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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布袋戲在台灣發展期間，與人民生活有著多層面的結合，不僅在許多人的少

年生活留下深刻印象，也為當時許多成年人帶來精神上的滿足。在幼兒園實習時，

時常會演布偶戲、手偶戲來帶入故事內容，讓幼兒可以更快進入了解故事中的情

境，因此激勵研究者運用台灣傳統布袋戲來代替幼兒園的手偶、布偶，一方面可

以讓幼兒對布袋戲能有所了解，另一方面有更多豐富的布偶可以選擇讓幼兒產生

對布袋戲的興趣是為研究的動機。 

     

     幼兒園對鄉土教育融入品格教育的重視，因此以布袋戲融合故事書為出發

點，自編故事我們以品格教育、關懷、尊重為主，品格教育之目的在幫助孩子表

現個人特質，積極開發自已的潛能，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從學習中建立自我了解、

尊重他人及關懷社會，當孩子在幼年階段擁有好的品格，未來就能適應新環境、

應付挑戰（陳密桃、陳埩淑，2003），我們藉由布袋戲故事的方式來引導，幼兒

是實施生命教育最好的階段，幫助孩子學習對各種生命的尊重。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運用布袋戲說故事對幼兒在製作布偶上創造之表現。 

(二)探討運用布袋戲說故事對幼兒生活具有關懷、尊重的表現。 

(三)探討運用布袋戲說故事對幼兒的品格教育教學中的影響與學習成效。 

 

三、名詞解釋 

 

(一)布袋戲：布袋戲又稱作布袋木偶戲，手操傀儡戲，手袋傀儡戲，掌中戲，小   

籠，指花戲。屬於手操傀儡戲的一種（謝錫德，2000）。本研究中

所指布袋戲亦稱掌中戲，是指以手掌操偶之方式所演出的偶劇，並

不分戲偶的大小與演出的形式。 

(二)品格教育：一般用來描述對孩子未來在個人和社會生存有幫助的教學。本研 

            究中則將品格教育定義為透過教育的學習歷程，培養個體知善、愛 

            善進而行善，也就是教導學生建立良好的的品格特質、在知道後且 

            能實踐如何面對自己，包括誠實、關懷和尊重。 

(三)鄉土藝術：鄉土藝術來自於民間，由生活中發展出來的藝術，凡舉傳統音樂、    

            傳統戲劇、傳統工藝、祭典、儀式與鄉土有關的藝術，屬於小區域 

            性限制在地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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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以高雄市 z 幼兒園幼兒大、中班為主，主要探討幼兒能以鄉土

藝術布袋戲說故事方式，引導幼兒關懷、尊重周圍環境，建立良

好生活品格。並與 20 對祖孫共同製作紙偶，其研究以供將來做

相關研究之參考。 

(二)研究場域：以幼兒園為研究場地，實際讓幼兒製作布袋偶並參與操作。 

 

貳●正文  

 

一、布袋戲在台灣的歷史發展 

(一)布袋戲的文化起源： 

從古至今布袋戲文化已有百年風華。掌中戲弄舞乾坤，意謂著布袋戲又稱為

掌中戲，布袋戲源自於福建泉州，在十七世紀中葉後期，從中國遠渡來台的人民

為了要感謝神明庇佑，建立寺廟奉祠、酬神等儀式，但當時台灣並無掌中戲團，

所以在十九世紀時，許多中國演師發現台灣具有發展力，因此在台開班授課，布

袋戲文化開始在台發展（郭麗娟，2010）。 

 

    2013 年霹靂奇幻武俠世界布袋戲藝術大展，為國內大型的文化展覽活動，

如設計3D 立體投影、360 度環型投影、APP 互動遊戲導覽與創建2D、3D 角色

體驗的科技展示表現，也是布袋戲文化與互動科技結合的大型展出活動，以實體

操控虛擬布袋戲的即時演出（汪洋，2010），布袋戲文化已經在台灣傳統藝術上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象徵，其展示思維則更需要細心思考如何重視布袋戲的藝術價

值與文化內涵。 

 

