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瀛藝陣教學活動設計─龍陣 

龍陣 

單元名稱 飛龍在天—龍陣 設計者 黃麗芬、黃美芳 

適用年級 五年級 時間 240 分(6 節課) 

設計理念 

台灣宗教信仰興盛，廟宇文化近年來愈發受重視，在各種節慶活

動、儀式、廟宇慶典中常見「陣頭」。各陣頭活動中所常運用的動

作，與學生在校所需學習之民俗體育活動有許多相同之處本教案期

讓讓學生在學校民俗體育、藝文活動中，結合廟會各項陣頭活動的

欣賞、模仿，使學生寓教於樂，並能更認識家鄉的藝文活動。 

現今台灣陣頭活動，有跡可循的切確起始年代為清康熙三十三年

（西元 1694 年）可知當時已有僊鶴、獅、昭君、婆姐、龍、馬等

陣頭的存在了。另在清朝時期大陸沿岸帶來的民俗陣頭，在台灣紮

根展開活動的項目有：僊鶴、獅、昭君、 婆姐、龍、馬、仙獅、竹

馬、龍燈、殺獅陣、郎君曲、蜈蚣枰等。另有類似小戲 陣頭的十

歡、八管、四平軍、太平歌、青鑼、小兒樂鼓樂、三通鼓、八音、

送鼓 樂、儡傀班、官音班、四平班、福路班、七子班、掌中班、老

戲、影戲、鼓戲、 採茶唱、藝妲、詩意故事等項目。至於這些陣頭

源至於何處，如以人口數推論，有七成應是源至閩南地區。(蔡宗

信，2010-11-28 龍岩-第六屆海峽兩岸閩南文化研討會) 

龍陣源起於殷商時期，龍陣在民間俗稱「舞龍」。由於龍代表漢人，

因此象徵喜氣與吉祥。龍陣的長度，通常九節，三十一節以上即為

大龍。舞龍者持拿竹柄，從龍頭到龍尾，多人相互合作齊舞，前方

則有一人持拿「龍珠」，負責引導。在展演時，可分為北部龍與南部

龍；北部龍龍身較長，動作較為剛猛，南部龍龍身較短，動作以柔

美流暢為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舞龍是多向度的運動，表演場地多元，舞龍可以在室內、室外活

動，舞龍的道具製作 

簡單，有單人用兩張矮板凳的單龍表演，也可以用環保材質製作龍

頭、龍尾表演雙人 

舞龍。舞龍更是大肌肉的運動，可以訓練增強學生的心肺功能。舞

龍不但增加學生的 

藝術涵養、民俗文化內涵，更能強健其體能，可謂一舉多得。 



課程架構 

 名稱    單元目標           活動名稱            融入領域 

 

 

 

 

 

 

 

 

 

 

 

 

 

教學目標 

1.認識台灣陣頭的由來及意義。 

2.了解龍陣活動的由來及功能。 

3.學生能欣賞龍陣的藝術表現。 

4.透過學生實際展演，理解台灣藝陣之美。 

5.能藉由本單元活動，培養學生熱愛鄉土情懷。 

飛

龍

在

天 

 

龍

陣 

 

龍陣淵源探究 

台南慶典龍陣

藝術欣賞 

 

龍陣藝文活動

仿趣 

學生龍陣活動

展演 

社會領域 

藝術與人文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 

 

1. 認識台灣陣頭

的由來及意

義。 

2. 了解龍陣活動

的由來及功

能。 

3. 學生能欣賞龍

陣的藝術表

現。 

4. 透過學生實際

展演，理解台

灣藝陣之美。 

5. 能藉由本單元

活動，培養學

生熱愛鄉土情

懷。 

 

藝術與人文領域 

社會領域 

 



能力指標 

【社會領域】 

1-2-1-6 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1-3-2-6 了解各地風俗民情的形成背景、傳統的節令、禮俗的意義及

其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2-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並欣賞地方民俗

