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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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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音樂(小五,小六)                                                                   

 課題：認識粵劇及小曲特色                                                    

教節 :   第一節                                                                               

教學活動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材/參考資料 

3＇ 

 

 
 

 
15' 

 

 

 

 

 

 

 

 

 

 

 

 

 

1.介紹粵劇 粵劇又稱「廣府大戲」(廣東最大型的戲曲劇種)，流

行於廣州、香港、澳門、東南亞一帶粵語地區、歐美

華僑聚居的區域。粵劇是以「四功」的表演方法來道

出故事情節。 

 

 

 

 

2.引導學生瞭解粵劇

及中國戲曲的特色 

 

 

 

 

 

 

 

 

 

 

 

 

 

一.四功 

 
中國戲曲的特徵是「以歌舞演故事」，演員透過唱、

唸、做、打的方式，向觀眾交代個故事。 

 
唱即唱曲。要求「字正腔圓、節奏準確」，把節奏、

旋律、感情、語氣融為一體，去表現故事情景。 

 
唸即唸白。通過角色的獨白、對話和對事物的表敍，

來道出劇情的發展及加強氣氛。 

 
做即做手身段的表現動作。講求規範和有美感。 

 
打即武功。包括翻筋斗及對打。 

 

 

 

 

 

 

 

 

透過折子戲《長坂坡》有關選

段，介紹唱、唸、做、打在粵

劇中的戲劇及藝術效果。 

 

 

 

觀看粵劇《胡不歸》兩個選段，

分辨這兩段演出包含了哪些表

演方式 

 

 

 

 

 

 

 

 

 

 

光碟或「粵劇合士上」

網頁：  

http://resources.edb.gov.h
k/~chiopera/ 
 

 

 

 

 

教科書： 

《音樂 DO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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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材/參考資料 

 

  15’ 
 
 
 
 
 
 
 
 
 
 
 

  

 

 

 

 
 
 
 
 
  2’ 
 
 
 
 

 

 

 

 

 

 

 

 

 

 

 

 

 

 

 

 

 

 

 

3.介紹粵劇唱腔音

樂 

二.行當   

  

讓學生觀察各行當的劇照 

 

 

各行當的劇照 

 

 

 

教科書： 

《音樂 DO RE MI》 

   

行當或稱腳色，是傳統戲曲中根據中人物不同的性

別、年齡、身分、性格而劃分出來的類型，包括: 

  

文武生:  年青男主角，可文可武，以平喉演唱   

重溫《胡不歸》兩個選段，

提問「其中出現了哪些行

當？」 

正印花旦︰ 年青女主角，以子喉演唱 

小生︰ 年青男配角，可文可武 ，戲分較少 

二幫花旦: 年青女配角，戲分較少 

丑生︰惹笑詼諧，多以「爆肚」和反串形式令觀眾   

      發笑，多以平喉演唱 

武生︰即京劇鬚生，常掛黑或白鬚，擔當重要老角，

 

引導學生觀察生、旦的不

同做手及台步，同時可著

學生跟著做 

 

 

光碟或「粵劇合士上」

網頁：  

http://resources.edb.gov.
hk/~chiopera/ 
 

《唱唱做做學粵劇》 

光碟 

     多以平喉演唱 

  

這是粵劇的「六柱制」 

 

 

粵劇唱腔音樂分三大類，包括板腔體系(沒有固定旋

律的唱腔)，說唱體系(沿自民間的說唱歌謠)及曲牌

體系(有固定旋律的唱腔) ，主要運用了「小曲」及

「牌子」兩類唱腔音樂。 

 

而三類曲種中，小曲較易上口，因此，我們會先學

習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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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20’ 
 
 
 
 
 
 
 
 
 
 
 

   

 

   5' 

 
 
 
 
 
 
 
 
 
 

4.介紹小曲及其特

色 

 

 

 

 

 

 

 

 

 

 

 

5.總結 

 

 

 

 

6.延伸活動 

 

小曲的特色: 

