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課程一上主題五單元 1 教案 
領域/科目 生活 設計者 林巧芸 

實施年級 一上 教學時間 120分鐘 

主題名稱 五、聲音好好玩 

單元名稱 1.聲音哪裡來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2-I-1以感官和知覺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覺察事

物及環境的特性。 

2-I-3探索生活中的人、事、物，並體會彼此之間會相

互影響。 

4-I-2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進行表現與分享，感受創作

的樂趣。 

5-I-4對生活周遭人、事、物的美有所感動，願意主動

關心與親近。 

6-I-2體會自己分內該做的事，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

身體力行。 

6-I-3覺察生活中的規範與禮儀，探究其意義，並願意

遵守。 

7-I-2傾聽他人的想法，並嘗試用各種方法理解他人所

表達的意見。 

總

綱

與

領

綱

之

核

心

素

養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生活-E-A1透過自己與外界

的連結，產生自我感知並能

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進而

愛惜自己，同時透過對生活

事物的探索與探究，體會與

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

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持續

學習。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生活-E-A2學習各種探究

人、事、物的方法並理解探

究後所獲得的道理，增進系

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生活-E-A3藉由各種媒介，探

索人、事、物的特性與關係，

同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

物的方法、理解道理，並能

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生活-E-B1使用適切且多元

的表徵符號，表達自己的想

法、與人溝通，並能同理與

尊重他人想法。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生活-E-B2運用生活中隨手

可得的媒材與工具，透過各

種探究事物的方法及技能，

對訊息做適切的處理。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生活-E-B3感受與體會生活

中人、事、物的真、善與美，

欣賞生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

學

習

內

容 

A-I-2事物變化現象的觀察。 

C-I-2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C-I-4事理的應用與實踐。 

D-I-1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認識。 

D-I-3聆聽與回應的表現。 



表現，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

素，逐漸發展美的敏覺。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生活-E-C1覺察自己、他人和

環境的關係，體會生活禮儀

與團體規範的意義，學習尊

重他人、愛護生活環境及關

懷生命，並於生活中實踐，

同時能省思自己在團體中所

應扮演的角色，在能力所及

或與他人合作的情況下，為

改善事情而努力或採取改進

行動。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生活-E-C2覺察自己的情緒

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

境有所影響，用合宜的方式

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完

成工作任務，展現尊重、溝

通以及合作的技巧。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生活-E-C3欣賞周遭不同族

群與文化內涵的異同，體驗

與覺察生活中全球關連的現

象。 

融入議

題與其

實質內

涵 

●人權教育 

人 E4表達自己對一個美好世界的想法，並聆聽他人的想法。 

人 E5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 E8了解兒童對遊戲權利的需求。 

●環境教育 

環 E1參與戶外學習與自然體驗，覺知自然環境的美、平衡、與完整性。 

●海洋教育 

海 E9透過肢體、聲音、圖像及道具等，進行以海洋為主題之藝術表現。 

●品德教育 

品 E3溝通合作與和諧人際關係。 

●戶外教育 

◎戶外教育 

戶 E1善用教室外、戶外及校外教學，認識生活環境（自然或人為）。 