之美。 

2-3-2-9 探討台灣文化的內涵與淵源。 

3-4-4-6 說明一個多元的社會為何比一個劃一的系統，更能應付不同

的外在與內在環境。 

4-3-2-6 列舉人類社會中出現過的主要宗教活動、類別及信念。 

4-3-3-6 描述人類社會中出現過的各種藝術形式，並舉例說明人類如

何藉由各種藝術形式，進行美感的欣賞、溝通與表達。 

5-4-3-1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

習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藝術與人文領域】 

1-1-6-1 在共同參與戲劇表演活動中，觀察、合作並運用語言、肢體

動作，模仿情境。 

1-2-7-9 參與表演藝術之活動，以感知來探索某種事件，並自信的表

現角色。 

1-3-1-9 探討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瞭解他人的作品，培養自我

思考與表達能力。 

1-3-7-1 在表演戲劇活動中，表現積極合作態度，並表達自己的才藝

潛能。 

1-3-8-5 透過在藝術集體創作方式，表達對社區、自然環境之尊重、



關懷與愛護。 

1-4-7-4 以肢體表現或文字編寫共同創作出表演的故事，並表達出不

同的情感、思想與創意。 

2-1-6-3 培養觀賞藝術活動時，表現出應有的秩序與態度。 

3-2-1-7 蒐集有關生活周遭鄉土文物或傳統民俗文物的藝文資料，並

說出其特色。 

3-2-3-5 認識鄉土音樂，並藉由演奏、演唱或欣賞的方式，表現關懷

鄉土的情操。 

3-2-6-3 樂於參與地方性藝文活動，瞭解自己社區、家鄉的文化內

涵。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1-4-5-6-4 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5-2-1-2-1 能由探討活動獲得發現和新的認知，培養出信心及樂趣 

教學準備 

教師準備 

1. 龍陣的網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DbrxiGs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Zy-2t4xxM 

2. 龍陣的發展歷史：蔡宗信，2010-11-28 龍岩-第六屆海峽兩岸閩南

文化研討會。 

     舞龍，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9%BE%8D 

     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 http://www.ctdlda.org.tw/ 

3. 龍陣的藝術型態：教育部舞龍教材 

龍陣活動用的道具：舞龍龍頭、哨子、龍燈、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DbrxiGs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Zy-2t4xx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9%BE%8D
http://www.ctdlda.org.tw/


學生 

具備能力 
請孩子回家查有關龍陣的資料及圖片 

 

 

 

 

 

 

 

 

 

 

 

 

 



能力 

指標 

具體 

目標 

教學活動 時

間 

教學

媒體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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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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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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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3-1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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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透過

教師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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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陣頭

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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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活動一】龍陣淵源探究 

~~第一節開始~~ 

一、引起動機 

 播放台南大學在雪梨表演龍陣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DbrxiGsKU 

影片播放完畢後，請學生回答影片中的藝陣

為何?(龍陣)學生是否有在家鄉的慶典廟會、

建醮看過? 

 

二、發展活動 

老師題問：知道藝陣的由來嗎?學生回答完畢

後，老師接著補充。台灣陣頭活 動，有跡可

循的切確起始年代為清康熙三十三年（西元 

1694 年）可知當時已有僊鶴、獅、昭君、婆

姐、龍、馬等陣頭的存在了。另在清朝時期

大陸沿岸帶來的民俗陣頭，在台灣紮根展開

活動的項目有：僊鶴、獅、昭君、 婆姐、

龍、馬、仙獅、竹馬、龍燈、殺獅陣、郎君

曲、蜈蚣枰等。另有類似小戲 陣頭的十歡、

八管、四平軍、太平歌、青鑼、小兒樂鼓

樂、三通鼓、八音、送鼓 樂、儡傀班、官音

班、四平班、福路班、七子班、掌中班、老

戲、影戲、鼓戲、 採茶唱、藝妲、詩意故事

 

 

 

3

分 

 

5

分 

 

 

 

15

分 

 

 

 

 

 

 

 

 

 

 

 

 

 

單槍

投影

機 

 

電腦 

 

網路

連線 

 

 

 

 

 

 

 

 

 

 

 

 

 

 

口頭

評量 

 

 

 

 

 

 

 

 

 

 

 

口頭

評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DbrxiGsKU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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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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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項目。至於這些陣頭源至於何處，如以人

口數推論，有七成應是源至閩南地區。(蔡宗

信，2010-11-28 龍岩-第六屆海峽兩岸閩南文

化研討會) 

老師題問：影片中的陣頭活動為龍陣。那小

朋友們了解龍陣的歷史淵源嗎? 

