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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人員 林瑛秋 任教

年級 

三、四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藝術與人文/

美勞 

授課教師 陳玥君 

任教

年級 

三~六

年級 

任教領域 

/科目 

藝術與人文/

音樂 

教學單元名稱 第二單元: 

動人的樂聲 

教學節次與

課程名稱 

第5節:點心擔 

觀察前會談 

(備課)日期及時間 

2022年11月29日 

早上8:40~9:20 

地點 美術教室 

 

預定教學觀察/ 

公開授課日期及時間 

2022年12月5日 

下午3:15~3:55 

地點 音樂教室 

 

一、 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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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I-5能依據引導，感知與探索音樂元素，嘗試簡易的即興，展現對創作的興趣。 

1-II-7能創作簡短的表演。 

2-II-1能使用音樂語彙、肢體等多元方式，回應聆聽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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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I-4 音樂元素，如：節奏、力度、速度等。 

音E-II-5 簡易即興，如：肢體即興、節奏即興、曲調即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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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教學活動流程與策略】 

一、復習十六分音符 : 

1、老師排出節奏，請學生拍念出來。 

2、請學生排節奏，請其他同學們拍念出來。 

3、復習唱「小牛不見了」，遇到十六分音符，邊唱邊拍 



 

 

4、「小牛不見了」更換十六分音符處的歌詞，請同學換不同的動物和叫聲。 

二、認識附點八分音符 : 

1、老師介紹附點八分音符的時值、念法與打法 

2、比較 與  

3、拍念p35的兩組範例節奏 

三、美食創作練習: 

根據老師給的節奏，套上各地美食來創作 

A.            ：彰化肉丸、臺南碗粿。 

B.             :臺中太陽餅、嘉義雞肉飯。 

C.   ：臺南鱔魚意麵、東石蚵仔麵線。 

四、聆聽「點心擔」一曲: 

教師播放「點心擔」，並提問：「歌詞中提到了哪些臺灣的小吃？」 

三、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學生透過透過自己創作語言節奏更清楚了解附點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特性。  

2、學生透過全班練習的學習方式穩定清楚的拍出節奏。  

3、學生能透過同學的分享，認識各地美食。 

四、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一、口語評量  

(一)能說出樂曲中出現 的位置。  

(二)能依提示節奏創作，用十六音符模仿動物的叫聲。  

(三)能正確念出 的節奏念法。 

(四)能說出 與 不同的時值。 

(五)能說出歌曲中的食物名稱。  

二、實作評量  

(一)能正確拍打出  的節奏。 

(二)能正確拍打出 的節奏型。  

(三)能正確的拍出課本指定的節奏。  

(四)能根據老師指定的節奏，創作念詞  

(五)能正確的拍念出同學創作的念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