輪流以子喉及平喉唱小曲 

⚫ 由老師及同學評估以作改善 

 

2. 集體創作《三小豬》故事中段部分 [30分鐘，導師示範協教] 

⚫ 播放簡報，向學生講解整個演出的架構﹕開始──數白欖；中段──創新故 

 事情節，並創作不同角色用的白欖及口白；結尾──唱小曲作完結 

⚫ 小組創作活動(一)﹕即興創作 (戲劇教學法) 

◆ 講述﹕三隻小豬請求爸爸媽媽不要迫他們搬走，但豬爸爸、豬媽媽最後都

堅持要他們搬出去學習獨立 

◆ 提問﹕大豬、二豬及小豬會有什麼對話呢？  

◆ A、B、C三組分別扮演大豬、二豬及小豬作即興對話 (每組只有兩次說話

機會)，老師負責錄音，隨後撰寫出來下堂創作白欖及口白時用 

⚫ 小組創作活動(二)﹕故事續寫 (戲劇教學法﹕衝突的出現) 

◆ 把學生分為六組，派發工作紙，著學生討論以下問題，再作匯報及組合故

事情節 

1. 狼是如何出場的？ (第一、二組) 

2. 狼想做什麼壞事？狼和小豬們發生了什麼衝突(為什麼打鬥起來)？  (第三、四組) 

3. 最後狼和小豬們怎樣「大和解」？(第五、六組)  

⚫ 老師收集工仍紙，並整理相關故事情節，下堂創作白欖及口白時用 

 

3.  總結(提示隨後課堂活動) [1分鐘] 

⚫ 下堂粵劇導師會到校，繼續教大家唱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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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堂老師主導的課堂，大家需要為今天撰寫的故事情節創作白欖及口白來表

演。 

 

4.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練習演唱《白雲》 

⚫ 著學生依照劇本回家繼續背誦已學之白欖 

 

 

 

 

 

 

 

 

 

 

 

 

 

 

 

 

 

 

 

 

 

 

 

 

 

 

 

 

 

 

 

 

第八節 (粵劇導師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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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已學唱工尺譜 

2. 能分辨及應用子喉和平喉 

3. 已學習唱出小曲﹕《白雲》 

 

(二)  教學目標﹕ 

1.   學習唱《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2.   認識小曲的特色 

 

(三) 所需教具﹕ 

1. 參考資料(三)﹕《三小豬》曲譜 

2. 電腦簡報 

3.  《俏潘安․店遇》卡拉 OK影碟及廣東音樂《楊翠喜》選段 

 

(四) 教學計劃﹕ 

1. 重溫﹕著學生以子喉、平喉唱出已學之《白雲》[5分鐘] 

⚫ 著學生分別以子喉及平喉唱出《白雲》 

⚫ 著學生分成兩組，輪流以子喉及平喉唱小曲 

⚫ 由導師及老師作評估改善 

 

2. 教導學生小曲的特色 [12分鐘，導師協教]  

⚫ 播放廣東音樂《楊翠喜》，著學生聆聽，特別留意旋律。 

⚫ 老師播放粵劇《俏潘安․店遇》選段，著學生留意旋律。 

⚫ 提問﹕ 

◆  兩首音樂有什麼相同之處？(旋律是相同的) 

◆ 大家猜猜先有哪一首音樂？為什麼？(學生自由作答；答案為《楊翠喜》) 

⚫  導師講解小曲的特色﹕ 

◆ 1. 先有曲後作詞 

◆ 2. 旋律選自傳統樂曲、民間音樂或流行歌曲等；粵劇中的小曲多為廣東民

間樂曲，旋律固定，也易於上口 

4. 教導學生學習唱《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20分鐘，導師示範演唱]  

⚫  電腦簡報出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歌詞，由導師協助帶領學  

 生學習唱小曲 

⚫  當學生基本熟悉所唱小曲後，再要求學生分別以平喉或子喉唱曲 

⚫  由導師協助評估及提供改善建議 

 

5. 總結(重溫所學)﹕提問 [2分鐘] 

⚫ 小曲有什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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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延伸學習﹕ [1分鐘] 

⚫ 派發參考資料(三)，著學生回家進行練習演唱《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第九節 (音樂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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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已集體創作《三小豬》故事的中段部分 

 

(二) 教學目標﹕ 

1.   以《三小豬》故事的中段部分內容創作白欖 

 

(三) 所需教具﹕ 

1. 小組工作紙 

2.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2. 重溫﹕唱《三小豬》結尾小曲 [5分鐘] 

⚫ 著學生重溫上堂導師教授的小曲作練習 

⚫ 由老師及學生評估，並提出改善建議 

 