老師介紹：龍陣源起於殷商時期，龍陣在民

間俗稱「舞龍」。由於龍代表漢人，因此象徵

喜氣與吉祥。龍陣的長度，通常九節，三十

一節以上即為大龍。舞龍者持拿竹柄，從龍

頭到龍尾，多人相互合作齊舞，前方則有一

人持拿「龍珠」，負責引導。在展演時，可分

為北部龍與南部龍；北部龍龍身較長，動作

較為剛猛，南部龍龍身較短，動作以柔美流

暢為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而龍陣的功能

為祈求風調雨順、闔家平安。(根據年獸及舞

龍祈雨的故事而來) 

1. 播放影片介紹龍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Zy-2t4xxM 

舞龍，又名「耍龍燈」、「龍燈舞」，是漢民族

傳統的舞蹈形式之一。每逢喜慶節日，各地

都有舞龍的習俗 

三、統整活動 

老師總結並請孩子回去查龍陣(舞龍)活動。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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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Zy-2t4x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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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台南慶典龍陣藝術欣賞 

~~第二節開始~~ 

一、引起動機 

   先詢問學生上一節課後回去查詢的結果，

請學生上台分享龍陣活動影片。 

 

教師播放台南市大甲國小學生表演之室外龍

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8mFOax7bEA 

教師播放苗栗縣竹南國小學生表演之室內龍

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dl0PtMlPQ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請學生回答，表演舞龍時，需要的設

備有哪些?學生答：龍頭、龍尾、龍燈、

哨子、鼓(參考答案) 

2. 教師請學生回答舞龍時的基本動作有哪

些?學生答：要像蛇行一樣跟著旋轉的龍

珠跑，且要聽哨聲做上下擺動的動作，像

騰雲駕霧。(參考答案) 

3. 教師手拿實體並介紹龍陣表演的道具： 

龍珠：龍珠是全隊帶領的中心，持龍珠者

應熟記舞龍所有路線與套路，龍珠路線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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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8mFOax7b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dl0PtMlPQ


 

 

 

 

 

 

 

 

 

 

 

 

 

 

 

 

 

 

 

 

 

 

 

 

 

賞，

學生

能欣

賞龍

陣的

藝術

表

現。 

 

 

 

 

 

 

 

 

 

 

 

 

 

 

 

 

 

錯整條龍路線跟著一起錯，因此挑選持龍珠

著時，應注意其是否靈敏、反應快速、以便

能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除路線套路熟記外。帶領龍體高低起伏速度

快慢及表演場域中心控制也都是龍珠的責

任。另自身龍珠須旋轉，並與龍嘴保持適當

距離，以顯現龍追珠之氣勢。 

龍頭：全部的舞龍過程中焦點大都集中在

龍頭，在快動作快時龍頭必需顯現威武的氣

勢，又在許多較慢動作中，更需龍頭細微動

作來加以烘托以傳其神韻，所以如何舞活龍

頭是相當重要的，而執龍頭者不僅要壯碩的

身材，且要有敏捷的反應及良好的體力， 

舞龍的氣勢與是否傳神，則均需其反覆細心

的加以練習與體會。 

龍身：龍身是龍體流暢圓融的主要體現

者，如有龍身斷斷續續現象產生時，則這舞

龍表演精彩度絕對大受影響，因此如何有團

隊默契是很重要的，就如機械的每一零件，

缺一或運行不好均會有問題產生，所以節與

節的配合應合作無間，才能使龍體圓融流

暢。 

龍尾：龍體在動作翻騰時，龍尾受力最

大，所以需有力者。又有翻尾動作出現時需

高大者，動作較會流暢生動。另有些細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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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有時也會反向扮演帶領者角色，所以反

