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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藍衫花布的奇幻旅程，
創新表藝課程的另類思維

高雄市立三民國民中學教師　鍾瑋純

壹、前言 

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與國際化所帶來的轉

變，加上各國教改脈動的熱潮，為因應社會需求

與時代潮流而與時俱進（教育部，2014）。政府

於民國97年公布修正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

程暫行綱要」；民國103年公布「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即使如此，表演藝術在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十大基本能力」中，強調其

「欣賞、表現與創新」的基本能力，在十二年國

教藝術領域課程綱要「核心素養」項目之「規劃

執行與創新應變」中，亦說明應充實學生的生活

經驗，發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等，在

這一波教改聲浪中，「創新教學」從九年一貫持

續燃燒至十二年國教，表演藝術的「創新教學」

仍為當前重要課題。

筆者自97年起擔任國中表演藝術教師，並於

103年起兼任學校客家語表演藝術社團老師，在

教學期間發現，無論是否為客籍的學生，對於客

家語及客家文化皆感陌生，因此，筆者藉此機會

自編教材，探索適合一般國中生的教學方式，試

圖打破各學科界線，進一步嶄新規劃，將客家藍

衫、花布服飾融入表演藝術課程中，嘗試做跨領

域的統整，藉由表演藝術課程來推廣客家文化，

讓都市型學校的國中學生，能接受和喜愛客家文

化，使青少年得以發揮其創新思維，找到更多情

緒宣洩的出口。

貳、客家藍衫服飾簡介

客家藍衫服飾具備了客家族群所獨特擁有的

文化特質，客家傳統「藍衫」是以往客家婦女服

裝的重要指標，其名因地而異：有長衫、大襟

衫、士林衫等不同的名稱，「藍衫」材質以耐洗

的棉布為主，色彩以耐髒的藍色最多，客家婦

女下田工作或勞動時，會將藍衫前面衣身塞進

腰間，呈現前短後長的樣式（曾彩金，2015），

藍衫左右兩旁的肩飾顏色，為客家女性年齡與婚

姻狀態的象徵，未婚的客家女性所穿著的藍衫，

兩旁肩飾通常為白色或黃色，黑色代表已結婚的

客家婦人，藍衫服飾反應出婦女身分，成為客家

女性服飾的主流（曾喜城，1999）。然而，與藍

衫搭配的寬闊褲子，材質多為黑色棉布，是一種

方便工作農用的服裝（賈石北，2014），再者，

「藍衫」的腰帶、前襟衣身、袖子反折等都能用

來存放錢幣，其扣子與闌干上的刺繡也有象徵著

不同意義，扣子以三、五、七單數為主，闌干上

的刺繡圖案通常有太陽、蝴蝶與蘭花，太陽象徵

客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型態，蝴

蝶象徵著優雅、純真，蘭花有高雅與生命力的象

徵（賈石北，2014），在領子的部分以七層布來

手工縫紉，代表客家人「硬頸」的精神，客家藍

衫服飾不但保有客家傳統的文化本質，也蘊含了

客家人的智慧結晶。

參、客家花布服飾簡述

「客家花布」是客家村莊共同的生活印象，

具備了客家人獨特的文化特質，視為一種客家工

藝品，吳清桂（2008）描述台灣花布的發展，

經過了藍染時期、紡織業發展時期、手工印染時

期、機器網版印染時期等四個時期，是臺灣約

四、五十年前很普遍流行的一種印花綿布，客

家花布為客家地區用以裝飾或製作成各種生活用

品、服裝所使用的布料（李怡萱，2009），當

時家家戶戶皆用花布來做棉被套、枕套、遮陽

巾等（吳清桂，2008），提起紅牡丹花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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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紅牡丹花布短裙 圖2 桐花花布短裙

圖1），許多客家人都能道出他的花布記憶與經

驗，以「我們確實曾經使用過」為由，而認同它

為「客家」，然而時代文化的變遷及客家人的創

意發想，客家委員會於2002年辦理的客家桐花祭

活動，成功地建構了客家和油桐花之間的關係，

並委託布商開發一系列桐花布，鼓勵地方產業人

士以桐花布製衣（楊舜云、張維安、鄭靜宜，

2011），因此，客家花布透過創作與應用，現今

大致可分成：傳統花布及桐花花布（如圖2），

兩者皆為客家花布（李怡萱，2009）。筆者認為

「客家」花布除了上述為客家人共同生活印象、

記憶與經驗外，至今仍持續被客家族群長期大量

的廣泛使用，因而被稱為「客家」花布。

肆、客家藍衫、花布融入手偶表演藝術課的

創新教學

創新教學是指教師在教學中，採取有創意的

教學方式或運用新的教學觀念、方法或工具來教

學（張世慧，2007），筆者參考國中藝術與人文

教科書之偶戲單元與客家藍衫、花布服飾的相關

文獻，採取學科領域之間的課程統整，以科際整

合模式為主，取代個別學科的內容與程序（林美

玲，2001），不是只有課程內容的革新，也是教

學方法的革新，統整的層面不僅是個人的層面，

也是社會互動和情境的學習（林佩璇，2004），

課程統整可將相關的知識內容及學習經驗整合地

組織在一起，使課程內的各項知識及經驗成份，

以有意義的方式緊密地連結成一個整體，讓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中，比較容易學習到知識的意義、