 是粵劇唱腔音樂中的曲牌體，其旋律大致是固定

的。 

 

 

 

 撰曲者利用曲牌填詞。 

 

 

 

 

 

 

 

 

  

粵劇傳統藝術有歷史悠久，具有強烈的地方色彩。

對於我們來說，粵劇亦是香港本土藝術文化之一，

所以我們要更加好好認識及了解這種獨有的戲曲藝

術。 

 

回家試唱並於下節表演。 

 

 

引導學生聆聽同著名曲牌

的不同版本： 

《帝女花．香夭．

妝台秋思》 

折子戲《長坂坡．妝

台秋思》 

琵琶獨奏曲《塞上

曲．妝台秋思》 

 

 

工作紙(一) 

 

 1.器樂版本 

 2.粵劇小曲版本 

 

引導學生聆聽根據同一旋

律填上不同歌詞的小曲 

 

讓學生嘗試為《帝女花．香

夭．妝台秋思》填上新詞 

 

 

反思:此課節要介紹的資料太多,因此教師未能好好運用有關材料讓學生探索。此外，教師沒有提供折子戲的背景，學生在觀看

時欠全面。建議簡略介紹內容，如未能交代折子戲的背景，寧願選擇一些較簡單的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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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音樂(小五,小六)                                                                    

 課題：介紹子喉、平喉及叮板                                                 

教節 :   第二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2＇ 

 

 

10＇ 

 

 
 

   25’ 
 

 

 

 

 

 

 

 

 

 

 

1.何謂小曲 

 

 

2.展示作品 

 

 

 

 

3.介紹平喉、子喉的分

別及發聲方法 

 

 

 

 

 

 

 

 

 

 

 

 

屬「曲牌體系」，有固定旋律的唱腔 

 

 

學生展示為《帝女花．香夭．妝台秋思》填上的新詞

 

 

 

平喉及子喉是粵劇唱腔音樂中生角及旦角的發聲方

法。 

平喉： 

~一般的生角都用平喉說白和唱曲，扮演年老的旦角

時也用平喉。 

~是自然的發聲方法，就像日常說話的形式 

子喉：  

~一般年輕旦角會用子喉說白和唱曲 

~是一種假聲的發聲方法 

~音高一般較平喉高八度 

  

 

 

 

唱出作品 

 

 

 

引導學生聆聽平喉及子喉選

段。 

 

以平喉及子喉示範唱一個選

段，並引導學生用平喉及子喉

唱出。 

 

用平喉、子喉唱出自己的作品

 

 

 

 

 

 

 

 

 

《帝女花．香夭．妝

台秋思》 

 

《燕歸人未歸．連環

扣》 

 

《白雲》分別以平

喉、子喉唱出 

 

《帝女花．香夭．妝

台秋思》分別以平

喉、子喉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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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20＇ 

 
 
 
 
 
 
 
 
 
 
 

  

   

 

 

 

 

 

 

 

 3＇ 

4.介紹及學習數叮 

板 

 

 

 

 

 

 

 

 

 

 

 

 

 

 

 

 

 

《中秋節》 

 

 

5.總結 

粵劇的記譜方法是用「工尺譜」，其中以「叮板」

顯示節奏。在一段唱腔中以卜魚和沙的打出板和

叮，而小曲則由大堂鼓及碰鈴打出板和叮。板相當

於強拍，叮相當於弱拍。 
 
板可分為「慢板」及「中板」 

 

1.「慢板」四拍子，即「一板三叮」 

示範三種數叮板的方法： 
 (一板三叮) 

 

《白雲》(一板一叮) 

 

 

 

 

 

 

 

 

 

 

1.以掌拍　 

2.用手指在空中數 

3.用手指在空中數並於半

板半叮時加搖手動作 

 

引導學生聆聽小曲選段並

數叮板。 

 
2.「中板」二拍子，即「一板一叮」 

 

 

數叮板的三種方法： 
板:一位同學負責打卜魚

(或鼓) 
  