3. 重溫﹕第七堂集體創作的故事內容 [5分鐘] 

⚫ 播放電腦簡報，提醒學生上次集體創作的成果 

⚫ 可按學生需要作修定 

 

4. 分組創作以《三小豬》故事中段部分創作白欖 [25分鐘]  

⚫  播放簡報，向學生重溫白欖特色，如﹕每句字數、正板與底板等 

⚫  把學生分成六組，並派發小組工作紙及展示相關資料，著學生按上次集  

 體創作故事內容 (非對話內容)以數白欖形式表達 

⚫ 老師收集工作紙，並整理相關資料，下堂派給學生準備練習演出  

 

5.  總結(提示隨後課堂活動) [4分鐘] 

⚫ 下堂粵劇導師會到校，會教大家配合做手來唱小曲 

⚫ 下一堂老師主導的課堂，大家需要分組匯報創作的白欖，匯報前會有五分鐘作

準備。 

 

6.  延伸學習﹕ [1分鐘] 

學生回家繼續練習演唱《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第十節 (粵劇導師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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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已學習唱《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2. 能分辨及應用子喉和平喉 

 

(二) 教學目標﹕ 

1.   熟練地唱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2.   配合做手唱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三) 所需教具﹕ 

1. 電腦簡報 

 

(四) 教學計劃﹕ 

1. 熟練地唱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15分鐘] 

⚫ 著學生分別以子喉及平喉唱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 著學生分成兩組，輪流以子喉及平喉唱小曲 

⚫ 由導師及老師作評估改善 

 

2. 配合做手唱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20分鐘，導師協教]  

⚫ 導師示範配合做手唱小曲 

⚫ 導師指導學生做手動作，老師從旁協助 

⚫ 由導師及老師一起帶領學生學習一邊唱小曲、一邊配合做手動作 

⚫ 由導師協助評估及提供改善建議 

 

3. 總結﹕提問 [4分鐘] 

⚫ 大家認為唱曲時配合做動作有什麼作用？(自由作答；如﹕增加表現力、增強吸

引力、美觀等) 

  

4.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進行練習，配合做手演唱《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第十一節 (音樂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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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上堂已以《三小豬》故事中段部分內容創作白欖 

 

(二)  教學目標﹕ 

1.   全班合作完成連串整個《三小豬》故事演出 (武打場面除外) 

 

(三) 所需教具﹕ 

1. 電腦簡報 

2.   參考資料工作紙 (班本) 

 

(四) 教學計劃﹕ 

1. 重溫﹕背唸《三小豬》開首白欖及唱結尾小曲 [5分鐘] 

⚫ 著學生重溫早前導師教授的白欖及小曲作練習 

⚫ 由老師及學生評估，並提出改善建議 

 

2. 重溫﹕第九堂創作的白欖內容 [5分鐘] 

⚫ 播放電腦簡報，提醒學生上次集體創作白欖的成果 

⚫ 可按學生需要作修定 

 

3. 全班合作完成連串整個《三小豬》故事演出 (武打場面除外) [28分鐘]  

⚫  播放簡報，由老師講解整個故事各部分的串連，以及還有待補充的部分  

 (武打場面的動作於第十二節由粵劇導師教授)  

⚫  把學生分成四組，安排各組學生分別扮演大豬、二豬、小豬及狼先生， 

 演繹故事  

4. 總結(提示隨後課堂活動) [1分鐘] 

⚫ 下堂粵劇導師會到校，會教大家認識粵劇道具，及學習武打動作 

 

5.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練習《三小豬》已排練內容 

 

 

 

 

 

 

 

 

 

第十二節 (導師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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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已學習數白欖《三小豬》故事開首 

2. 已新編《三小豬》故事中間部分，並創作白欖 

3. 能分辨及應用子喉和平喉 

4. 配合做手唱出《三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二)  教學目標﹕ 

1.   分辨粵劇部分道具﹕纓槍、劍、大刀、刀、馬鞭及扇 

2.   學習「打」﹕平腕花、對打札架 

 

(三) 所需教具﹕ 

1. 電腦簡報 

2.   粵劇道具 (由粵劇導師提供) 

3.   體育科用竹枝 (20條) 

4.   活動工作紙 

 

(四) 教學計劃﹕ 

1.  尋「寶」遊戲 [3分鐘] 

⚫ 按平日活動模式分成六組  

⚫ 著學生根據老師派發的卡片上的提示，找出收藏在禮堂中的不同的粵劇道具 

⚫ 各組派出一位代表，手持找出來的道具作展示 

 

2. 猜猜我是「誰」遊戲 [12分鐘，導師協教]  