(二) 戲偶角色 

 表 2-1 戲偶代表地位 

1.「生」是所有男性的角色，為一齣戲劇之主角，劇由此生，故曰「生角」 

文生 白蛇傳中的許仙 白闊 雲州大儒俠:怪老子  武鬚文北俠歐陽春 

2.「旦」是所有女性的角色，依年齡、遭遇、個性、髮型來分辨人物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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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飾 

    布袋戲戲偶可分身架、服飾及盔帽（頭戴）(林茂賢，2000 )布袋戲偶的服

飾造型取決於劇本角色，以下為傳統布袋戲偶所常用服飾分類圖： 

白髮旦：年紀最大的女性 黲旦：灰白頭髮之老婦 齊眉旦：女性角色 

3.「淨」又稱「花臉」，只要臉上有圖案的都稱為淨，有好人也有壞人，性格

上有某些偏執、 粗豪、血性方剛者或陰險的人物 

文奸曹操 武聖關公 鐵面無私包青天 

4.「丑」是布袋戲的甘草人物，插諢打科，滑稽調笑，動作誇張，戲劇裡， 角

色的唱詞、道白、動作步工都依板眼演出，唯丑角宜亂不宜正 

國興閣招牌 阿體仔 新興閣 大俠百草翁 三花笑 枉法的縣官 

5.「雜」為一般小角色，常扮演家丁、衙役、劊子手、探馬、奴才等身份較低 的

角色；另外神仙、鬼怪、動物偶頭等亦都屬於雜類。 

封神榜中的東海龍王 天蓬元帥豬八戒 王天君 

6.臉譜:臉譜的產生，布袋戲的臉譜除了妝飾以，不論在忠良或奸邪間均有一定

的表達方式，讓觀眾能暸解劇情，辨別善惡，色彩是身份及個性的表示， (黃

春秀，2006)。 

 

 

 

 

蠻番大花臉：蓋蘇文 

 

 

 

 

會意翼翅：張飛 

 

 

 

 

生角實臉：福州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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蟒袍 甲 繡補 宮衣 衫袞 

女帔 八卦衣 袈裟 箭衣 罪衣 

軍衣 開臺 馬褂袍 喜鵲袍 

 

圖2-3 傳統布袋戲服 

( 1-1~ 1-5 資料來源：賜美掌藝坊

http://thehappy.cyberstage.com.tw/mbody.html) 

(四)戲棚 

    布袋戲的戲棚為演出時所使用的全場舞臺，為戲籠中之固定設備。原始的戲 

棚只是一個簡易圍幔，在北平耍小傀儡子的是用扁擔，一頭擔著一個箱籠，裡面

盛著許多傀儡和一部分樂器（沈平山，1986）。從舞臺技術發展，觀看布袋戲表

演的歷史軌跡，台灣布袋戲可分為「 柴棚舞台」與「鏡框舞台」兩種。 

 

 

 

 

 

                       

                       圖  2-4  外台戲棚﹙資料來源：自行整理﹚ 

 二、品格教育相關理論之探討 

(一)品格教育的意義 

    品格是一個人內在動機與道德修養程度的表現，也是個人所具有的一套比  

較穩定的內在心理特質（楊國樞，2004）。學者陳崢淑（2003）則認為，品格教

育內容應視社會情境而定，以幼兒為主體，以生活經驗，在地文化為重心，培養

幼兒帶著走的能力，包括生活禮儀、學習態度、良好生活習慣、正確判斷能力，

個人端正品行，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等。啟發幼兒關懷環境都是屬於品格教育的

內涵，也是幼兒園認知、情意中的一環（教育部，2012b）也已涵蓋品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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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品格教育的實施可採不同的融入方式，有繪本、戲劇、靜思語、多元

智慧理論融入品格教育，無形中讓兒童表現更有自信，同時幼兒在實踐與反思的

過程中，調整、修正生活態度，提升自己的品格教育。因此研究者在本研究中將

布袋戲融入品格教育，透過分享、團體討論、角色扮演、延伸活動來進行教學，

期盼提升幼兒的品格行為。 

 

三、布袋戲在教育上的應用 

 

