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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級課程（單元名稱：粵劇查得撐；  總教節：約 8 節，每節約 35 分鐘） 

總學習目的：透過演奏、聆聽和觀賞等活動，認識粵劇的伴奏樂器和表演方式等特點，並了解及尊重中國傳統文化。 

＊學習目標：CI—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SP—發展音樂技能與過程  CR—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  MC—認識音樂的情境 

日 

期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綜合活動 共通能力／ 

價值觀與態度 

評估 教學 

資源 

課後反思 

CI SP  CR MC 創作 演奏 聆聽 

 

 

21/3 

至 

13/6 

 

 

 

 

 

 

 

 

 

 

 

 

 

 

✓ 

 

 

✓ 

 

 

✓ 

 

✓ 

 

✓ 

 

 

✓ 

 

 

✓ 

 

✓ 

 

 

 

✓ 

 

✓ 

 

 

✓ 

 

✓ 

 

✓ 

 

 

✓ 

 

 

✓ 

 

✓ 

 

 

 

✓ 

 

 

 

 

 

 

 

 

 

 

 

 

 

 

✓ 

 

1． 介紹粵劇的特色及

其音樂術語 

2． 介紹粵劇的行當及

其分類 

3． 學習粵劇的基本做

手及台步特色 

4． 初步認識工尺譜、

學習數叮板 

5． 認識鑼鼓樂器的種

類及鑼鼓的演奏方

法 

6． 創作配合動作和情

境的鑼鼓點 

7． 辨別平喉和子喉的

唱腔及粵曲的演唱

技巧 

8． 初步認識白欖及為

白欖加板 

⚫ 創作配合動

作的鑼鼓點 

⚫ 為白欖加板 

⚫ 學唱《鳳閣恩仇未

了情‧胡地蠻歌》

選段，並數叮板配

合。 

⚫ 以人聲表達配合

動作的鑼鼓點，並

進行互評。 

⚫ 以粵曲的露字方

法視唱《扭下擰吓

螢火蟲》。 

⚫ 數白欖。 

⚫ 觀賞《百戰榮歸

迎彩鳳》選段，

辨別粵劇的特

點。 

⚫ 觀看《胡不歸》

兩個選段，辨別

粵劇唱、唸、做、

打的表演方式及

角色行當。 

⚫ 觀看兩段《粵劇

伴奏樂器演奏》

錄像，辨別粵劇

伴奏樂器及其音

色。 

⚫ 觀看《胡不歸》

和《六國大封相》

的選段，辨別鑼

鼓點。 

共通能力︰ 

⚫ 創造力 

⚫ 批判性思考能

力 

⚫ 溝通能力 

 

價值觀與態度︰ 

◆ 培養審美能

力 

◆ 了解及尊重

中國傳統文

化 

⚫ 觀察學生的

課堂表現，改

善他們讀

譜、聆聽、歌

唱及演奏的

能力。 

⚫ 根據既定準

則， 評估學

生的演出。 

⚫ 觀察學生的

態度和共通

能力發展。 

⚫ 學生的自我

評估和同儕

評估。 

⚫ 電子課本 

⚫ 教學鐳射唱

片 

⚫ 教學錄像光

碟 

⚫ 粵劇敲擊樂

器和旋律樂

器 

⚫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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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介紹粵曲的特色及其音樂術語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1．提問：你知道粵劇些什麼？關於粵劇的參觀活動，你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15 介紹粵劇的特色 

1． 講述：傳統戲曲有很多，包括崑劇（體系最大）、京劇等，在香港最流行的傳統戲曲是粵劇，又稱廣

東大戲。由粵劇導師講解粵劇的表演場地以及新光戲院的小故事。 

2． 先介紹粵劇的十個元素，觀賞《百戰榮歸迎彩鳳》選段，著學生找出有哪幾種元素。其中舞蹈即身

段，唸白的分類，佈景的虛擬性以及動作等元素，粵劇導師會加以説明。 

3． 小結：粵劇是綜合表演藝術，包含多種藝術元素。 

《百戰榮歸迎彩鳳》選段 

15 粵劇的表演方式 

1． 介紹粵劇的表演方式可歸納為唱、唸、做、打。唱即唱腔，唸是唸白，做是表情與動作，打即武打。 

2． 介紹《胡不歸》的劇情。 

3． 觀看《胡不歸．慰妻》和《胡不歸．出戰》兩個選段，著學生找出選段包含的表演方式。 

《胡不歸．慰妻》和《胡不歸．

出戰》選段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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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介紹粵曲的行當及其分類 

