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培英國民小學「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教學設計 

一、 課程設計原則與教學理念說明 

     本單元的教材內容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從仔細觀察校園裡的植物開始，讓學

生藉由探索、親近樹木，進而感受樹木和自然之美，透過肢體表演活動，讓學童思索並

感受植物遇到困難時的擬人心境。設計者藉由教唱「植物好朋友」，引導學生唱出愛護植

物的好方法，並透過肢體律動，讓學生實際感受聲音的長短，除了能幫助學生更加熟悉

樂曲，也能進一步培養學童愛護植物與珍愛大自然的心懷。 

二、主題說明  

領域科目 生活領域 設計者 黃蕙君 
課程主題 植物好朋友 總節數 第 3 節/共 5 節 

教材來源 
■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改編教科書（□康軒□翰林□南一□其他      ） 

□自編（說明：） 

學習階段 

■第一學習階段 （國小一、二年級） 

□第二學習階段 （國小三、四年級） 

□第三學習階段 （國小五、六年級） 

□第四學習階段 （國中七、八、九年級） 

實

施

年

級 

一年級 

學生學習 
狀況分析 

    本單元的課程內容延續第一、二單元的學習重點，學生已能搭配歌曲或念謠，

邊唱邊打出固定拍子，且能藉由拍手及拍膝的肢體律動，加深對於長短節奏的印

象。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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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學習 
目標 

認知 能學會歌曲「植物好朋友」。 

技能 能運用肢體律動表現出聲音的長短。 
態度 能欣賞他人的表現。 

素養 
總綱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領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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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實質內涵  

融入單元  

與他領域／科目連結 （非必要項目） 
教學策略 引起動機及實作表現。 

教學設備／資源 
歌曲「植物好朋友」的 CD、PPT、節奏磁鐵、粉筆、響板、鈴鼓、三角鐵、

投影機和螢幕。 
參考資料 翰林版生活一上主題三單元 2「植物好朋友」 

教

學 
單元 節數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第 1 愛護大樹和小花 學習表現 3-I-1 願意參 1.學生能正確演唱歌曲「植物



架

構 
二 
單 
元 

與各種學習活

動，表現好奇與

求知探究之心。 

4-I-1利用各種

生活的媒介與

素材進行表現

與創作，喚起豐

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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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 

2. 學生能透過演唱及肢體律

動，感受到聲音的長短。  

 

學習內容 
C-I-2媒材特性

與符號表徵的

使用。 

三、單元設計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植物好朋友 時間 40 分鐘 

學習目標 
1.學生能正確演唱歌曲「植物好朋友」。 

2.學生能透過演唱及肢體律動，感受到聲音的長短。 

學習表現 
3-I-1 願意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4-I-1 利用各種生活的媒介與素材進行表現與創作，喚起豐富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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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內容 C-I-2 媒材特性與符號表徵的使用。 

領綱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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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素養呼應說明  
議題融入說明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教學時間 評量方式 
【準備活動】 

一、課堂準備 

（一）教師：歌曲「植物好朋友」的 CD、PPT、節奏磁鐵、粉

筆、響板、鈴鼓、三角鐵、投影機和螢幕。 

（二）學生：生活習作第 20 頁。 

 

 

二、引起動機 

1.教師提問：還記得上一堂課我們討論過植物好朋友遇到的困 

  難嗎？你能夠怎麼幫助他們呢？ 

2.教師以「請你跟我這樣做」的活動幫學生複習長短節奏。 

3.教師以唸謠「小皮球」帶入「植物好朋友」的主要節奏。 

 

 
 
 
 
 
 

 
 
 

10 分鐘 
 
 
 

 
 
 
 
 
 
 
 
 

口頭評量 
實作表現 
態度檢核 

 



 

 

【發展活動】 

一、歌曲教學： 

1.教師口念歌詞搭配響板拍節奏，請學生跟著仿作。 

    2.念完歌詞後請學生試著說出幫助大樹和小花的方法： 

     （1）長澆水不枯萎。 

     （2）愛護植物不亂採摘。 

3.配合音樂，教師請學生以變更歌曲的速度和大小聲等方式讓  

  學生更熟悉歌曲。 

二、教師請學生思考歌詞中的哪些字唱起來比較長並在課本上標 

示出來，接著，請學生聽從指令並配上音樂進行律動。 

1.短節奏：拍手；長節奏：拍膝。 

2.教師使用鈴鼓和三角鐵搭配音樂，請學生四處走動，聽到鈴 

  鼓和三角鐵搖（敲）出長節奏時與他人擊掌。 

 