應快速也應為選擇龍尾者要因之一。 

鼓：舞龍表演講求人、龍一體。但好的配

樂更可增加震懾人心的效果。因此，鼓、

鑼、鈸的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基本打法： 

『得』：敲鼓邊緣的聲音。 

『咚』：以右手敲鼓膜的聲音。 

『撐』：以左手敲鼓膜的聲音。 

『切』：是以單手按住鼓膜，另一手輕敲鼓的

聲音。 

『鏜』：鑼的聲音。 

三、綜合活動 

1. 教師與學生再次複習今天介紹的龍陣道

具。 

              ~~ 第二節結束~~ 

 

              ~~ 第三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1.延續第二節，教師先帶學生複習上節課教

的龍陣表演道具。 

 

二、發展活動 

1.教師配合影片，繼續介紹龍陣表演的基本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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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滾龍： 

雙腳開立，每一位龍手原地劃 8 字弧型，自

左下和右下方稍微轉身扭腰， 以增加滾龍的

弧形。 

 

移位滾龍： 

龍珠向右前交叉走兩步，珠貼近地面，龍嘴

緊跟著龍珠，轉彎時，龍珠由右上向左下打

下去，再往左上挑起，龍頭則跟著做奪珠

狀，反覆成為多個Ｓ形狀。 

 

單側起伏(單邊滾龍)： 

龍珠帶領龍體逆時針方向走小圓場，每位龍

手右側單邊上下起伏龍體，使龍身成高低波

浪狀舞動。 

 

穿龍體—單穿動作： 

被穿龍門的兩節龍手面對面站定，高舉龍

身，由龍珠帶領龍頭前半段龍身穿入龍門，

完成後，龍門之龍手將木柄壓低轉 180 度後

抬高，由後半段龍身隨之穿進，陸續完成一

穿。 

 

穿龍體—雙穿動作： 

「雙穿」是先將龍體繞成圓弧形，再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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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龍尾同時往中間龍門穿進，而後穿出之

龍手均順勢繞半圓，直至龍體全部穿出龍門

為止。完成後，龍門之龍手將木柄壓低轉

180 度後抬高，以打開穿龍門後所打的結。 

 

跳龍—單跳： 

「單跳」由龍珠帶領，引導龍身繞成圓弧

形，被跳的龍門放低，前半段龍手依序跳過

龍門，而後龍門高舉由後半段龍手穿過龍

門。 

 

跳龍—雙跳： 

龍身繞成圓弧形，被跳的中間龍門放低，由

兩頭龍體同時跳越龍門。而後跳出之龍手均

順勢繞半圓，直至龍體全部龍手跳出龍門為

止。 

三、綜合活動 

1.教師利用影片再複習龍陣中滾龍、穿龍及

跳龍的基本動作。 

~~第三節結束~~ 

 

~~第四節開始~~ 

一、準備活動 

教師提問上一節課介紹的龍陣基本動作有哪

些，並請學生回答。(參考答案：滾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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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跳龍) 

 

二、發展活動 

1.教師介紹龍陣表演的動態隊形： 

正面縱向曲線騰進： 

正面縱向曲線騰進由龍珠帶領龍體圍成一阿

拉伯數字的 ” 6 “ ，龍珠騰躍第四節龍

身，龍頭及第二、三、四節分別騰越第五、

六、七、八節龍身，騰越時，前半部龍體高

舉後半部放低，以利騰越。 

 

反面縱向曲線騰進： 

反面縱向曲線騰進由龍珠帶領龍體圍

成 ”6” 字型時，前半段龍身放低，後半段

龍身高舉，龍珠穿越第五節龍身後，第六、

七、八、九節龍手，分別騰越第一、二、

三、四節龍身，進行騰越時要注意龍型圓

順。 

 

一立一躺舞龍： 

快速滾龍後，三、五、七、九龍手依序直躺

滾龍。起立時龍頭後拉幫助隨後龍手依序起

立。 

 

直躺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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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透過

學生

快速滾龍後，第二節龍手依序直躺至龍尾快

速滾龍。依序直躺時注意前一龍手雙腳張開

以預留後一龍手躺下之位置。起立時龍頭後

拉幫助隨後龍手依序起立。 

 

