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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supplementary Drama Curriculum Content III, the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 set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asks and the Drama 
Appreciation Scoring Rubrics (DASR) for a group of 4th grade primary students in 
the Performing Art class.  Through comparing Drama Content III with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n Performing Arts, three learning objectives were identified 
and transferred into six items on the first draft of DASR and its tasks for the 
assessment.  After execution, the researcher entered the 4th grade classroom to 
further evaluate the practicality of the assessment tasks and revise the DASR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Finally, three assessment tasks types were developed 
including “activity-based,” “discussion-based,” and “writing-based” tasks.  It 
was found that each had its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However, it is suggested 
that each task need to be preceded with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before its 
use.  Through cycled reflections, more details were refined on the DASR 
including its “Criteria,” “Assessment Reminder” and “Levels of Mastery.”  

Keywords:   drama appreciation, performing arts, drama curriculum, performance 

assessment task, scoring ru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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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分規範」在 97 課綱中稱為「基準評量」，考量研究方法書籍中大部分以「評分規範」稱之，在此仍以

「評分規範」作為通篇的論述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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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者在先驗研究中，運用「KIAA」兒童劇作為賞析媒介，劇長約 7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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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效度建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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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釐清指標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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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進行方式 名詞定義 能力差異 

2-2-6 該如何「欣賞」？ 什麼是「藝術的特質與美」？ 要「分辨」到什麼樣的程度？

2-2-7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進行

「同儕」作品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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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能力指標重要觀念歸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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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任務進行時間表 

 

（三）實作任務進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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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故事鐘的操作方式是由教師一邊說故事，一邊邀請志願的學生上台實地演出，若無上台的學生則為觀眾。

由於觀賞演出與進行「活動型任務」間隔一週，研究團隊為了幫助學生回想鑽石公主之情節才進行此活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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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粗 略 地表

達 自己對 戲

劇 的喜好 與

想法 

難 以 表達 自

己 對 戲劇 的

喜好與想法 

3 情節結果 
的預知 

能夠有組織地預測

劇情可能的發展或

結果 

能詳 細地 說

出 劇情的 發

展 

能大 致 地 說

出 劇 情的 發

展 

能簡 單地 說

出 劇情的 發

展 

難 以 說出 劇

情 的 後續 發

展 

4 劇中衝突 
的瞭解 

能反應出劇中主要

的衝突或高潮之處

對 劇中的 衝

突，有非常敏

銳 的反應 或

覺察力 

對 劇 中的 衝

突，有一般的

反 應 或覺 察

力 

對 劇中的 衝

突，有粗略性

的 反應或 覺

察力 

對 劇 中的 衝

突，難以有反

應或覺察 

5 角色外型 
特徵與行 
為動機的 
分析 

嘗試瞭解角色的外

型特徵或一個人物

背後的各種因素 

能清 楚地 說

出 角色的 外

型 特徵與 行

為動機 

能大 致 地 說

出 角 色的 外

型 特 徵與 行

為動機 

能簡 單地 說

出 角色的 外

型 特徵與 行

為動機 

難 以 說出 角

色 的 外型 特

徵 與 行為 動

機 

6 特效處的 
描述 

能描述出特效出現

之處，包含場景的

變化、音樂、燈光

的出現等 

能 將特殊 效

果 出現之 處

精 細地表達

出 

能 將 特殊 效

果 出 現之 處

正 確地 表 達

出 

能 將特殊 效

果 出現之 處

粗 略地表達

出 

難 以 表達 出

特 殊 效果 出

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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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水準  
向度 評量重點 

4 3 2 1 

1 觀眾禮儀 
的表現 

認真觀賞 
在適當的地方大笑

演出後能給予掌聲

演出過程中不交談

或飲食 
專注地投入 

經 常能 遵守

觀眾禮儀 
提 醒後 大 致

能 遵 守觀 眾

禮儀 

需 要常常提

醒 才能 遵守

觀眾禮儀 

即 使提 醒 仍

難 以 遵守 觀

眾禮儀 

2 印象深刻 
部分的表 
達 

回溯經驗，並對於

所喜歡或深刻的部

分，如情節、人物

或特效等，運用各

種方式表達出來 

能清 楚地 表

達 對戲劇 的

感受與想法 

能大 致 地 表

達 對 戲劇 的

感受與想法 

能簡 單地 表

達 對戲劇 的

感受與想法 

僅能 簡 單 地

表 達 對戲 劇

的喜好，但沒

有 接續 的 說

明 

3 情節發展 
的預測 

能 夠 在 戲 劇 情 境

中，有組織地預測

情節的發展或結果

能詳 細地 做

出 合理的 預

測 

能大 致 地 做

出 合 理的 預

測 

做出不 合 理

的預測 
未 做出 任 何

預測 

4 劇中衝突 
的辨別 

能辨別出劇中不同

的衝突或高潮之處

能仔 細 地辨

別 衝突出 現

之處 

能大 致 辨 別

衝 突 出現 之

處 

能將主 要 衝

突 或高潮簡

單辨別出來 

難 以 辨別 衝

突出現之處 

5 角色動機 
的分析 

嘗試從角色外型、

行為或對話辨識一

個角色背後的各種

合理因素 

能 運 用 外

型、行為或對

話詳 細地 描

述 角色的 動

機 

能 透 過 外

型、行為或對

話大 致 地 描

述 角 色的 動

機 

能 簡單 地描

述 出角色 的

動機 且內 容

合理 

無 法 辨別 出

角 色 的動 機

或 做出不 合

理的回應 

6 特 效 處 的

描述 
能描述出特效出現

之處，包含場景的

變化、音樂、燈光

的出現等 

能 將特殊 效

果 出現之 處

精 細地表達

出 

能 將 特殊 效

果 出 現之 處

大 致地 表 達

出 

能 將特殊 效

果 出現之 處

粗 略地表達

出 

難 以 表達 出

特 殊 效果 出

現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