【總結活動】  

1.教師複習今日課程內容，並在黑板上寫出樂曲中四分音符及

二分音符的主要節奏和念法，請學生再次練習，之後帶入之

前教過的歌謠，讓學生再次感受節奏的長短變化。 

2.教師總結：聲音的長短，除了可以用演唱、身體律動的方式

來表現，還可以搭配樂器，讓音樂變得更有趣。透過這首樂

曲，能讓大家學會辨別聲音長短的變化，也能知道愛護植物

的好方法。 

 

 

 

 
 

 
 

  25 分鐘 
 
 
 
 
 
 
 
 
 
 
 
 
 

 
 
 

5 分鐘 

 
 

 
 

口頭評量 
實作表現 
態度檢核 

 
 
 
 
 
 
 
 

 
 
 
 

 
 

實作評量 
態度檢核 

 
 
 
 
 
 

 

 

 

 

 

 

 

 



110 學年度彰化縣培英國小-公開授課-授課前會談紀錄表 

教學人員：黃蕙君                任教年級：一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生活領域    

教學單元：翰林版生活一上主題三單元 2「植物好朋友」 

觀課人員：吳奉昭 

觀課前會談時間：110 年 11 月 12 日 10：30 至 11：10 地點：一乙教室 

預定公開觀課時間：110 年 11 月 16 日 09：30 至 10：10 地點：一乙教室 

 

ㄧ、教學目標： 

1.學生能正確演唱歌曲「植物好朋友」。 

2.學生能透過演唱及肢體律動，感受到聲音的長短。 

 

二、教材內容： 

    本單元的教材內容結合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從仔細觀察校園裡的植物開

始，讓學生藉由探索、親近樹木，進而感受樹木和自然之美，透過肢體表演活

動，讓學生思索並感受植物遇到困難時的擬人心境。最後，藉由實作和歌曲演

唱，進一步培養學生愛護植物與珍愛大自然的心懷。 

 

三、學生經驗： 

    本單元的課程內容延續第一、二單元的學習重點，學生已能搭配歌曲或念

謠，邊唱邊打出固定拍子，且能藉由拍手及拍膝的肢體律動，加深對於長短節

奏的印象。藉由演唱「植物好朋友」，唱出愛護植物的好方法，透過肢體律動，

讓學生實際感受聲音的長短。 

 

四、教學活動（含學生學習策略）： 

    本課程之教學活動分為引起動機、發展活動及綜合活動。教師一開始用提

問方式複習上一堂課關於植物遇到的困境後，以「請你跟我這樣做」的活動及

「小皮球」念謠帶入歌曲「植物好朋友」。 

發展活動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份為「歌曲教學」，教師先範念歌詞

搭配響板拍節奏，再請學生跟著仿作，搭配音樂後，老師用速度快慢和大小聲

變化的方式（依老師手勢）讓學童更熟悉歌曲。第二個部份：教師先請學生討

論可以用什麼方式表現出聲音的長短，之後以歌曲搭配三角鐵和鈴鼓，請學生

用肢體律動方式呈現。教師在綜合活動時提及今日課程內容，並在黑板上講解



四分音符和二分音符的長短節奏，配合之前上過的歌謠，讓學生進行實作評量，

觀察學生的學習成效後做總結。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教學目標或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教學過程中，教師以口頭評量請學生試著回答植物遇到的困境及感受， 

並請學生思考可以用什麼方式表現聲音的長短；由於本單元的學習目標主要是

能正確演唱歌曲及運用肢體律動來展現聲音的長短，所以評量方式以實作表現

及態度檢核為主。 

 

六、專業回饋會談時間地點：（建議於觀課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110 年 11 月 17 日 09：30 至 10：10  地點：一乙教室 

 

 

 

 

 

 

 

 

 

 

 

 

 

 



 

110 學年度彰化縣培英國民小學－公開授課-觀察紀錄表 

任課教師：黃蕙君                任教年級：一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生活領域         教學單元：愛護大樹和小花 