搖船舞龍： 

快速原地滾龍後，再迅速由第二節龍手開始

交叉橫臥在地至龍尾，身體隨搖擺方向起伏

做 8 字型滾龍。起立時龍頭後拉幫助隨後龍

手依序起立。 

 

360 度連續螺旋跳龍： 

龍頭面向龍身快速滾龍後，往逆時針方向舞

立圓，從第二節龍手開始當龍身舞到腳下

時，各節龍手依次迅速從龍身跳過，使龍身

連續呈現 360 度螺旋翻轉。 

做次此動作時注意龍身高低分明，尤其高的

地方，龍手需盡量高舉龍節，且各節速度需

均勻。另此動作也可做順時針方向之 360 度

連續螺旋跳龍。 

 

2.教師介紹龍陣表演的靜態隊形： 

高塔盤造型： 

龍體順時針打圓，漸縮緊，龍頭再自轉一周

團緊龍身，龍頭立在隊員肩上（通常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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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陣

之

美。 

 

 

 

 

 

 

 

 

 

 

 

 

 

 

 

 

 

節龍手），整體龍手再轉緊龍身，並區分龍體

層次感成為高塔盤造型。 

 

螺絲結頂造型： 

螺絲結頂造型為高塔盤造型的反向動作，龍

體由龍尾開始順時針打圓，漸縮緊，龍尾再

自轉一周團緊龍身，龍尾立在隊員肩上（通

常是第八節龍手），整體龍手再轉緊龍身，並

區分龍體層次感成為螺絲結頂造型。 

 

龍出洞造型： 

龍手二、四、七節各有一轉折，層次由高漸

低，意味龍在洞中而珠欲引龍出洞，故龍珠

與龍頭可互相逗弄，以彰顯龍欲咬珠之動

作。 

 

「中」字造型： 

滾龍後，五.六節龍手放低，由龍尾跨越，結

成「中」字造型。此「中」字造型應龍頭最

低，龍尾最高，較易顯現字型。 

 

蝴蝶盤花造型： 

類似雙跳動作，唯；龍身繞成圓弧形，被跳

的中間龍門放低，由龍頭與龍尾同時跳越龍

門後。龍體即採前低後高之蝴蝶盤花靜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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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能藉

由本

單元

活

動，

培養

型。 

 

龍船造型： 

龍體圍成船型，前後高，中間低，並預先選

一龍手立於另一隊員肩上，而隨鑼鼓點做龍

船划船動作。 

 

三、統整活動 

1. 老師將龍陣教師撥放之影片網址連結

告知學生，請學生回家看影片，並找

出今日介紹之動作及隊形。 

2. 教師請學生分組 10 人為一組，全班

分為兩組，下次上課要請分組同學上

台介紹隊員舞龍陣中的任務分配。 

~第四節結束~ 

 

【活動三】龍陣藝文活動仿趣 

~~第五節開始~~ 

一、引起動機 

1.教師詢問學生分組狀況，並複習龍陣表演

的任務分配有龍珠(吹哨)1 人、龍頭 1 人、龍

身 3-5 人、龍尾 1 人、鼓 2 人。 

2.教師將龍陣所需的表演道具準備好。 

 

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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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1-3-

7-1 

1-3-

8-5 

1-4-

7-4 

3-2-

6-3 

 

 

 

 

 

 