戶 E2豐富自身與環境的互動經驗，培養對生活環境的覺知與敏感，體驗與珍惜環境的好。 

戶 E3善用五官的感知，培養眼、耳、鼻、舌、觸覺及心靈對環境感受的能力。 

戶 E5理解他人對環境的不同感受，並且樂於分享自身經驗。 

與其他 無 



領域/科

目的連

結 

教材 

來源 

●南一版生活一上主題五單元1 

教學設

備/資

源 

●照相機（或錄影設備）、點點貼紙。 

●紀錄單。 

●學習單。 

學習目標 

1.能自己找到聲音的來源。 

2.能安靜的仔細聆聽。 

3.能了解環境中聲音傳遞出的訊息。 

4.能夠選擇並利用不同的方式，找到聲音來源記錄下來。 

5.能夠欣賞、理解他人的紀錄內容。 

6.能夠與同學分享自己的發現，並尊重接受小組同學的發現。 

7.能模仿所發現到的聲音。 

8.能夠站在臺前發表。 

9.能有禮貌、尊重他組同學的發表。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評量方式 

一、觀察與探索 

•請小朋友閉起眼睛，感受一下週遭環境的聲音，是不是少了眼睛可以 

  四處觀看的干擾，耳朵能夠更專心的聆聽所聽到的聲音呢？ 

•提醒學童要在教室內和教室外進行聲音的觀察與探索活動，在觀察體   

  驗活動後，要請學童對於探索到的聲音做紀錄，但是記錄的方式需要   

  由學童進行討論後再進行。 

【教師布題】 

1. 活動一：小朋友，大家一起聽一聽、找一找，教室內和教室外，你

聽到了哪些聲音，聲音是從哪裡來呢？ 

(原本孩子是趴在座位上的，發表後睜開眼睛坐好) 

2. 活動二：聽一聽，這是什麼聲音？ 

教師：播放課本 p88-91的聲音檔，請孩子各別發表聽到這是什麼聲

音呢？ 

學生：舉手發表。 

二、教師引導學童思考如何將聽到的聲音記錄下來。 

→大家都找到不同的聲音，我們要怎麼把它記錄下來？ 

  討論與分享： 

•引導學童說出他們想要記錄聲音的方式。 

1.記錄方式有很多種，大家利用哪些方式記錄聲音？ 

2.可以用寫字、畫圖和錄音的方式來記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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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記錄聲音並從聽聲音感受環境中傳遞出的訊息  

1.活動一：進行一段聲音檔的探索聲音活動。並從聽聲音感受環境中傳 

  遞出的訊息  

 

【教師】播放一段聲音檔，請孩子邊聽邊記錄有聽到哪些聲音，且能發

表出環境所傳達的訊息。 

【學生】 

•請小朋友把聽到的聲音先自己記錄在白板上 

•進行各組討論，看看其他組員聽到的聲音跟自己有不同嗎？請一起寫 

  在白板上。 

 

 

2.活動二：討論分享 

  進行小組上台分享記錄到的聲音。 

 

 

 

～第一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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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2：記錄聲音的方式】 

一、討論與分享 

•引導學童說出他們想要記錄聲音的方式。 

1.記錄方式有很多種，大家利用哪些方式記錄聲音？ 

2.可以用寫字、畫圖和錄音的方式來記錄聲音。 

二、分享 5 

•一起討論分享記錄的聲音。 

→我們一起來看看，大家都記錄了哪些聲音呢？ 

三、分組觀察與討論 20 

•引導學童利用不同的方式記錄聲音。 

1.可以用畫圖的方式記錄聲音。 

2.也可以用嘴巴模仿的方式記錄下來。 

3.我想用錄音的方式。 

4.大家都記錄得很棒，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大家發現的聲音吧！ 

•習作指導：一、聲音的紀錄 

有些物品不會自己有聲音，需要借助外力而產生聲音，若學童找不

到，請以此建議來提醒學童。 

～第二節結束/共 3節～ 

 

【活動 3：討論大家的紀錄】 

※討論與分享 

•教師引導學童和同學討論共同發現的聲音。 

1.請小朋友把記錄到的聲音，跟小組的同學一起分享，看看大家的紀

錄，哪些聲音是大家都有發現的？ 

2.如果有找到相同的聲音來源，請一起寫在紙上。 

【活動 4：把找到的聲音用自己的聲音和動作模仿出來】 

※表演 

•教師引導學童表演自己找到的聲音。 

→各組已經有了共同的聲音，請小朋友試試看，把剛找到的聲音用自己

的聲音模仿出來，也可以加上身體的動作呵！ 

～第三節結束/共 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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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從哪裡來？科學為什麼出現？。取自：國立臺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https：

//case.ntu.edu.tw/scisalon/physical/070413/ 

●什麼聲音。取自：手指搖搖樂。http：

//support.playcloud.org/fingersong/csource/shownews.php?lang=tc&id=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