⚫ 代表同學手持剛才找到的道具，但不知其名；老師播放簡報出示提示(即各道

具的特色)，著學生猜想。 

⚫ 當學生看完提示後，可用五秒與組員討論，再由一名同學代表舉手搶答 

⚫ 由老師公佈答案，導師以實物向學生簡介該件道具 

⚫ 總共有六件道具供學生猜想，過程如上類推。 

 

3.  小總結﹕提問 [2分鐘] 

⚫ 老師再出示各道具，請學生辨認各道具，同時作為評估學生是否已掌握知識。 

 

4.  齊來動一動﹕學習使用纓槍 [20分鐘，導師協教] 

⚫ 老師講解﹕在大家的改編《三小豬》的故事創作中，都有武打場面。待會大家

將會有機會學習用纓槍，老師和導師會先作示範，然後安排同學兩人一組，嘗

試練習有關武打技巧。 

⚫ 提問﹕在活動正式開始前，老師想問問大家，在活動時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  

⚫ 著學生分成六組作 1分鐘小組口頭討論﹕「在學習使用纓槍活動時有什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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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注意？ 」 

⚫ 著若干組匯報結果，再由老師作總結，提醒同學須注意安全、關顧同儕 

⚫ 由導師分別介紹「平腕花」及「對打札架」兩種武打技巧，並與老師共同示範 

⚫ 著學生二人一組，並派發道具 

⚫ 學生練習時，由導師及老師指正及提供回饋 

 

5. 總結﹕提問 [2分鐘] 

⚫ 剛才大家學習的武打技巧是什麼？ (平腕花及對打札架) 

⚫ 再次向學生提問其中兩件道具的名稱 

 

6.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進行練習，並繼續練習《三小豬》開首白欖，以及配合做手演唱《三

小豬》故事結尾的小曲 

 

 

 

 

 

 

 

 

 

 

 

 

 

 

 

 

 

 

 

 

 

 

 

 

 

第十三節 (音樂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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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已串連整個《三小豬》故事，對人物行為、性格有所認識 

 

(二) 教學目標﹕ 

1.   認識粵劇的角色及化妝特色 

2.   認識粵劇的面譜特色﹕色彩的運用及眉的形態 

3.   為《三小豬》人物設計面譜 (初稿) 

 

(三) 所需教具﹕ 

1. 電腦簡報 

2.   參考資料工作紙(四) 

 

(四) 教學計劃﹕ 

1.  重溫﹕練習演繹《三小豬》整個故事 [8分鐘] 

⚫ 著學生練習演繹《三小豬》整個故事 

⚫ 由老師及學生評估，並提出改善建議 

 

2.  學習粵劇的角色 [5分鐘] 

⚫ 播放電腦簡報，向學生介紹花旦、小生、醜角、淨角的特色及化妝 

(有關內容可參考電腦簡報﹕第十三節) 

 

3.  分組口頭討論﹕《三小豬》不同角色的面譜顏色 [5分鐘]  

⚫  播放簡報，著學生分成六組，口頭討論《三小豬》中，大豬、二豬、小 

 豬及狼先生的代表顏色  

⚫  由學生匯報，老師總結意見 

 

4.  介紹粵劇面譜特色 [10分鐘] 

⚫ 出示大淨臉譜、大花面臉譜、二花面臉譜，並簡介它們的分別 

⚫ 透過介紹一些人物角色的面譜，讓學生理解如何實踐面譜的用色來表現人物性

格 

 

5.  介紹面譜上眉的畫法 [5分鐘] 

⚫ 播放簡報，由老師講解細眉、直眉及老眉的代表性格及形態 

⚫ 全班討論《三小豬》中的四位角色應使用哪一種眉 

 

6.  為《三小豬》人物設計面譜 (初稿) [6分鐘] 

⚫ 著學生按演繹角色安排，分配他們設計面譜的角色 

⚫ 老師講解設計面譜步驟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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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發參考資料工作紙(四)，著學生進行設計 

 

7.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練習《三小豬》已排練內容 

⚫ 完成參考資料工作紙(四)，下堂帶回校，準備落實創作面譜 

 

 

 

 

 

 

 

 

 

 

 

 

 

 

 

 

 

 

 

 

 

 

 

 

 

 

 

 

 

 

 

 

 

第十四節 (粵劇導師協教) 



海怡寶血小學 

22 
 

(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已認識一些粵劇道具，如﹕纓槍、劍、大刀、馬鞭等 

2.  已學習札架 

 

(二)  教學目標﹕ 

1.   學習「打」﹕平腕花、對打 

 