學生

熱愛

鄉土

情

懷。 

1.教師播放臺南市國小學生表演舞龍的影

片，並請同學仔細欣賞影片中龍陣龍珠擺動

與鼓法的配合，各個部位的步伐、舞動。 

2.教師搭配影片，以龍陣進場的移位滾龍為

範本(移位滾龍常為各動作變換時串場用動

作)，分部介紹龍陣各部位的步驟、技法。 

龍珠：持龍珠者須熟記所有的套路、步

法。在做移位滾龍動作時，龍珠向右前交叉

走兩步，珠貼近地面。轉彎時，龍珠由右上

向左下打下去，再往左上挑起，龍頭則跟著

做奪珠狀，反覆成為多個Ｓ形狀。自身龍珠

須旋轉，與龍嘴保持適當距離，以顯現龍追

珠的氣勢。 

鼓(禮鼓)：禮鼓打法如下： 

得撐咚    得撐咚    得撐咚一撐一咚 

得撐咚    得撐咚    得撐咚撐咚撐咚咚撐

咚撐咚撐咚撐 

龍頭：最好由體型高大、體力好、有耐性

能反覆練習、能細膩觀察動作、反應快者擔

綱。龍頭在做滾龍動作時，龍嘴緊跟著龍

珠，轉彎時，龍頭則跟著做奪珠狀，反覆成

為多個Ｓ形狀。 

龍身：各龍身掌舵者要培養彼此及與龍頭

間的默契，讓動作流利，迅速接上龍頭的動

作。若斷斷續續，則此舞龍表演精彩度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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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折扣。 

龍尾：因龍尾違反向的龍頭，且龍體在翻

騰時龍尾受力最大，最好由體型高大、反應

快者擔綱。 

統整活動 

老師請學生分組練習。兩組下一節課前往操

場或活動中心表演。 

~第五節結束~ 

 

【活動四】學生龍陣活動展演 

~~第六節開始~~ 

一、引起動機 

1.教師詢問學生練習狀況，並將學生帶至室

內或室外表演場地。 

2.邀請校長、主任、導師擔任評審人員，以

激起學生的榮譽心。 

 

二、發展活動 

1.教師讓學生練習並熱身。 

2.教師請評審就定位後，由第一組開始表

演。評分重點為龍珠的擺動、動作，龍頭與

龍珠的配合，龍頭的氣勢及龍體的精神活

力。 

三、統整活動 

老師請校長頒獎給表現最優的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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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龍陣簡介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9%BE%8D%E9%99%A3%E3

%80%81%E7%8D%85%E9%99%A3 

2.龍陣的網路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DbrxiGs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Zy-2t4xxM 

3.龍陣的發展歷史：蔡宗信，2010-11-28 龍岩-第六屆海峽兩岸閩南文化研討

會。 

4.舞龍，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9%BE%8D 

5.中華舞龍舞獅運動總會 http://www.ctdlda.org.tw/ 

6.台南市大甲國小學生表演之室外龍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8mFOax7bEA 

7.苗栗縣竹南國小學生表演之室內龍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dl0PtMlPQ 

 

(一) 龍陣教學融入各領域教學說明 

本教學活動設計，除可單獨運用在彈性課、綜合活動課，亦可將六堂課分

拆，帶入各領域內作為補充教材，說明如下： 

融入領域 教學內容說明 

社會 

1. 本教學設計活動一、龍陣淵源探究(一節課)、活動

二、  

台南慶典龍陣藝術欣賞(一節課)，可搭配五上「臺灣

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形成」、「世界發現台灣」等單元或

~第六節結束~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9%BE%8D%E9%99%A3%E3%80%81%E7%8D%85%E9%99%A3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9%BE%8D%E9%99%A3%E3%80%81%E7%8D%85%E9%99%A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1DbrxiGsK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GZy-2t4xx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8%9E%E9%BE%8D
http://www.ctdlda.org.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8mFOax7bE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zdl0PtMlPQ


