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1第二學期 (2021年 1月 18日至 4月 24日) 

科目編號 CC5304 

科目名稱 中 國 傳 統 舞 臺 及 說 唱 藝 術 (Chinese Traditional Theatre and 

Performing Arts)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吳宛怡博士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五 (18:30-21:30) / QR403 

科目宗旨 

 

本課程將以中國戲劇與劇場史為軸心，論述特定歷史階段的不同藝術主

體及內涵，通過閱讀經典文本及相關史料，讓同學理解各時代的藝術特

質、時代精神與社會氛圍。 

學習成果 

 

1. 使同學對中國古典戲劇發展及劇場史有全面的理解。  

2. 使同學對於中國古典戲劇之體制規律、演出形式、藝術精神及思想意 

   蘊有充分的認識與理解。 

3. 使同學掌握中國古典戲劇之研究方法及學界研究成果。 

4. 使學生增進古典戲劇研究能力、發展獨立自主的創造性與思辨能力， 

   並訓練學術論文寫作能力。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導論  

2. 中國傳統戲曲的藝術精神 

3. 古典戲劇新編與現代性:《王有道休妻》與《御碑亭》 

4. 元雜劇:《趙氏孤兒》 

5. 明傳奇: 湯顯祖《牡丹亭》(上) 

6. 明傳奇: 湯顯祖《牡丹亭》(下) 

7. 明傳奇: 湯顯祖《南柯記》 

8. 邢金沙老師崑劇表演藝術專題 



9. 清傳奇: 李漁《憐相伴》，《風箏誤》 

10.戲劇理論: 李漁《閒情偶記》 

11.清傳奇: 孔尚任《桃花扇》 

12.新編古典戲劇與女性意識: 王安祈《孝莊與多爾袞》 

13.東亞戲劇與性別專題: 寶塚歌劇團《伊莉莎白》 

教學方式 課前說明: 修課同學閱畢課綱之後，仍應出席首堂課，確定對課程內容

沒有錯誤想像，並願意努力完成作業要求。 

課堂約法三章 : 1.請勿在上課時使用手機。 

               2.撰寫課堂筆記以外，請勿使用筆電。 

本課程，極度重視課前預習及課堂討論。每堂課將針對指定文本施行討

論，同時輔以小組口頭報告。   

 

考核方式 

 

 課堂出席、參與討論之表現 15% 

 口頭報告  25% 

 每週閱讀小論文 25% 

 學期總論文  35%  

1.課堂出席、參與討論之表現：學生須針對主題內容提出問題並展開討

論。 

※課堂缺席三次以上，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因故請假者，須向課程辦

公室請假並提交假單。 

2.口頭報告：學生針對特定主題進行報告；未報告同學必須針對報告主

題提供反饋 。 

3.每週閱讀作業: 每週於指定的日程內提交四百字之閱讀小論文。 

4.學期總論文：由學生選題專論，內容須與課程相關，全文五千字。 

※小論文及總論文如有抄襲，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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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中文（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