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小藝術領域第一冊(三上)第一單元 音樂在哪裡？   

單元名稱 找朋友玩遊戲 班級 三甲 

教學者 黃麗萍 日期 110年 10月 15日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1-II-1能透過聽唱、聽奏及讀譜，建立

與展現歌唱及演奏的基本技巧。 

 

領域

核心

素養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

觀點。 

學習

內容 

音E-II-3 讀譜方式，如：五線譜、唱名

法、拍號等。 

核心素養呼應

說明 

1.透過語言節奏認識五線譜，認識ㄉㄛ、ㄇㄧ和ㄙㄛ音。 

2.演唱[找朋友玩遊戲]學習二分音符 

 

議題 

融入 

實質

內涵 

人E3 了解每個人需求的不同，並討論與遵守團體的規則。 

人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學習

重點 

1.音感認譜：五線譜、高音譜號、拍號、ㄉㄛ音、ㄙㄛ音與ㄇㄧ音、小節線。 

2.演唱與欣賞：演唱歌曲[找朋友玩遊戲]。 

摘要 節奏、拍子、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二分音符、五線譜 

學習目標 

1.演唱歌曲〈找朋友〉。 

2.認識二分音符。  

3.透過演唱與肢體活動，體驗不同的節奏。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小藝術第一冊 

教學設備/資

源 
電子教科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一、引起動機 

 ㈠聆聽〈找朋友〉，引導學生感受歌曲的曲調與速度。 

 ㈡師生共同討論歌曲的調號與節奏型。 

 

二、發展活動 

 ㈠認識二分音符 

   1.教師提問：「除了之前學過的四分音符與八分音

符，  在〈找朋友〉中，你還發現了哪一個新的音

符呢？」引導學生在〈找朋友〉的譜例中找出二分

音符，介紹二分音符的時值。 

   2.拍念節奏 

 
 

 

 

 

 

 

 

 

 

 

 

 

 

 

 

 

 

一、口語評量 

㈠能說出〈找朋友〉歌曲的 

  拍號。 

 

 

 

㈡能說出〈找朋友〉曲中二 

  分音符的位置與時值。 

 

 

 

 

 

 

 



                                              

 

 ㈡習唱歌曲 

   1.拍打樂曲節奏型：教師在黑板板書節奏，引導學生

一起拍念。 

   2.教師以兩小節為單位，範唱〈找朋友〉音名旋律，

學生跟著模仿習唱。 

   3.學生習唱過程中，教師先將第2小節第1拍ㄙㄛㄉㄛ

兩音(四度音程)；第6小節與第8小節ㄉㄛ、ㄙㄛ兩

音(五度音程)反覆練習，學生演唱時較容易掌握樂

曲音準。 

   4.學生唱熟〈找朋友〉音名旋律之後，加上歌詞演

唱。 

   5.反覆習唱〈找朋友〉，並拍打樂曲節奏。習唱與拍

打樂曲節奏時，要特別注意第2小節第3拍為四分音

符，要數滿一拍的拍長，不同於第1拍與第3拍為兩

個八分音符的節奏。另外，也需要特別注意第6小節

與第8小節二分音符的地方，要數滿兩拍的長度。 

   6.引導學生找出曲調相同及節奏相同的樂句，例如：

第3小節(A框)與第4小節；第5、6小節(B框)與第7、

8小節。 

   7.要求學生用筆圈起第4小節寫上A，圈起第7、8小節

寫上B。 

 

三、總結活動 

 ㈠教師播放〈找朋友〉，教師依照課本的律動動作順

序，示範一次動作，再全班練習。 

  ㈡因疫情關係，配合音樂，完成個人律動動作即可。 

 

 

 

 

 

 

 

 

 

 

 

 

 

 

 

 

 

 

 

 

 

 

 

 

二、實作評量 

㈠能正確演唱〈找朋友〉。 

 

 

 

 

 

 

 

 

 

 

 

 

 

 

㈡能找出找出曲調相同及節

奏相同的樂句。 

 

 

 

 

 

㈢能演唱〈找朋友〉並跟著 

  樂曲節奏律動。 

   

關鍵字 
節奏、拍子、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二分音符、四分休止符、五線譜、高音譜號、

小節線、四四拍 

 

教學心得省思: 
 

1.今天主要認識 mi、sol音高的位置，其他五線譜的音高，大多經由提示後，能自己寫出正確 

  的唱名。之前使用高大宜手號，讓學生熟悉音階順序，滿有效果的! 日後透過其他曲目複習加深印 

  象。   

2.利用四分音符、八分音符、二分音符節奏卡，複習拍念節奏，變化不同位置，小朋友能提高 

  注意力。 

3.o騰今天上課精神不佳，容易分心，提醒五次，上課時玩鉛筆盒和紙片，請他收好。下課時 

  留下詢問，應是前晚沒睡好，明顯精神恍惚，以致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