2. 學習粵曲的基本做手及台步特色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1．提問：上星期，我們學了甚麼？ 

 

15 介紹粵劇的行當 

1． 介紹粵劇的行當生、旦、淨、丑，並介紹六柱制，整個戲台由六個主要演員擔當，包括文武生、小生、

正印花旦、二幫花旦、正印武生及正印丑生。不同行當代表不同身份、年齡或性格。舊日演員通常專

演一類型的腳色，因此也就形成了專門的行當。 

2． 提問：還記得林家聲是擔演哪一個行當？（文武生） 

3． 播放《胡不歸．慰妻》和《胡不歸．出戰》選段，請學生找出選段中分別出現了哪些行當。 

《胡不歸．慰妻》和《胡不歸．

出戰》選段 

5 粵劇的化妝 

1． 老師展示不同角色的劇照，讓學生認識不同角色的服裝和化妝之不同。 

2． 講述：為了讓觀衆在遠處也能分辨演員的身分，演員常用不同顔色的化妝油彩，繪上色彩鮮豔和圖案

分明的面譜，使觀衆容易分辨出他們所擔演的行當。不同顔色的化妝油彩，正顯示劇中人物的性格，

如紅色代表忠義，全白色代表奸險。 

角色劇照 

10 齊來做大戲 

1． 導師和老師親身示範不同角色的基本指法及站式（生：丁字步，旦：捌腿）。 

2． 學生模仿和試做。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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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介紹鑼鼓樂器的種類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展示一套鑼鼓，問學生是否見過以及嘗試辨別不同樂器的名稱。 

 

10 粵劇的伴奏樂器 

1． 老師順序敲打不同的鑼鼓樂器，學生看著教科書相關部份，辨別各樂器的名稱和音色。(留意：板即

卜魚) 

2． 老師再隨自己的喜好敲打不同的鑼鼓樂器，學生依聽到的次序寫上數字，再核對答案。 

3． 提問：粵劇裏爲什麽要有鑼鼓？ 

4． 講述:粵劇的樂器主要分為四類：吹管、彈撥、拉弦、打擊。吹、彈、拉負責旋律，烘托氣氛；打負責

控制節奏，配合動作，連接唱腔及確定速度。在粵劇唱唸做打的表演過程中，全有音樂伴奏。粵劇的

伴奏樂器可分為敲擊樂器和旋律樂器兩大類。鑼鼓音樂的特點：一，是伴奏音樂中主導著速度及節奏

部分；二，伴奏唱腔、説白和武打場面及襯托表演身段；三，由掌版師傅領導，並配合拔手和鑼手緊

密合作；四，鑼鼓點是具有特定戲劇功能的節奏組合程式。粵劇導師加以補充。 

5． 觀看《粵劇伴奏樂器演奏 II》錄像，辨認粵劇旋律樂器。 

 

教科書 

簡報 

 

 

 

 

 

《粵劇伴奏樂器演奏 II》錄像，

教科書 

15 介紹鑼鼓口訣(擬聲字) 

1． 老師教學生讀一讀各口訣的讀音。（留意:「板」即卜魚，「各」也作「局」） 

2． 老師依次敲打鑼鼓樂器，學生留心聆聽，猜出是哪個擬聲字。 

3． 講述：粵劇樂隊習慣以擬聲字代表這些敲擊樂器的聲音。粵劇中由鑼鼓樂器特定節奏組合成的節奏型

叫作鑼鼓點。 

4． 老師和導師合奏一兩個鑼鼓點，讓學生先有印象。 

 