1.拍掌 

2.用手指在空中數 

叮:一位同學負責打沙的

(或碰鈴) 

叮 
3.用手指在空中數並於半板半叮時加搖手動作 

 

 

以《帝女花．香夭．妝台秋思》一曲來數叮板 

 

 

試以音樂書中其他樂曲來數叮板 

反思:此課節要講解的資料略多，學生未有足夠時間練習，建議此節只教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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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音樂(小五,小六)                                                             

 課題：認識工尺譜及介紹子喉、平喉                                           

教節 :     第三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4＇ 

 

 

 

20＇ 

 

 

 

 

 

 

 

 

 

 

 

 

 

 

 

 

 

 

1.「嗌聲」 

2.介紹「叮」、「板」 

 

 

3.介紹及習唱工尺譜 

 介 

 

 

 

 

 

 

「板」，「叮」是粵劇音樂的拍子概念。 引導學生檢示《帝女花．香

夭．妝台秋思》上的工尺譜 

 

派發工尺譜譜字的讀音 

《帝女花．香夭．妝

台秋思》  

 

 

工尺譜譜字的讀音。 

 

習唱工尺譜。 

 

「工尺譜」是粵曲的音階記譜方法。 

 

 

 

 

 

 

 

 

老師示範工尺譜的讀音及唱

法，學生跟隨 

 

引導學生用工尺譜唱出《帝女

花．香夭．妝台秋思》的任何

一個選段 

 

 

 

 

 

 

工尺譜譜字的讀音和

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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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10' 4.介紹平喉、子喉的分

別及發聲方法 

 

 

 

 

 

 

 

 

 

 

 

 平喉及子喉是粵劇唱腔音樂中生角及旦角的發聲方

法。 

以平喉及子喉示範唱一個選

段，並引導學生用平喉及子

喉唱出 平喉： 

~一般的生角都用平喉說白和唱曲，扮演年老的旦角

也用平喉 

~是自然的發聲方法，就像日常說話的形式 

子喉：  

~一般年輕旦角會用子喉說白和唱曲 

~是一種假聲的發聲方法 

~音高一般較平喉高八度 

 

讓學生感受平、子喉的分別 
  
  

 5.總結 

反思:此課節雖然只集中教學生如何發聲,但卻能讓學生有足夠時間練習，同時，教師能利用《帝女花．香夭．妝台秋思》作教

材，使學生有興趣試唱，並可為下一節的表演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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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音樂(小五,小六)                                                                   

 課題：    唱小曲                                                           

教節 :   第四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3＇ 

 

 

 

    

  20＇ 

 

 

 

 

 

   

1.「嗌聲」 

2.簡介唱曲時應注意

的地方 

 

 

 

2.簡介九聲及注意咬

字 

 

 

唱曲要求「字正腔圓」，即咬字要準確，唱腔要合適，

才能突顯粵曲的風格。 

 

 

 

粵語有不同的高低聲調，其中分為九聲，即九種不同

的聲調 

例: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因 忍 印 人 引 孕 一 x 日 

星 醒 勝 成 x 盛 色 錫 食 

 

其中第二、五聲(上聲字)需要唱滑音(向上唱高一

度)，而七、八、九聲(入聲字)需要唱得短促 

 

利用《帝女花．香夭．妝台秋思》指導學生如何咬字

 

 

 

 

引導學生聆聽《帝女花．香

夭．妝台秋思》詩白，並分組

以平喉及子喉唸詩白。 

 

以不同例子講解九聲 

 

 

利用《帝女花．香夭．妝台秋

思》指導學生找出上聲字及入

聲字 

 

 

 

 

 

 

 

《帝女花．香夭．妝

台秋思》樂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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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15' 

 

 

 

    

  

 

 

 

 

   15＇ 

 

 

 

   

 

 

 

 

 

    2＇ 

4.介紹拉腔的發口 

 

 

 

 

 

 

5.聆聽及引導學生如

何拉腔 

 

