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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彰化縣 111學年度三春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活動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教學活動設計單 

領域/科目 藝術-音樂  教學者 黃欣鈺 

實施年級 四年級 教學時間   1 節課    40  分鐘 

單元名稱 美麗的大地 

學習

重點 

學

習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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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認識與描述創作背

景，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聯。 

核 

心 

素 

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

感。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

觀點。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

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

習

內

容 

音A-II-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

獨奏曲、臺灣歌謠、藝術歌曲，

以及樂曲之創作背景或歌詞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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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融入 

性 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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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小藝術第三冊第一單元 

教學設備/

資源 
康軒版電子書 

學習目標 欣賞小提琴演奏的樂曲，感受樂曲風格與樂器音色的變化。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 

【活動三】欣賞〈嘉禾舞曲〉 

一、引起動機 

㈠聆聽樂曲，身體隨著音樂自然擺動、用手打

拍子或自由走動舞蹈。 

㈡教師提問：「欣賞了〈嘉禾舞曲〉，讓你感

受到什麼樣的氣氛？」 

40” 一、口語評量 

㈠能說出〈嘉禾舞曲〉的音樂風格。 

㈡能說出小提琴的發聲方式與聲音

特色。 

二、實作評量 

㈠能哼唱A段與B段曲調。 

㈡能找出全曲中，出現和 

             相同節奏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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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介紹〈嘉禾舞曲〉：屬於舞曲類，源自十七

世紀法國南部嘉普居民的一種舞曲，由比利時

作曲家戈賽克(François Joseph Gossec, 

1734～1829)創作，曲趣輕鬆活潑，中等速度，

拍子，由兩個反覆樂段組成，通常由小提琴

獨奏或木琴獨奏。提醒學生跳舞用的音樂稱之

「舞曲」，它的種類很多，例如：圓舞曲、小

步舞曲、嘉禾舞曲等。 

二、發展活動 

㈠哼唱主題：哼唱 A、B 段主題曲調，熟悉後

以手指課本譜例，唱出曲調。 

㈡介紹小提琴：〈嘉禾舞曲〉由小提琴演奏，

小提琴屬於提琴家族的一員，提琴家族包括有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小提

琴是提琴家族中體型最小、音域最高的弦樂

器。它有四條弦，音色亮麗動人，是管弦樂團

中非常重要的樂器，透過拉弦與撥弦的方式產

生聲音。 

㈢再次聆聽〈嘉禾舞曲〉引導學生聆聽 A段與

B段小提琴音色所表現不同的音樂特質。(A段

斷奏、B 段圓滑) 

三、總結活動 

㈠聆聽固定節奏：教師帶領學生先拍打             

  兩小節固定節奏，熟練後聆

聽全曲音樂，算出全曲出現和這個節奏譜例相

同節奏的次數。(共七次) 

㈡感受拍子與節奏：請學生聆聽主題譜例 A

段，分別以腳踏出固定拍子，以手打出曲調節

奏，再把全班分成兩組進行合奏，以感受拍子

與節奏的關係。 

㈢教師提示學生，B段第一小節的複音表示同

時要拉奏兩個音，這也是小提琴重要的演奏技

巧之一。 

 

參考資料： 

康軒版藝術四上教師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