(三) 所需教具﹕ 

1. 電腦簡報 

2.   粵劇道具 (由粵劇導師提供) 

3.   體育科用竹枝 (20枝) 

 

(四) 教學計劃﹕ 

1. 重溫札架 [8分鐘，導師協教] 

⚫ 重溫上堂提及的注意事項 

⚫ 導師及老師分發纓槍或竹枝給學生 (二人一枝) 

⚫ 著學生根據導師指示，輪流擺出「札架」動作，由另一位同學進行評估 

⚫ 由導師及老師檢視學生動作，並提出改善 

 

2. 學習平腕花 [14分鐘，導師協教]  

⚫ 由導師及老師作示範，著學生先行觀察 

⚫ 著學生繼續二人一組，其中一人模仿做出平腕花動作，另一位同學進行觀察及

提示 

⚫ 由導師及老師檢視學生動作，並提出改善 

⚫ 隨後由另一位同學模仿做出平腕花動作，剛才已做的那位同學進行觀察及提示 

⚫ 由導師及老師檢視學生動作，並提出改善建議 

 

3. 學習對打 [14分鐘，導師協教] 

⚫ 由導師及老師進行示範，著學生進行觀察 

⚫ 選出其中三組同學，讓他們作為「小老師」進行「示範」，由導師及老師檢視學

生動作，並提出改善建議 

⚫ 由導師及老師再分派道具，安排其中一半的組別進行對打，另一半的同學負責

評估及提示，由導師及老師檢視學生動作，並提出改善建議 

⚫ 隨後轉組，進行相同活動 

 

4. 總結﹕重溫活動 [3分鐘] 

⚫ 老師請出兩位同學，做出札架、平腕花及對打動作，由全班提出修正建議，導

師及老師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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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進行練習，並繼續練習班本《三小豬》 

 

 

 

 

 

 

 

 

 

 

 

 

 

 

 

 

 

 

 

 

 

 

 

 

 

 

 

 

 

 

 

 

 

 

 

第十五節 (老師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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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已串連整個《三小豬》故事，對人物行為、性格有所認識 

2. 認識粵劇的面譜特色﹕色彩的運用及眉的形態 

3. 上堂已為《三小豬》人物設計面譜 (初稿) 

 

(二) 教學目標﹕ 

1.   分析初稿成果 

2.   設計正稿，準備下堂上色 

 

(三) 所需教具﹕ 

1. 初稿照片 (混合四班) 

2.   派回上堂完成之參考資料工作紙(四) 

 

(四) 教學計劃﹕ 

1. 反思活動﹕檢視上堂完成之初稿 (各班) [15分鐘] 

⚫ 檢視上堂完成之初稿，與同學一起分析「哪個作品較似粵劇的面譜，為什麼?」 

⚫ 由老師及學生共同評估各作品，並反覆提出改善建議，藉此讓學生加深對粵劇

面譜的特色之認識 

 

2. 為《三小豬》人物設計面譜 (正稿) [24分鐘] 

⚫ 派發厚質圖畫紙，著學生按演繹角色安排設計面譜的角色 

⚫ 老師講解設計面譜的步驟及注意事項 

⚫ 發回上次之參考資料工作紙(四)，著學生參考初稿設計進行創作 

⚫ 收回所有已完成之正稿，以免學生遺失，並提示學生下堂上色，攜帶相關視藝

用品 

 

3.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練習班本《三小豬》 

 

 

 

 

 

 

 

 

 

第十六節 (粵劇導師協教，禮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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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已有知識﹕ 

1. 學生已串連整個《三小豬》故事 

2. 學生已學習班本《三小豬》唱、做、唸、打各部分安排 

 

(二) 教學目標﹕ 

1.   綵排整個粵劇演出 

 

(三) 所需教具﹕ 

1.   纓槍 

2.   舞台上放置台階 

 

(四) 教學計劃﹕ 

1. 安排同學位置 [5分鐘] 

⚫ 重申整個粵劇演出的安排 

⚫ 導師及老師安排同學於舞台上的合適位置準備 

 

2. 綵排演出 [30分鐘，導師協教]  

⚫ 按班本故事安排，從頭到尾排練一次 

⚫ 由導師及老師指出特別需要跟進之部分重複進行練習 

⚫ 如時間許可，再從頭到尾綵排整個演出 

 

3. 總結﹕重溫活動 [3分鐘] 

⚫ 提問同學表現較好及需改進之地方，其嘗試提出改善方法 

⚫ 最後由粤劇導師及老師檢視演出效果作總結 

 

4. 延伸學習﹕ [1分鐘] 

⚫ 著學生回家繼續練習班本《三小豬》，需熟讀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