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單元活動設計 

單元名稱 走向大自然 設計者   殷 碧 吟 

領域和年級 藝術領域三上 總節數   7 節(本節為第 5 節) 

學習目標 

1.透過樂曲中音樂符號的運用，認識音樂基礎概念。 

2.透過欣賞或歌詞意境，感受大自然千變萬化的風貌。 

3.善用演唱與肢體活動，將不同音樂作多元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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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I-1 能使用音樂語彙、肢體等多元方式，回應聆聽的感受。 

2-II-4 能認識與描述樂曲創作背景，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聯。 

 

學習內容 

音E-II-1 多元形式歌曲，如：獨唱、齊唱等。基礎歌唱技巧，

如：聲音探索、姿勢等。 

音E-II-2 簡易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的基礎演奏技巧。 

音E-II-3 讀譜方式，如：五線譜、唱名法、拍號等。 

音A-II-2 相關音樂語彙，如節奏、力度、速度等描述音樂元素之

音樂術語，或相關之一般性用語。 

音A-II-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繪畫、表演等回應方式。 

音 P-II-2 音樂與生活。 
 

領綱核心素養 

本單元的音樂基本知能，加入了不同的音樂元素，用不同的演奏和

演唱方式，讓學生了解樂譜上各種符號意義，例如：進入到二拍子

的音樂，我們去感受音樂組成的強弱，連結線與圓滑線在樂曲上的

差異，先加入的音高與音符節奏，都是讓我們有更多素材，讓學生

在音樂有所發揮。另外，也欣賞與大自然有關的音樂，讓學生可以



產生聯想，從音樂中找出作曲者想要表達的意境，讓學生練習用不

同的方式去表現感受。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備註 

一、引起動機 

㈠猜猜看：教師敲奏不同材質的器物，學生閉目聆聽，說出

是哪一種器物的音色。 

㈡不同的音色：學生發表自己喜愛的材質音色，並描述其音

色特質，喜愛的原因。例如：陶製的風鈴，音色柔和低沉，

帶給人祥和的感覺。 

二、發展活動 

㈠演唱〈小風鈴〉 

1.聆聽並習唱〈小風鈴〉，並隨歌曲輕輕打拍子。 

2.曲調聽唱：教師逐句範唱曲譜(一次兩小節)，學生聽唱模

仿。 

3.朗誦歌詞，感受歌詞意境，再依歌曲節奏習念歌詞。 

4.習唱歌詞：聽教師範唱或教學CD，逐句習唱歌詞。 

5.分組或個別演唱歌曲。 

6.四拍子律動：學生視譜查看〈小風鈴〉曲譜上的拍號，是

幾拍子？(  拍)再引導學生邊唱歌，邊以拍膝、拍手或其他

肢體動作，表現四拍子的律動。 

7.隨著歌曲踏出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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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師提問：「在〈小風鈴〉樂譜你發現了哪一個新的符

號？」引導學生，發現每一小節是透過小節線來區隔，而樂

曲的最後一小節，有一個新的符號：終止 

線，則是代表樂曲的結束。教師提問：「小節線與終止線有

什麼差異？」(例如：小節線是一條細線，終止線則是一粗

一細、樂曲中有很多小節線，但終止線只有一個。) 

㈡認識響板與三角鐵 

1.教師提問：「你看過課本上的這兩種樂器嗎？你知道它們

是什麼嗎？」 

2.教師說明： 

(1)響板：響板是木製的敲擊樂器，演奏方法是將響板置於

虎口位置，一面用姆指，另一面則利用食指或中指扶著，然

後靠手指的夾動令響板發聲。 

(2)三角鐵：金屬製，現在通常以鋼造，並彎曲成三角形。

演奏時一手持三角鐵上的繫繩，一手持金屬棒敲擊，敲擊之

後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以手止音。通常有分單擊以及連擊兩

種音效。單擊主要用於點綴樂曲，連擊則用於提昇樂曲聲

勢。 

三、總結活動 

將學生分組，練習響板與三角鐵，熟悉敲奏方式後，為〈小



風鈴〉進行頑固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