(一)布袋戲教學在教育上的意義 

    布袋戲是一種傳統戲曲中的偶戲，偶戲的教學是個典型的綜合性教學，偶戲

在教學中的運用不僅是在戲劇方面的教學活動，表現偶戲對話練習、角色扮演並

親身體驗人與偶具之間互助、互動的趣味，以教學觀點來看，偶戲可以讓兒童創

作、操作、移情，以展現出他們的思想與天分，使他們勇於表現，探索他人的觀

念，並產生創作的熱忱與更成熟的自我信念（張曉華，2003）。 

     

(二)布袋戲運用在教學中價值 

    布袋戲這項傳統技藝，可視為一個具有多功能的藝術教學計劃透過布袋戲的

偶戲特質，團隊合作的演出、操作戲偶的想像、戲劇表演的創造力、戲劇藝術的

欣賞等，都是布袋戲教學的教育功能。藉由布袋戲教學和教育間做一個良好的互

動模式，既可以培養終身學習的理念和方法，讓學校教育，有效結合家庭教育的

功能，並加強學校和社區結合，使「社區學校化，學校社區化」為其最終目標。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是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並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所獲致的結果。

 

圖 4-1 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工具 

  1.參訪玉寬閣布袋戲團 

  表 4-2-1 研討主題內容、參訪布袋戲團 

布袋戲說故事 

布袋戲說故事對
幼兒在製作布偶

上創造 

布袋戲說故事對幼兒品
格具有關懷尊重的表現 

布袋戲說故事對幼兒
的品格教育教學中的

影響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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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主題 指導布偶操作方法 互動操作方法 練習打鬥技巧 

指導走路操作 練習如何組裝 實際操作 
展示霹靂布袋戲 

2.實際製作布袋戲偶及道具 

  表 4-2-2 布袋戲偶及道具 

超輕土包養樂多罐 毛線黏頭上當頭髮 裝飾衣服 布袋戲偶完成囉 

在布上用粉筆構圖 廣告顏料上色 用黑色顏料勾邊  布景完成 

將木板組裝 用鉛筆構圖 戲台上色 完成戲臺 

 

3.檢核表：研究者依據布袋戲說故事引導幼兒學習興趣，設計一份相關的檢 

           核表，並且在實施教學後，了解參與的情形達到品格生活成效。  

表4-2-3 檢核表 

姓名：          性別：□男 □女                    年齡：(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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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常
滿
意 

大
部
分
滿
意 

滿
意 

不
滿
意 

非
常
不
滿
意 

(1) 幼兒會與祖父母共同完成紙偶                

(2) 幼兒能夠和祖父母共同討論紙偶的形狀                

(3) 幼兒能專心和祖父母共同完成                

(4) 祖父母能耐心的指導幼兒學習                

(5) 幼兒會主動幫忙整理自己的東西                

(6) 你喜歡今天的單元內容                

(7) 透過故事是否有增幼兒關懷人、事、物                

(8) 幼兒學習時會熱烈參與                

(9) 是否有增加祖父母的記憶                

(10)布袋戲偶適合和祖孫一起說故事                

(11)祖父母能講解布袋戲給幼兒聽      

(12)祖父母會主動和幼兒互動      

(13)幼兒和祖父母在操作布袋戲時會覺得很困難      

(14)布袋戲操作能促進幼兒和祖父母的感情      

 

4.觀察記錄法：研究者在教學前先以說故事的方式引起動機，在操作期間觀察幼  

              兒互動及表情、肢體動作等，並記錄下來。 

5.實作法:將自製布袋戲結合說故事，加深學習興趣，讓幼兒可以互動學習。  

6.研究者到Z幼兒園試教實際操作及製作紙偶。 

 

(三) 幼兒園試教 

表4-3-1試教過程 

布袋戲說故事 姐姐在後台演出 幼兒認真的聆聽 姐姐與幼兒互動 

紙偶教學 祖孫共同製作 協助紙偶教學 紙偶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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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孫演布袋戲 角色扮演紙偶 實際操作紙偶 紙偶完成品分享 

 

(四)研究流程 

 

 

 

 

 

 

 

                        

 

 

 

 

 

 

圖 4-2 研究流程 

(五)資料處理 

 