五下「唐山來的拓荒客」單元作為補充教材。 

2. 臺灣傳統社會與文化的形成，談及清代先民如何將閩

南 

傳統藝陣的科儀、藝陣的祈福功能及搭配之音樂韻

律，隨同遷移至臺灣，並演變為適用於臺灣的生活環

境。教師在教學時，可以融入活動一、龍陣淵源探

究，順便使學生了解，龍陣由中國傳承至臺灣的典

故。 

3. 慶典龍陣藝賞欣賞活動設計，旨在讓學生了解龍陣隊

形、踏步動作形成的緣由、意義，及龍陣的文化內

涵，提升龍陣的文化層次，讓龍陣教學非僅流於表面

龍陣隊形排場、腳步動作的教學指導。其次藉由欣賞

及介紹南瀛龍陣文化的分佈，使學生更加深入了解家

鄉南瀛的龍陣文化分布，形朔其心中的南瀛藝陣文化

地圖。 

藝術與人文 

1. 本教學設計活動三、龍陣藝文活動仿趣(兩節課)，兼

具舞蹈及韻律創意課程，五上「動手玩創意」、「表演

任我行」、「音樂人生」等單元，五下「藝術就在你身

邊」、「表演任我行」、「音樂的禮讚」等單元，皆可作

為人文與藝術領域課程補充教材。 

2. 表演任我行單元，可讓學生體驗如何操作龍陣之舞

龍、龍珠，順便複習龍陣排場動作的文化意涵。 

3. 音樂的禮讚單元中的次單元「傳唱藝術瑰寶」，亦可加

入龍陣鼓聲韻律的教學及體驗活動，讓學生了解此節

奏背後隱含的文化意義。 



4. 藝術就在你身邊單元，可與活動二、台南慶典龍陣藝

術欣賞(一節課)搭配教學，讓學生知道就近就能欣賞

家鄉的龍陣藝術文化，理解龍陣的文化藝術，懂得生

活環境即藝術文化場所。 

健康與體育 

1. 本教學設計活動四、學生龍陣活動展演(兩節課)，可

搭配五上單元一「大顯身手」、五下單元二「矯健好身

手」，為健康與體育課程，可加入為補充教材。 

2. 健體課五上大顯身手、五下矯健好身手單元，主要培

養學生感覺統合及身體平衡的能力，藉由龍陣藝術的

隊形、動作演練，亦可讓訓練學生增團隊合作能力，

學習與他人配合、合作之精神態度。故本教學活動也

可與原來課本之教學活動互相搭配，達到最大教學效

益。 

自然與生活科技 

1. 藉由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培養學生利用現代科技，

自行搜羅與龍陣藝術相關的各種資料。 

2. 以龍陣音樂的鼓聲、鈸、鑼等樂器聲響傳動，即可配

合自然領域五、六年級的聲音的來源及聲音的種類及

聲音的傳遞。 

3. 以龍陣來說，龍的身形演變由小龍至白龍、青龍、大

龍，即可配合三下自然領域"動物大會師"中介紹動

物，龍與現實中哪種動物最相近。以及龍陣的祈雨、

祈福儀式，亦可喊三下自然領域"天氣的變化"結合教

學，指導學生祈雨是因為雨量太少，旱災的原因及造

成的後果，才需要有祈雨儀式 

4. 另外龍陣中龍身的擺動、龍陣隊型的變化，可與六下"



力與運動"單元結合教學，讓學生知道力的作用力及反

作用力，龍身擺動為減少摩擦力，故以波浪形態活

動，能讓操龍身的人更好操作。 

5. 而龍陣的發展，與台灣生態環境亦有相當大的關係，

如台灣的氣候及地形，形成河流短小湍急儲水不易，

大量儲水僅靠夏天的颱風雨，故旱季多，因而發展出

龍陣的祈雨、祈福科儀。 

數學 

1. 小一數學的單元有"認識直線、曲線"、"認識長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圓形、長方體、正方體、圓柱、球

等物件，並依其形狀加以分類。"及"認識平面、曲面"

陣頭的行頭介紹，如龍陣的龍身可以融入以上的數學

單元。甚至小一"長度的比較"單元，亦可以以龍陣使

用的器物或各種龍身來做教學演示。 

2. 小三以上的重量概念，可以用在指導龍陣表演時，龍

身大小及人數操弄的分配 

3. 小五數學目標認識角柱、角錐、圓柱和圓錐，及其組

成要素；認識正方體和長方體的透視圖與展開圖；認

識柱體(直角柱、直圓柱)和錐體(正角錐、直圓錐)的透

視圖；認識球及其構成要素。在指導小五學生認識龍

陣使用的龍珠、及龍身時，可融入此單元介紹。 

4. 另外龍陣的龍珠、旗幟、龍的身體、樂器等，可與數

學領域的"平面、立體空間概念"結合教學，如三年級

的面積、五年級的表面積、體積、六年級的柱體體

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