教科書 

5 演奏鑼鼓點 

重一槌鑼鼓： 

查  得撐 

粵劇導師和老師合作示範一次，再分組合奏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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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介紹常用的鑼鼓點以及分組合奏鑼鼓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溫習鑼鼓樂器及口訣 鑼鼓樂器 

15 認識及演奏詩白鑼鼓 

詩白鑼鼓（的昌 撐 查昌 撐） 

 

粵劇導師和老師合作示範一次 

1．先讀熟口訣 

2．用手拍準節奏 

3．分三組，第一組扮演掌板，第二組扮演鑼手，第三組扮演鈸手，模擬打鑼鼓的手勢 

4．粵劇導師充當掌板，選學生負責打鑼及小鈸，然後進行合奏，打白欖鑼鼓。 

5．挑選學生出來打該鑼鼓，然後分組合奏。 

 

《詠柳》   賀知章(載於五下中文第四課) 

X X X X  X X X 得撐       (碧玉妝成一樹高) 

X X X X  X X X 得撐       (萬條垂下綠絲縧) 

X X X X  X X X 得撐       (不知細葉誰裁出) 

X X X X  查得撐 X X X     (二月春風似剪刀) 

鑼鼓樂器 

 

 

 

 

 

 

 

 

《詠柳》五下中文課本第一冊 

5 唸唐詩，打鑼鼓 

學生自行利用《靜夜思》及《詠鵝》邊唸唐詩，邊打鑼鼓 

鑼鼓樂器 

《靜夜思》及《詠鵝》 

10 演奏鑼鼓點 

一槌鑼鼓（各的的 各撐 查的的 撐） 

 

粵劇導師和老師合作示範一次 

1．先讀熟口訣 

2．用手拍準節奏 

3．挑選學生出來打該鑼鼓。 

鑼鼓樂器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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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創作和演奏配合人物表情動作的鑼鼓點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10 學做手 

1．老師和導師示範幾個配合人物表情動作的做手：單指，向上指，向下指，單指，劍指，蘭花指，正雲手， 

反雲手等 

並認識做手的美學概念︰1）誇張； 2）美化； 3）配合鑼鼓，配合節奏； 4）聲線要大； 5）注意眼神 

2．老師和導師先示範，學生跟著做 

3．老師教授《靜夜思》的動作，配合鑼鼓點（讀出鑼鼓點） 

 

5 齊來創動作一 

1．重溫「重一槌」鑼鼓 

查  得撐 

2．小組創作配合重一槌鑼鼓的動作 

3．整理創作及演練，老師及粵劇導師提供協助 

鑼鼓樂器 

 

10 分組演出所創作的表情和動作 

導師評賞，指導，全班跟著做 

導師示範重一槌鑼鼓的使用情況，如表示大驚慌，問問題等 

鑼鼓樂器 

 

8 齊來創動作二 

1．小組創作兩款動作：1）上/落樓梯（七步／九步）；2）上馬 

每組只負責一款動作 

2．挑選幾組表演，導師評賞，全班做 

鑼鼓樂器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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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學習數叮板 

2. 初步認識工尺譜 

3. 試唱《帝女花‧香夭》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粵劇有沒有拍子?（有） 

粵劇的拍子是甚麼?（叮板） 

 

15 齊數叮板 

1． 介紹叮板是甚麼 

2． 正板、底板、正叮、底叮的意思；一板一叮(中速)，一板三叮(慢速)，流水板（較快的，如白欖就會

用到）的分別 

3． 「板」敲打板（卜魚），「叮」敲打沙的 

4． 用流水板數白欖《靜夜思》 

5． 一邊數叮板，一邊唱《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一板一叮) 

著重數叮板的手勢，學生不用唱，只數叮板 

 

 

 

 

《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 

5 初學工尺譜 

1．介紹粵曲用工尺譜的譜字 

2．展示顯示工尺譜和叮板的《帝女花・香夭》 曲譜 

《帝女花・香夭》 

10 試唱《帝女花・香夭》 

學生一邊數叮板，一邊唱《帝女花・香夭》(一板三叮) 

