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花壇國中教案 

科目/領域別： 音樂/藝文領域 演示者：凃明秀   

學習/教育階段(如第三學習階段/國小)_第 4 學習階段/國中   教學年級：  七   

單元名稱：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教學資源/設備需求： 數位電視 

總節數： 1 節 

學習目標、核心素養、學習重點(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對應情形 

學習目標 

1.能透過認識布農族的板曆 ( Islulusan)，了解布農族一年的歲時祭儀。(認知) 

2.能經由小組討論，創作出創意板歷，供大家欣賞。 

3.能欣賞「祈禱小米豐收歌」八部合音，並理解祭歌祈禱之涵義。(認知+技能) 

4.能尊重跨族群的異同，涵養族群共榮與平等信念。(情意) 

核心 

素養 

總綱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溝通互動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原-J-B3 藉由族語的學習，賞析文化中美學的傳達，提升文化自省能力，進而積極參與文化

活動，深化美感體驗，增進美學的素養。 

議題融入 1.原住民族教育 

2.品德教育 

其他科目 本土教育(原住民語言) 

各單元學習重點詮釋與轉化 

 

學習表現 

音 2-Ⅳ-2 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音 3-Ⅳ-1 能透過多元音樂活動，探索音樂及其他藝術之共通性，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文

化。 

原 5-Ⅳ-5 能了解並說出傳統歌謠、傳說故事的主旨，及其語言文化的美感、文化脈絡。 

原 J2 了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的文化脈絡與智慧。 

原 J7 認識部落傳統制度運作背後的文化意涵。 



品 J7 同理分享與多元接納。 

學習內容 

音 A-Ⅳ-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 音樂劇、世界音

樂、電影配樂等 多元風格之樂曲。各種音樂展演 形

式，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音 P-Ⅳ-2 在地人文關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原 Be-Ⅳ-1 傳統歌謠的賞析。 

教學活動略案： 評量策略（包含評量方法、過程、規準） 

◼ 引起動機 

一. 引起舊經驗：10分鐘 

(一)PPT播放原聲合唱團在維也納聖彼

得大教堂演唱的拍手歌"Kipahpah 

ima"來介紹布農族。 

布農族分為六大社群：卓社群（南

投縣玉山一帶）、卡社群（南投縣

東部山區一帶）、丹社群（南投與

花蓮縣界一帶）、巒社群（南投

縣、嘉義縣界玉山一帶）、郡社

群、搭科布蘭郡（簡稱蘭社群，在

今中央山脈南投，人數較少）。現

今布農族的分佈地以南投縣信義鄉

最多、其次為花蓮卓溪鄉，另外還

有分佈於高雄縣桃園鄉、台東縣海

端鄉。布農人喜歡山居，高山深處

常有他們的聚落。是父系社會，行

大家族制。 

引導思辨:與閩南族群有何異同？ 

(二)詢問孩子是否會唱幾句？ 

(三)統整〈拍手歌〉是一首布農族的詩

歌，馬彼得校長指揮的「台灣原聲童

聲合唱團」也是從〈拍手歌〉開始，

更在 2013年的賣座電影《看見台

灣》結尾站在玉山頂合唱，如今這幕

後故事即將搬上大銀幕，並找來馬志

翔、Ella陳嘉樺主演，將原本不識五

線譜的馬彼得，卻帶領出世界知名合

唱團的故事拍成電影《聽見歌再

唱》。 

(四)鼓勵學生課餘自主上網蒐集資料，可

自行向老師分享，爭取加分機會。 

⚫歷程性評量 20%+(5%) 

(一) 有作筆記 5% 

(二) 勇於演唱 5% 

(三) 勇於發表 5% 

(四) 靜心聆聽 5% 

(五) 課餘加分題(5%) 

 

◼ 發展活動 A 

二. 教師播放 PPT『八部合音』2018世界合

⚫歷程性評量 35% 

(一) 靜心聆聽 5% 



唱大賽世界冠軍「寶來國中合唱團」所

唱的「祈禱小米豐收歌」。介紹它是一

首台灣原住民布農族傳統祭典音樂、世

人稱為『八部合音』。被登錄為世界文

化遺產，它打破了傳統世界的合唱理

論，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合音方

式，堪稱是世界音樂的瑰寶。 

(一) 關於祈禱小米豐收歌的起源傳說與

文化的關係 

(二) 辨識八部合音 

(三) 小組討論與發表:為何族人相信，

歌聲越好天神越高興，今年的小米

就會結實累累的文化因果關係。 

(四) 教師統整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與

文化的價值。 

三. 教師以 PPT展示布農族板歷圖，請學生

觀察板歷與生活所用的年歷的差別，以

此引出板歷用途與習俗。 

 

 

 

 

 

 

(圖：網站採訪隨筆│與月亮的約定：布

農族的板曆 Islulusan) 

 

 

 

 

 

 

 

 

 

(圖：原住民文獻會網站) 

 

(一) 引導學生:板曆(Islulusan)適不適

合用在現在的生活中？可以取代年

曆嗎？(答：不適合，因為板曆沒

(二) 學習熱忱 5% 

(三) 小組合作 10% 

(四) 個人貢獻 5% 

(五) 勇於發表(同理與欣賞)5% 

(六) 可以辨識 5% 

 

 



有完整 記錄月份，只有記錄重要

的日子) 

(二) 引導學生:從板歷圖案中可以分辨

出 5個以上的代表圖形？ 

◼ 發展活動 B 

一. 教師利用 PPT介紹布農族的歲時祭儀。

布農族是一個非常重視祭典儀式的族

群，從打獵到栽種小米，從小孩誕生到

成年，每年超過一百天都要進行各種儀

式。也因為布農族的祭儀非常多，為了

提醒族人不要忘了祭儀的時間，才會發

明珍貴的板曆。 

 

