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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掌握教材內容，實施教學活動，促進學生學習。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活動:我們幫忙來配音 

    4-1的課程內容，主要是讓學生覺知自己生活環境的各種聲音。 

    使用課本翰林版 70-71頁的精彩描繪，讓學生藉著幫忙配音，回想自己生活中，

在各種情境中，聽見的聲音，並且模仿聲音的大小、高低和聲音中傳達的情緒。 

    有關聲音中會包含情緒，並且引發聽到的人的情緒，在這個活動中，一併首次教

授，可以銜接後來的「聲音是否聽起來舒服」的相關課程。 

    例如，安撫哭泣中的嬰兒的母親聲音，和為唱歌的小花拍掌的媽媽的聲音，兩者

透露不同的情緒。兩種不同的聲音也引發不同的結果，前者使哭泣的嬰兒感到被安慰，

而停止哭泣；後者，使聽見的人感受到被讚美，而越唱越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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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3 提供適當的練習或活動，以理解或熟練學習內容。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導。 

A-3 運用適切教學策略與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活動:學校可能有什麼聲音 

    藉著陳列各種聲音選項，並且為聲音打○打×，讓學生清楚看出每一個環境有自

己專屬的聲音，並且提供練習的機會。在學校，有些聲音常聽見，有些聲音偶而聽見，

有些聲音不可能出現。 



    對於那些不會在校園中聽見的聲音，可以問問學生，這些聲音，在生活中，可能

出現在什麼環境，例如：平交道發出的聲音，在什麼環境中會聽見？這個問題可以銜

接較後面的「不同的聲音傳達不同的訊息」的課程。 

 

A-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A-3-1 運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引導學生思考、討論或實作。 

A-3-3 運用口語、非口語、學習環境走動等溝通技巧，幫助學生學習。 



 

 

 

活動 1:我是順風耳 

      讓學生到榕樹下靜坐，回來要寫學習單。  

活動 2:你聽見風與榕樹在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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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實際上走訪校園，聽見風、鳥、教室內老師和學生的應和聲。在校內兒童公園

的榕樹下，坐下靜聽，風雨榕樹的悄悄話，此時請小朋友想一想教室內的課程學

習。問學生，討論校園內聽見那些聲音？為生活中的聲音，做出重點總結。 

    請小朋優發揮想像力，說說風跟樹木，說了什麼悄悄話？ 

    樹木聽見風說的故事，有什麼感覺？ 

    風又跟鳥兒聊什麼呢？ 

    聽聽學生的回答，此時在榕樹下，有一種溫馨的感受。 

問問學生，聽見這些聲音的感受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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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教學課程中的教室規範和校園活動規範的建立 

1. 教室規範的建立 

    採遊戲管理，方法是 6排 6組，做秩序競賽。清楚界定，加分和扣分行為。 

    秩序良好者可得到小狗陪伴，最先到城堡者可得神奇寶貝球，從螢幕看到孵出來

的神獸樣子。 

    增強學生願意守規矩的意願。 

 

 



 

 

 

 



 

 

 

 

 



2. 走訪校園的秩序管理 

    事先與學生約定，如果不遵守約定，老師就打雷，打三次就回教室。如果表現

良好，就發虛擬盾牌，可以擋住老師打的雷，增加校園走動的學習時間。 

 

 

教與學特色 
1.教學行為 

由活動、遊戲式管理、生動投影片建構的課程，為主要特色。 

2.學生學習表現 

    較為活潑。 

3.師生互動 

比較活潑。 

4.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事先約定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大大減少活動中的同儕爭吵。 

只要有同儕爭吵，立即先停止活動，由全班討論如何解決爭端，提出方法。 

5. 教與學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加強走訪校園時的秩序管理。 

6. 專業成長的自我期許 

生活領域教學課程遍及所有領域，希望自己能繼續培養跨領域

的教學能力， 特別在音樂課程上。第四單元涵蓋樂器的介紹，

著重在打擊樂器上，希望自己能在這一類樂器的使用更為精

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