1． 學生一邊聽，一邊數叮板 

2． 學生一邊唱，一邊數叮板 

《帝女花・香夭》卡拉 OK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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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辨別平喉和子喉的唱腔 

2. 認識粵曲的演唱技巧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5 引言 

一起唱出《帝女花‧香夭》選段，然後提問：剛才幾句屬於「生」還是「旦」唱的呢？（旦） 

聲音有何特質？（很高音，很尖） 

《帝女花‧香夭》卡拉 OK 

5 辨別平喉和子喉的唱腔 

１． 聆聽《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辨別平喉：自然的發聲方法 

２． 聆聽《昭君出塞》，辨別子喉：用假聲演唱，比平喉高八度 

六上電子課本 

《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 

《昭君出塞》 

15 試唱小曲《扭吓擰吓螢火蟲》 

1．觀看《月亮姐姐睡何鄉》選段 

2．邊看影片，邊唱《扭吓擰吓螢火蟲》 

 

《月亮姐姐睡何鄉》DVD 

《扭吓擰吓螢火蟲》歌詞 

8 試唱小曲《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 

1．男生用平喉唱，女生用子喉唱 

2．老師初步提點粵曲的演唱方法：1）咬字；2）拉腔；3）尾音 

《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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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初步認識白欖 

2. 為同學創作的白欖加板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３ 引言 

提問：還記得流水板是甚麼？打板方法又是甚麼？ 

 

10 白欖的特色 

學生先聆聽白欖《做功課》，再引導學生找出以下特色： 

1．白欖是唸白的一種；是一種説話的方式而非唱腔； 

2．基本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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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需押韻。 

3．押韻位置：在雙數句，而最後一句亦須押韻。 

4．用卜魚伴奏 

5．結束方法：1）拖慢最後一句的速度及加重語氣；2）重覆最後一句。 

簡報 

《做功課》白欖 

鑼鼓樂器 

20 齊齊加上「板」 

１． 展示 6B 班所創作的白欖（主題為對學習粵劇的感想） 

２． 分組在樂譜上加上「板」的符號 

３． 分組演繹出來 

「對學粵劇的感想」白欖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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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粵劇教學協作計劃 

教案設計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小學六年級教案設計 

 
音樂教師：陳健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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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級課程（單元名稱：粵劇合士上；總教節：約 8 節，每節約 35 分鐘） 

總學習目的：透過創作、演奏、聆聽等活動，辨別及表達粵劇的表現形式，並培養國民意識及審美能力。 

＊學習目標：CI—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SP—發展音樂技能與過程  CR—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  MC—認識音樂的情境 

日 

期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綜合活動 共通能力／ 

價值觀與態度 

評估 教學 

資源 

課後反思 

CI SP  CR MC 創作 演奏 聆聽 

 

 

21/3 

至 

13/6 

 

 

 

 

 

 

 

 

✓ 

 

 

✓ 

 

 

 

✓ 

 

 

✓ 

 

 

 

✓ 

✓ 

 

 

✓ 

 

 

✓ 

 

✓ 

 

 

 

✓ 

 

 

✓ 

 

 

 

✓ 

✓ 

 

 

✓ 

 

 

✓ 

 

✓ 

 

 

 

✓ 

 

 

✓ 

 

 

 

✓ 

✓ 

 