 1.檢核表分析:檢核表回收後將資料登錄電腦進行統計分析，採用 Excel 之統 

              計軟體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2.學生觀察紀錄:實施過程中，以紙本方式記錄學生反應、教室情境及特殊事   

              件，加上協同教師所提供的觀察紀錄，互相檢核。 

 3.研究者省思札記:在課程實施期間，結束後的整理與紀錄，課程活動後的觀 

              察紀錄及省思，檢核教學的依據。 

 

參●結論 

 

一、結果分析 

(一) 檢核表分析說明 

      表3-1檢核表分析 

題

目

擬

定 

研

究

報

告

完

成 

資

料

分

析

與

結

果

討

論 

蒐

集

與

閱

讀

文

獻 

研

究

對

象

、

目

的 

參

訪

布

袋

戲

團 

自

製

戲

偶

、

道

具

及

戲

台 

編

制

檢

核

表

及

故

事 

幼

兒

園

實

際

演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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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顯示，非常同意佔
60%，幼兒會與組父母共
同完成紙偶。 

由圖顯示，大部分同意佔
50%，幼兒能夠和組父母
共同討論紙偶的形狀。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85%，幼兒能專心和祖父
母共同完成作品。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80%，祖父母能耐心的指
導幼兒學習。 

由圖顯示，大部分同意佔
55%，幼兒會主動幫忙整
理自己的東西。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90%，大家都很喜歡今天
的內容。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85%，透過故事，幼兒會

主動關懷人事物。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90%，幼兒學習會熱烈參

與。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50%，是有增加祖父母的

記憶。 

由圖顯示，大部分同意佔
65%，布袋戲偶是可以和
祖孫一起說故事。 

由圖顯示，大部分同意佔
40%，祖父母能講解布袋
戲給幼兒聽。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75%，祖父母會主動和幼
兒互動。 

由圖顯示，普通佔 45%，
幼兒和祖父母在操作布
袋戲偶時不會覺得困難。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75%，布袋戲偶能促進幼
兒和祖父母的感情。 

由圖顯示，非常同意
70%，祖父母在活動進行
中是和幼兒有互動。 

 

綜合以上分析，布袋戲說故事融入尊重、關懷的品格教育對幼兒實施是很重

要的，研究者發現布袋戲偶適合和租孫一起說故事來取代手偶能激起阿嬤的興趣

及回憶；幼兒會主動專心和祖父母共同完成作品，分享故事內容及自編故事，達

到祖孫共學的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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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省思 

    我們是以傳統布袋戲說母語的方式來帶動布袋戲的流程，發現演出的效果非

常好，因為能夠引起阿公阿嬤的回想，讓阿公阿嬤能想到過去坐在廟會前看布袋

戲的情境。同時我們也發現實際讓祖孫一起合作，做布袋戲紙偶時，能真正引起

祖孫對布袋戲偶的興趣也能完全融入在這個情境裡面，祖父母也都有跟我們一起

坐分享，這是令我們很感動的地方，我們也會把這個文化繼續研究下去，也希望

有更多的人跟我們一起來研究台灣布袋戲。 

 

二、結論 

 (一) 由自編故事「洋洋回阿公阿嬤家」的布袋戲演出，使幼兒能了解故事中  

     的品格教育關懷、尊重之涵義，也能讓祖父母享受以前童年時的回憶。甚 

     至幼兒們都可以自己動手製作，減少成本的支出。至於表演技術方面，除  

     去高深的表演技術外，很快上台展示所學的表演技術。給幼兒體驗布袋戲 

     藝術的機會、團隊合作與專注力的培養、推廣與傳承布袋戲。 

 (二) 從傳統文化出發研究創新，布袋戲教學課程的設計，是將布袋戲的各種知 

     能與技能融入到課程中，研究出與眾不同的表現方式，呈現布袋戲更具有 

     時代性的一面。 

 (三) 我們運用自編故事融入傳統藝術布袋戲，提升幼兒品格行為關懷、尊重，  

     透過布袋戲變化無窮，吸引幼兒學習興趣更能激勵幼兒反思的能力，幼兒 

     可以更加清楚與建立良好品格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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