 

 

6.介紹《帝女花》的故

事大綱及其來源 

 

 

 

7 引導學生唸讀詩白

並演譯《帝女花．香

夭．妝台秋思》全曲 

 

 

 

8.總結 

~當一個字要唱幾個音時，便要「拉腔」或「轉發口」。

~凡入聲字(結尾音標是 p,t,k)可做「轉發口」，平喉多

唱「呀」，子喉多唱「依」 

~如字的尾音是(m,n,ng)，平喉同樣以「呀」，子喉同

樣以「依」來拉腔 

 

以《鳳閣恩仇未了情》及《苧蘿訪艷》作例子，聆聽

不同的拉腔 

 

 

~介紹《帝女花．香夭．妝台秋思》的來源是取自琵琶

獨奏曲《塞上曲．妝台秋思》。 

~介紹《帝女花》的故事大綱。 

 

 

~注意咬字及拉腔 

~配合卡拉 OK，演譯《帝女花．香夭．妝台秋思》全曲

 

 

 

 

回家試唱其他小曲 

 

 

 

引導學生聆聽《鳳閣恩仇未了

情》及《苧蘿訪艷》中平喉和

子喉如何拉腔，並分組以平喉

及子喉唱出選段。 

 

 

 

 

《唱唱做做學粵劇》 

光碟 

 

 

《帝女花．香夭．妝

台秋思》樂譜 

 

 
 

 

 

引導學生聆聽琵琶獨奏曲《塞

上曲．妝台秋思》。 

琵琶獨奏曲《塞上

曲．妝台秋思》 

 

 

《帝女花》的故事大

綱 

 

 

卡拉 OK 影碟 

 

 

 

 

 

引導學生聆聽《帝女花．香

夭．妝台秋思》全曲。 

 

 

 

反思:此課節重點教導學生如何字正腔圓，講及的內容略嫌深奧，如「九聲」、「轉發口」等，對於小學生來說，實屬吃力，而且

要在有限時間講解有關內容，教師也感到困難。建議與中文科教師合作，把「九聲」課題轉由中文科教師負責，音樂科教師着

重教授「轉發口」，好讓學生容易消化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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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音樂(小五, 小六)                                                      

 課題：認識白欖(一)                                          

教節 :   第五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4' 

 

 

   2' 

 

 

 

 

   5' 

 

 

 

1.恆常練習 

 

2.溫習四功 

 

3.溫習唸白 

 

 

 

4.介紹白欖是粵劇

的一種說白方式 

 

 

 

「嗌聲」練習 
 

 

四功包括唱、唸、做、打 

 

唸即唸白。通過角色的獨白、對話和對事物

的表敍，來表現劇情的發展及加強氣氛。 

 

 

粵劇說白的要點： 

一種說話的方式而非唱腔。 

 

主要可分兩大類： 

押韻： 

包括詩白、口古、白欖和韻白 

不押韻： 

包括口白、鑼鼓白和浪裏白 

 

從涉及劇中人物而言，可分獨白及對白。 

 

 

 

 

 

 

 

 

 

 

 

 

引導學生聆聽獨白及對白

選段 

「嗌聲」錄音帶 

 

 

 

 

 

 

 

 

 

 

 

《胡不歸．慰妻》

的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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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22'  

 

 

 

 

 

 

 

 

 

 

 

 

 

 

 

   2' 

 

白欖的特色： 

 

 

 

 

5.介紹白欖的特

色及戲劇功能 

 

 

 

 

 

 

 

 

 

 

6. 介紹數白欖

的記譜方式 

 

 

7. 總結 

 

 

 

8.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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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韻位置：在雙數句，而最後一句亦須押

韻。 

~用卜魚打出板來伴奏。 

~根據演出習慣，處理一段白欖的結束有兩

種方法： 

1) 拖慢最後一句的速度及加重語氣 

2)重覆最後一句 

 

數白欖的記譜方式：只記正板（ㄨ）和底板

（ㄨ）。 

 