1. 重溫鑼鼓樂器的種

類及鑼鼓的演奏方

法 

2. 介紹白欖的特色和

記譜方式，重溫數叮

板的方法 

3. 創作簡單白欖，並以

白欖鑼鼓伴奏演繹 

4. 介紹口白和詩白 

5. 辨別平喉和子喉的

唱腔及粵曲的演唱

技巧 

6. 認識及利用工尺譜

視唱粵曲 

7. 學習樂曲的基本做

手及台步 

⚫ 按白欖的特

色創作白

欖。 

⚫ 以數白欖方式唸

廣東童謠《氹氹

轉》和《落大雨》 

⚫ 演奏創作的白

欖，並以鑼鼓伴奏 

⚫ 以工尺譜譜字唱

《生日歌》及視唱

《帝女花‧香夭》

選段。 

⚫ 模擬平喉和子喉

的唱腔學唱粵曲

《白雲》和《扭吓

擰吓螢火蟲》。 

⚫ 聆聽《胡不歸‧

慰妻》選段，辨

別白欖的特色。 

⚫ 聆聽《紫釵記‧

燈街拾翠》、《鳳

閣恩仇未了情》

和《帝女花‧香

夭》的選段，辨

別粵曲唸白的類

別和特色。 

⚫ 聆聽《鳳閣恩仇

未了情》和《昭

君出塞》的選

段，辨別粵曲的

演唱方法。 

⚫ 聆聽工尺譜「譜

字」的唱法。 

⚫ 聆聽各組表演的

白欖及進行互

評。 

共通能力︰ 

⚫ 創造力 

⚫ 批判性思考能

力 

⚫ 溝通能力 

⚫ 協作能力 

⚫ 研習能力 

 

價值觀與態度︰ 

◆ 培養國民意

識 

◆ 培養審美能

力 

⚫ 觀察學生的

課堂表現，改

善他們讀

譜、聆聽、歌

唱及演奏的

能力。 

⚫ 根據既定準

則， 評估學

生的演出。 

⚫ 學生的自我

評估和同儕

評估。 

⚫ 觀察學生的

態度和共通

能力發展。 

⚫ 電子課本 

⚫ 教學鐳射唱

片 

⚫ 教學錄像光

碟 

⚫ 板（卜魚）

或木魚 

⚫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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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重溫鑼鼓樂器的種類及鑼鼓的演奏方法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1．提問：你對粵劇有甚麼認識？ 

2．如該班已進行了參觀活動，再問：關於該次粵劇的參觀活動，你最大的得著是什麼？ 

 

15 學習鑼鼓樂器 

1． 老師展示一套完整的粵劇鑼鼓樂器，並提問：粵劇裏爲什麽要有鑼鼓？ 

2． 老師解説鑼鼓音樂的特點：一，在伴奏音樂中主導著速度及節奏部分；二，伴奏唱腔、説白和武打場面

及襯托表演身段；三，由掌版師傅領導，並配合鈸手和鑼手緊密合作；四，鑼鼓點是具有特定戲劇功能

的節奏組合程式。粵劇導師加以補充。 

3． 著學生辨認鑼鼓樂器及從口訣中找出各樂器的名稱，並完成工作紙一 

4． 講述粵劇中由鑼鼓樂器特定節奏組合成的節奏型叫作鑼鼓點。粵劇導師舉例不同的鑼鼓點的用法。 

鑼鼓樂器 

工作紙一 

簡報 

15 演奏鑼鼓點 

白欖鑼鼓： 

查查查 局局撐撐 局撐局得 撐查撐查 撐 

1．先讀熟口訣 

2．用手拍準節奏 

3．分三組，第一組扮演掌板，第二組扮演鑼手，第三組扮演鈸手，模擬打鑼鼓的手勢 

4．粵劇導師充當掌板，選學生負責打鑼及小鈸，然後進行合奏，打白欖鑼鼓。 

5．挑選學生出來打該鑼鼓。 

白欖鑼鼓口訣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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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鑼鼓的演奏方法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提問：誰記得白欖鑼鼓怎麽打：  查查查 局局撐撐 局撐局得 撐查撐查 撐 

 

15 溫習白欖鑼鼓 

查查查 局局撐撐 局撐局得 撐查撐查 撐 

配合白欖《落大雨》演奏 

《落大雨》白欖 

15 認識及演奏詩白鑼鼓 

詩白鑼鼓 

的昌 撐 查昌 撐 

X X X X  X X X 得撐 

X X X X  X X X 得撐 

X X X X  X X X 得撐 

X X X X  查得撐 X X X  

老師充當掌板，選學生負責打鑼及小鈸，然後進行合奏，打詩白鑼鼓。 

挑選學生出來打該鑼鼓。 

 