觀課人員：吳奉昭 

觀課時間： 1１0 年 11 月 16 日 09：30 至 10：10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教師表現事實摘要敘述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2-1 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知能或生活經

驗，引發與維持學生學習動機。 

教師提問請學生發表幫助大樹和小花的方

法，並以「小皮球」念謠及「請你跟我這

樣做」的活動，引發學生學習本單元概念

的興趣。 

 

A-2-2 清晰呈現教材內容，協助學生習得

重要概念、原則或技能。 

課程循序漸進，利用肢體動作讓學生實際

體驗節奏的長短並習得節奏技能。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

熟練學習內容。 

教師以「小皮球」念謠和「請你跟我這樣

做」活動帶入「植物好朋友」的主要節奏，

再以拍手、拍膝等身體律動，讓學生熟悉

節奏與歌詞。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

總結學習重點。 

節奏練習告一段落時，會請學生思考長音

和短音的律動姿勢有什麼不同，適時歸納

或總結學習重點。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

考、討論或實作。 

教師善用提問並採用獎勵方式鼓勵學生發

表，利用不同的身體律動讓學生反覆練習’

長短節奏，讓學生覺得有趣，進而產生主

動積極的學習態度。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課堂上教師利用不同動作來表現聲音的長

短，最後用身體律動方式加深學生對長短

節奏的感受。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教室走動等溝

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教師充分運用口語與肢體進行操作性活

動，於課堂上進行提問，請學生發表，課

間會走動巡視，幫助學生學習。 

A-4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能力，提供學習回饋並調整教學。 

A-4-1 運用多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 

課堂中用不同方式進行節奏練習，並從中

檢核每個學生對節奏長短的學習成效。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適切

的學習回饋。 

從節奏練習中瞭解學生個別學習狀況，提

供學生適切的學習回饋，並適時給予個別

指導。 

A-4-3 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教師走動巡視，對少數跟不上的學生，會

放慢速度，適時提醒與指導學生，隨時調

整教學策略。 

B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B-1 建立課堂規範，並適切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B-1-1 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課堂規範。 

每個課程活動都有明確且清楚的指令，學

生都能遵守課堂規範。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現。 

對於表現好的學生，能立即給予獎勵；對

於能正確且迅速完成課堂指令的學生，也

能給予口語誇讚。 

 

B-2 安排學習情境，促進師生互動。 

B-2-1 安排適切的教學環境與設施，促進

師生互動與學生學習。 

教室內光線充足，明亮且乾淨，教師製作

的投影片簡明清晰且課間能善用樂器，促

進師生互動並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

間的合作關係。 

從課程的安排及學生和教師的互動中，能

看到學生們上課時積極且投入的神情，教

師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間的合

作關係。 

 

 

                 觀課人員：吳奉昭 



110 學年度彰化縣培英國民小學－公開授課 

觀課後專業回饋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黃蕙君          任教年級：一年級        

任教領域/科目：生活領域    教學單元：愛護大樹和小花 

回饋人員：吳奉昭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110 年 11 月 17 日 09：30 至 10：10     地點：一乙教室     

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一、 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1. 時間掌控得宜，教學設計活潑有趣。。 

2. 利用提問方式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並適時給予獎勵。 

3. 善用身體律動方式練習節奏。 

4. 教師能運用不同學習策略讓學生反覆練習，以建立學生對速度快慢及聲音

長短的概念。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教師能運用多種學習策略讓學生熟悉節奏，唯少數學生在進行音樂律動時

態度過於羞澀，站在原地不敢隨意走動，建議平日可多加練習。 

三、具體成長方向： 

1. 教師以速度快慢變化及大小聲變化等不同方式演唱歌曲，引發學生的興

趣，增添課程的豐富度及學習樂趣。 

2. 具體操作的經驗對低年級的孩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學習方式，教師透過

肢體律動，讓學生實際去感受並習得節奏長短的概念。 

 

四、觀課者的收穫： 

1.課堂中教師能隨時掌握學生的需求，並適時給予指導。 

2.課程實施完整流暢，教師給予的指令清楚易懂，時間掌握得宜，學生上課秩

序良好且師生互動熱絡。 

3.教師善用提問與獎勵方式，鼓勵學生發表，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109 學年度彰化縣培英國小公開觀課授課照片紀錄 

授課前會議照片 

授課照片 



授課照片 

  

 



授課照片 

觀課後討論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