得到完整的經驗（薛梨真、游家政、葉興華、鄭

淑惠，2000），一方面培養學生對學科概念的深

入理解，一方面則結合不同學科的探究角度（周

淑卿，2002），將客家文化（社會）、客家語

（語文）及表演藝術（藝術）等各學科相互關聯

的關係，來整合設計出五週十堂「偶是客家人」

表演藝術統整課程並實施教學，其課程內容如表

一。

在「偶是客家人」表演藝術統整課程中，為

了讓學生能認識客家傳統的服飾並與日常生活做

連結，手偶的服裝設計以傳統藍衫服飾概念出

發，運用花布做為裝飾點綴，使學生能藉由客家

藍衫、花布引起感官刺激，進而發揮其創新、創

意思維，將內心的想法落實於手偶作品中（如圖

3），實際為手偶創造角色（如圖4）、刻畫人

物、製作服飾與造型（如圖5）、以及練習說客

家語等，表演藝術課程以學生為主體，讓學生能

發揮小組合作學習的精神，與同儕共同排練與演

出，完成客家語打嘴鼓「客家偶戲劇場」的表演

（如圖6）。

客家藍衫、花布服飾對都市型學校的國中學

生來說是比較少見的，大部分的學生是第一次見

到這種樣式的服裝，在課堂中，多數學生對客

家藍衫服飾有新奇的反應，也對客家傳統「三把

頭」髮型感到驚訝又好笑，學生表示：客家文化

具有獨特性，從客家傳統髮型與服飾能看出女性

的年齡與婚姻很特別；統整課程內容新奇有趣，

了解客家藍衫與花布內含許多象徵意義，客家花

圖3 學生創新、創意的
　　手偶作品

圖5 學生實作手偶服飾
　　與造型

圖4 學生創造出手偶角
　　色

圖6 學生分組演出「客
　　家偶戲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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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很美，運用花布能替手偶製作出許多創新的飾

品，可增加手偶的美感；大家上課很認真，每位

同學所製作的手偶具有獨特風格，完成手偶作品

可讓自己更有成就感；與同學共同上台演出「客

家偶戲劇場」很好玩；另有學生由感而發的表

示：課程讓我了解要尊重每個族群的差異。由此

可知，學生對於客家藍衫、花布融入表演藝術課

的創新教學皆採正向回饋。

伍、結論

「沒有傳統，創新何來？」筆者認為「創新

教學」並非摒棄傳統而標新立異，其可建立在傳

統之上，以「同中求異」的方式來進行。實施為

期五週十堂課的課程統整教學後，發現教師的創

新教學能激發出學生的創新，學生在課堂中表現

出創新、創意，亦能讓教師精進、改變而創新教

學，意味著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因此，筆

者認為「創新教學」是師生的創新、創意在教學

現場中不斷循環的過程。希冀此文能提供給教學

現場的教師作為教學之參考，讓教學能更創新多

樣，學生的學習能更多元。

表一　「偶是客家人」表演藝術統整課程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課程名稱 偶梳三把頭 偶穿藍衫服 偶帶花布裝飾品 偶來彩排 偶來演偶戲

時間 90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90分鐘

課程內容

1.客家婦女傳統
髮型「三把頭
」介紹。

2.手偶髮型設計
與製作。

3.客語打嘴鼓劇
本練習。

1.傳統藍衫服飾
介紹。

2.手偶藍衫服裝
設計與製作。
3.客語打嘴鼓
劇本練習。

1.花布服飾介紹
。

2.手偶花布裝飾
設計與製作。
3.客語劇本打
嘴鼓練習。

1.欣賞手偶表演
影片

2.手偶分組彩排
練習。

3.說明演出規則
。

1.說明演出規則
。

2.說明觀眾禮儀
。

3.各組欣賞與表
演呈現。

課程目標

1.學生能認識客
家婦女傳統「
三把頭」髮型
，並透過圖片
了解梳理過程
。

2.學生能依據客
家婦女傳統的
髮型，為手偶
創作設計出創
意髮型，並完
成手偶頭部製
作。

3.學生能用客家
語念出打嘴鼓
劇本對白。

1.學生能了解藍
衫服飾的由來
與特色。

2.學生能認識美
濃錦興行藍衫
服飾店。

3.學生能依據客
家婦女傳統藍
衫服飾，為手
偶創作設計出
獨特的藍衫服
。

4.學生能用客家
語念出打嘴鼓
劇本對白。

1.學生能認識臺
灣花布的由來
、特徵、服飾
與文創商品。

2.學生能辨別臺
灣花布與其他
國家花布的花
色、圖案差異
。

3.學生能透過花
布服飾、文創
商品，為手偶
創作設計出花
布裝飾品。

4.學生能用客家
語唸出打嘴鼓
劇本對白。

1.學生能欣賞手
偶戲影片。

2.學生能了解演
出規則。

3.學生能與組員
共同練習手偶
表演。

4.學生能用客家
語念出打嘴鼓
劇本對白。

1.學生能了解及
遵守演出規則
。

2.學生能了解及
遵守觀眾禮儀
。

3.學生能欣賞同
學的演出。

4.學生能與組員
用客家語共同
表演呈現。

統整科目

客家婦女傳統髮
型（藝術)、客
家文化(社會)、
客家語(語言)、
表演藝術(藝術)

客家服飾(藝術)
、客家文化(社
會)、客家語(語
言)、表演藝術(
藝術)

客家服飾(藝術)
、客家文化(社
會)、客家語(語
言)、表演藝術(
藝術)

客家文化(社會)
、客家語(語言)
、表演藝術(藝
術)

客家文化(社會)
、客家語(語言)
、表演藝術(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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