演奏《帝女花‧香夭》的詩白鑼鼓 

《帝女花‧香夭》的詩白 

2 總結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15 

 

 

第三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介紹白欖的特色和記譜方式 

2. 重溫數叮板的方法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1． 提問：還記得粵劇有哪四種表演方式？（唱、唸、做、打） 

2． 提問：粵劇中有對話、對白，即是唱、唸、做、打中哪一種呢？（唸） 

 

10 白欖的特色 

學生先聆聽《胡不歸‧慰妻》選段，再引導學生找出以下特色： 

1．白欖是唸白的一種；是一種説話的方式而非唱腔； 

2．基本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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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押韻。 

3．押韻位置：在雙數句，而最後一句亦須押韻。 

4．用卜魚伴奏 

5．結束方法：1）拖慢最後一句的速度及加重語氣；2）重覆最後一句。 

《胡不歸‧慰妻》選段 

簡報 

5 圈出押韻字 

再聆聽《胡不歸‧慰妻》選段，圈出押韻字 

《胡不歸‧慰妻》選段 

5 白欖的記譜方式 

1. 運用白欖的記譜方式。 

2. 重溫數叮板的方法 

注意：數白欖時，只記正板和底板 

 

10 齊齊數白欖（一） 

1．派發廣東童謠《做功課》，四人一組，學生自行加上板。 

中文功課堆積多，乘數唔明驚做錯， 

英文生字調轉左，視藝又要做功課。 

好啦快溫書，功課溫妥先至食燒鵝，食燒鵝。 

2．分組邊打板，邊數白欖 

《做功課》白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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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老師展示參考答案，全班再數白欖 

2 總結  

第四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重溫數白欖方式，創作簡單的白欖 

2. 介紹口白和詩白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1．提問：放假前我們學了數白欖，說說數白欖有什麼特色？ 

 

10 齊齊數白欖（二） 

先打白欖鑼鼓，再以白欖方式唸廣東童謠《落大雨》，並選一位學生打卜魚 

《落大雨》白欖 

5 創作白欖 

分組以「對學粵劇的感想」作爲創作白欖的主題 

（著學生於課後整理創作及熟練，並於下一節演出） 

工作紙二 

10 口白和詩白 

提問：白欖是唱、唸、做、打中哪一種呢？（唸） 

      唸白、對白是不是只有白欖一種呢？（不是）現在介紹另外兩種方式。 

 

辨別口白和詩白的特色 

1．聆聽《紫釵記‧燈街拾翠》，認識口白的特色：像説話般，句式不整齊，沒有押韻。 

2．老師先示範，然後帶領學生一起試讀《紫釵記‧燈街拾翠》口白。 

3．聆聽《鳳閣恩仇未了情》，認識詩白的特色：有押韻，每句字數相同。 

4．老師先示範，然後帶領學生一起試讀《鳳閣恩仇未了情》詩白。 

5．再讀《鳳閣恩仇未了情》詩白，配合詩白鑼鼓。 

教科書 

 

 

 

《紫釵記‧燈街拾翠》 

 

《鳳閣恩仇未了情》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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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分組演出所創作之白欖 

2. 辨別平喉和子喉的唱腔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12 分組演出所創作的白欖 工作紙二 

2 同學互評，選出最佳作品  

1 小結  

10 辨別平喉和子喉的唱腔 

１． 聆聽《鳳閣恩仇未了情》之〈胡地蠻歌〉，辨別平喉：自然的發聲方法 

２． 聆聽《昭君出塞》，辨別子喉：用假聲演唱，比平喉高八度 

３． 簡單分辨大喉和平喉 

《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 

《昭君出塞》 

7 試唱《鳳閣恩仇未了情》之〈胡地蠻歌〉 

1．全班用平喉唱一次 

2．老師初步提點粵曲的演唱方法：1）咬字；2）拉腔；3）尾音 

《鳳閣恩仇未了情》〈胡地蠻歌〉 

3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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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欣賞及唱《帝女花‧香夭》 

2. 試唱《白雲》及創作歌詞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2 引入 

老師提問學生最熟悉哪首粵曲？並請學生唱出首兩句。 

 