 

總結： 

白欖是屬於押韻的說白。 

 

 

回家練習數白欖 

引導學生聆聽白欖的

特色 

 

 

 

引導學生聆聽選段並

圈出押韻宇 

 

 

 

 

 

示範數白欖，並介紹

記正板及底板的方

法。 

 

 

引導學生聆聽選段，

並在工作紙寫上正板

和底板的記號。 

 

利用樂器數白欖 

《胡不歸．慰妻》的

白欖選段 

 

 

 

《帝女花．樹盟》的

白欖選段 

《無情寶劍有情天》

的白欖選段 

 

 

 

白欖工作紙《望阿姨》 

反思:學生對於正板（ㄨ）的認識較底板（ㄨ）容易;其次，學生未能準確打出正板的位置，往往出現「撞板」

情況，建議把以上兩個課題分開教授，讓學生多作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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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音樂(小五, 小六) 

 課題： 認識白欖 (二)                                                     

教節 :     第六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4' 

 

 

   5' 

 

 

 

 

 

 

 

1.恆常練習 

 

 

2.溫習白欖特色 

 

 

 

 

 

 

「嗌聲」練習 

 

 

白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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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韻位置：在雙數句，而最後一句亦須押

韻。 

~用卜魚打出板來伴奏。 

~根據演出習慣，處理一段白欖的結束有兩種

方法： 

1) 拖慢最後一句最後一頓的速度及加重語氣

2)重覆最後一句 

 

 

 

 

 

 

 

 

 

 

「嗌聲」錄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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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6' 

 

 

 

 

 

 

 

 

 

  10' 

 

 

  8' 

 

 

 

  2' 

 

3.引導學生數白

欖，並以敲擊樂

器伴奏 

 

 

 

 

 

 

 

4.引導學生從白

欖選段中找出押

韻宇 

 

5.引導學生知道

數白欖的要訣 

 

 

5. 總結 

 

 

數白欖活動(一) 

~學生演繹白欖選段--- 

《無情寶劍有情天》或《望阿姨》 

~《望阿姨》白欖選段 

 

~《無情寶劍有情天》

白欖選段 

 

~數白欖時使用的樂器打板 

 

 

 

 

 

 

~從白欖選段中找出押韻宇 

(押韻位置：在雙數句，而最後一句亦須押

韻) 

~避免撞板 

 

~把句子中某些字加快讀，加強活潑性 

(一般在第三，第四個字) 

 

數白欖活動(二) 

~利用《落大雨》(童謠)數白欖 

 

 

總結： 

回家創作白欖並於下節表演示範 

利用卜魚來伴奏 

 

~引導學生根據自行

創作白欖工作紙，拍

手作「打板」。 

 

~引導學生邊拍手作

「打板」、邊「數白

欖」。 

 

~卜魚或其他敲擊樂

器 

 

 

 

~引導學生從《落大

雨》 (童謠)白欖選段

中找出押韻字 

 

 

~學生在工作紙上寫

上正板和底板的記號

 

~注意那些字可讀快

一點 

 

~注意重覆最後一段

的讀法及有關符號

(正板和底板) 

《落大雨》---(童謠) 

 

反思:學生在掌握重覆最後一句時，不知道底板位置，導致「撞板」情況出現，建議多作練習。此外，學生未

敢嘗試把句子中某些字加快讀，以加強活潑性，這與學生未熟習此種數白欖模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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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音樂                                                             

科目：音樂(小五, 小六) 

課題：介紹粵劇京鑼鼓的樂器及白欖鑼鼓口訣                                     

教節 :     第七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3＂ 

 

 

15＂ 

 

 

 

 

 

 

 

 

「嗌聲」練習 

 

 

 

 

 

 

1.恆常練習 

 

 

2.介紹粵劇京鑼鼓

的樂器、口訣及其

音樂要點 

 

 

 

 

 

 

 

 

 

 

 

 

 

 

 

 