10 觀賞粵劇片段《帝女花‧香夭》 

1． 簡介《帝女花‧香夭》的劇目資料。 

2． 播放詩白《帝女花‧香夭》，請學生分辨其表演方式。 

3． 老師先示範，然後帶領學生一起試讀《帝女花‧香夭》詩白。 

4． 再讀《帝女花‧香夭》詩白，配合詩白鑼鼓。 

5． 老師及粵劇導師唱出《帝女花‧香夭》選段，然後提問：剛才幾句屬於「生」還是「旦」唱的呢？（旦） 

6． 聲音有何特質？（很高音，很尖） 

《帝女花‧香夭》 

10 試唱《帝女花‧香夭》 

1．全班用平喉唱一次 

2．一起讀詩白，配合詩白鑼鼓，然後再唱一次 

 

10 試唱《白雲》及創作歌詞 

1．全班用平喉唱一次 

2．再用子喉唱一次 

3．老師初步提點粵曲的演唱方法 

4．分組為歌曲創作第二節的歌詞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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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認識及利用工尺譜視唱粵曲 

2. 演繹《白雲》第二節歌詞及創作詩白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1 引入 

提問：同學知道什麼是「何車」（合尺的讀音）？ 

 

4 介紹工尺譜 

１． 中國傳統記譜法，因工、尺等譜字記樂音而得名，普遍運用在中國説唱音樂、戲曲音樂與民間器樂之中。 

２． 合、士、乙、上、尺、工、反、六等代表唱腔裏的樂音，以叮板顯示節拍。 

錄像：介紹工尺譜 

 

5 小組活動「工尺譜，我最熟」 

四人一組，每組獲發一張「譜字」卡，老師唱其中一個「譜字」，屬該「譜字」的那組學生便要立即鬥快拿

起「譜字」卡和站起來。 

「譜字」卡 

5 工尺譜配對 

聆聽《生日歌》，簡譜與工尺譜配對 

《生日歌》 

5 視唱《帝女花‧香夭》選段 

利用工尺譜視唱《帝女花‧香夭》選段：先唱「譜字」，再唱歌詞，可用平喉唱。 

《帝女花‧香夭》選段 

10 演唱《白雲》 

分組演繹《白雲》第二節歌詞 

《白雲》 

3 詩白創作 

安排學生分組為《白雲》創作詩白 

工作紙三 

2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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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35 分鐘） 

教學目標： 

1. 粵曲的演唱技巧 

2. 學習粵劇的站式和做手 

 

教學流程： 

時間(分鐘) 學習活動 物資 

3 引入 

1．簡單重溫之前課堂學過的唱曲知識。 

 

10 試唱《扭吓擰吓螢火蟲》 

1．觀看《月亮姐姐睡何鄉》選段 

2．邊看影片，邊唱《扭吓擰吓螢火蟲》 

 

《月亮姐姐睡何鄉》DVD 

《扭吓擰吓螢火蟲》歌詞 

5 簡介粵曲的演唱技巧 

1. 以《帝女花‧香夭》為例子，介紹粵曲的演唱技巧 

2. 老師再提點粵曲的演唱方法︰1）咬字；2）拉腔；3）尾音 

《帝女花‧香夭》小曲選段 

12 學做手 

1．老師和導師示範幾個指法︰單指，向上指，向下指，單指，劍指，蘭花指，正雲手，反雲手等 

當中介紹做手的美學概念︰1）誇張；2）美化；3）配合鑼鼓，配合節奏；4）聲線要大；5）注意眼神 

2．導師和老師親身示範不同角色的基本站式（生：丁字步；旦：捌腿）。 

3．老師和導師先示範，學生跟著做 

4．老師教授《靜夜思》的動作，配合鑼鼓點（讀出鑼鼓點）站式和做手 

5．學生為自己創作的《白雲》詩白配上動作 

可到禮堂上課 

 

 

 

 

《靜夜思》 

《白雲》 

3 分組為全新的《白雲》改新的歌名 《白雲》 

2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