~透過實物介紹粵劇京鑼鼓的樂器 

~粵劇京鑼鼓樂器口訣： 

樂器 
口訣

用字 

樂器 口訣

用字 

卜魚／板 局 雙皮鼓／梆鼓 得 

小鑼／勾鑼 昌 鈸／鑔／京鑔 查 

戰鼓 東 大鑼／京鑼 旁 

沙的／的 的 大鑼及鈸 撐 

 

鑼鼓音樂的要點： 

~是伴奏音樂中主導著速度及節奏的部分。 

~伴奏唱腔、說白和武打場面及襯托表演身段。 

~由掌板師傅領導，並配合鈸手和鑼手緊密合作。

~鑼鼓點是具有特定戲劇功能的節奏組合程式。 

 

 

 

介紹及聆聽鑼鼓樂器

的音色，並完成工作

紙。 

 

 

 

「嗌聲」錄音帶 

 

 

認識粵劇京鑼鼓樂

器及口訣工作紙 

 

有關粵劇京鑼鼓樂

器的圖片、介紹片

段及口訣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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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25＂ 

 

 

 

 

 

 

 

 

鑼鼓點： 

白欖鑼鼓口訣及示範 

 

 

查查查 局局撐 局撐得 撐查撐查 撐 

 

  

 

2＂ 

 

 

 

3.介紹鑼鼓點口

訣及鑼鼓點的演

奏方法 

 

 

白欖鑼鼓口訣及示範 

 

 

4.引導學生利用

鑼鼓音樂為白欖

選段伴奏 

 

 

 

4. 總結 

 

 

 

 

學生演繹創作： 

利用鑼鼓音樂配合較早前學生創作的白欖 

 

 

 

 

總結： 

重溫粵劇京鑼鼓的樂器、口訣及其音樂的

要點，並著學生分組完成創作及準備下一課

節為創作作出演繹。 

~示範唸出鑼鼓點口

訣讓學生模仿。 

~引導學生分組邊唸

邊打鑼鼓點。 

 

 

 

 

 

 

 

 

分組打出鑼鼓點以配

合同學的創作白欖。

 

鑼鼓 

反思:學生對粵劇京鑼鼓的樂器十分有興趣，但課堂時間未能讓所有學生接觸樂器，建議於課堂以外時間讓學

生接觸。學生在打鑼鼓前分別用身體樂器演譯不同的鑼鼓口訣，然後才用真的鑼鼓樂器敲打，效果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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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音樂(小五, 小六 1)                                                          

 課題：學生演繹白欖創作                                                       

教節 :     第八節                                                              

時間分配 教學目的 教學內容 
教學活動 

 
教材/參考資料 

2＂ 

 

 

1＂ 

 

 

 

 

 

30＂ 

 

1.恆常練習 

 

 

 

2＂ 

 

 

 

 

2. 溫習鑼鼓點口訣 鑼鼓點： 

 

 

 

 

 

3.學生分組利用鑼

鼓音樂伴奏創作白

欖 

 

 

4. 總結 

 

 

 

 

 

「嗌聲」練習 「嗌聲」錄音帶  

  

 

白欖鑼鼓口訣 

 

 

 

 

 

鑼鼓 

 

 

評估表 

 

 

~唸出鑼鼓點口訣 

 

 

 

白欖鑼鼓口訣 

 

 

 

 

學生演繹創作： 

利用鑼鼓音樂配合較早前學生創作的白欖。 

 

 

 

 

總結： 

此八節粵劇課已完成，而同學們所學的只是一個很

小的部份。同學們可多利用課餘時間去學習、了解

一些粵劇的知識，因為粵劇是我們一項很重要的本

土文化。 

 

 

 

分組打出鑼鼓點以配

合同學創作的白欖。

 

同儕評估 

反思:教師預先讓學生於課堂以外時間練習鑼鼓點，使學生有信心於課堂內表演，使課堂運作暢順。同時，以

同儕形式評估，讓所有學生均能參與活動。教師對本課節十分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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