 

 

 

 

 

 

 

 

(一) 發下板歷學習單及月分祭儀卡，引

導小組製作創意板歷，完成後上台

展示。 

(二) 請各組交叉欣賞小組成果 

⚫ 歷程性評量 30% 

(一) 靜心聆聽 5% 

(二) 學習熱忱 5% 

(三) 小組合作 5% 

(四) 個人貢獻 5% 

(五) 創作態度 5% 

(六) 欣賞包容 5% 

◼ 總結活動 

(一) 教師統整布農族人對上天、對大自然的

敬虔之心，引導學生分享對族群的同理

與多元接納之心。(品德教育) 

(二) 上課歷程總檢討。 

 

⚫ 總結性評量:學習單完成度 15% 
 

一、「教學省思」:運用學生課堂學習單加以分析歸納，藉此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 

1.學生反映積極、態度良好，課程中認識了布農族傳統歌謠之美與文化祭儀對布農族的重要性。 

2.多數學生較害羞演唱。 

3.小組討論認真，在祭儀創作上有些人還會搞笑，讓課堂活潑精彩。 

4.學生想像力豐富，充分表達心裡所感，也能同理多元文化並相互欣賞。 

5.學生回饋很喜歡拍手歌，往後會自己尋找資源欣賞。 

二、教學修正:運用教學札記、觀察員觀察表等進行資料分析，藉此調整教學策略。 

1.僅一堂課，教學內容過多，需刪減或增加課堂教學。 

2.教學者非原住民教師，往後可尋找原住民族耆老或文化老師協同教學。 

3.課程內容可調整為原住民族祭儀與閩南族祭典之比較，促進族群之間的融合，讓孩子更了解台灣。 

參考資料： 

1.拍手歌"Kipahpah ima"-原聲合唱團聖彼得大教堂驚艷維也納 https://youtu.be/YXMDUUk21x8  

https://youtu.be/YXMDUUk21x8


2.『八部合音』2018世界合唱大賽世界冠軍「寶來國中合唱團」https://youtu.be/YW6g5LD9shs 

3.布農族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布農族  

4.花蓮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數位典藏 http://abda.hl.gov.tw/Ethnicity/Bunun  

5. 布農族歲時祭儀時間表 http://www.shute.kh.edu.tw/~abo024/C.htm#A6  

附錄： 

 

 

 

 

 

 

 

 

 

 

 

 

 

 

 

 

 

https://youtu.be/YW6g5LD9shs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布農族
http://abda.hl.gov.tw/Ethnicity/Bunun
http://www.shute.kh.edu.tw/~abo024/C.htm#A6


彰化縣花壇國中公開授課－觀課前會談紀錄表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七     任教領域/科目：  音樂/           

回饋人員：  黃麗芬、呂冬雪                                                                                                        

教學單元：  布農不知道的事(自編)          

觀察前會談(備課)日期：  112  年  6  月  12   日第  1  節 地點：  校長室 

預定入班教學觀察(公開授課) 日期：  112  年  6  月  13  日第 1 節 地點： 703   

一、學習目標(含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一)學習表現： 

1. 音 2-Ⅳ-2 能透過討論，以探究樂曲創作背景與社會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2. 音 3-Ⅳ-1 能透過多元音樂活動，探索音樂及其他藝術之共通性，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文

化。 

3. 原 5-Ⅳ-5 能了解並說出傳統歌謠、傳說故事的主旨，及其語言文化的美感、文化脈絡。 

4. 原 J2 了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的文化脈絡與智慧。 

5. 原 J7 認識部落傳統制度運作背後的文化意涵。 

6. 品 J7 同理分享與多元接納。 

 (二)學習內容： 

1. 音 A-Ⅳ-1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傳統戲曲、 音樂劇、世界音樂、電影配樂等 多元風格之

樂曲。各種音樂展演 形式，以及樂曲之作曲家、音樂 表演團體與創作背景。 

2. 音 P-Ⅳ-2 在地人文關懷與全球藝術文化相關議題。 

3. 原 Be-Ⅳ-1傳統歌謠的賞析。 

 (三)學習目標：     

1. 能透過認識布農族的板曆 ( Islulusan)，了解布農族一年的歲時祭儀。(認知) 

2. 能欣賞「祈禱小米豐收歌」八部合音，並理解祭歌祈禱之涵義。(認知+技能) 

3. 增進跨族群的相互了解與尊重，涵養族群共榮與平等信念。(情意) 

 (四)核心素養： 

    總綱： 

＊自主行動▓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溝通互動▓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社會參與▓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領綱： 



1.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展現美感意識。 

2.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 

3. 原-J-B3 藉由族語的學習，賞析文化中美學的傳達，提升文化自省能力，進而積極參與文化

活動，深化美感體驗，增進美學的素養。 

二、學生經驗(含學生先備知識、起點行為、學生特性…等)： 

1. 先備知識：在一上地理課對台灣原住民 16族有初步認識 

2. 起點行為：可以演唱、聆聽及表達 

3. 學生特性：主動參與、勇於發表 

三、教師教學預定流程與策略：    

1. 引起舊經驗:以國小學過的拍手歌引發動機，並延伸至布農族的文化背景 

2. 發展活動：1.以「祈禱小米豐收歌」介紹帶出八部合音及文化傳說。引導小組討論歌唱與祭

典、人與天神、藝術與生活的因果關係。2.認識因生活紀錄產出的布農族板歷，讓學生也能

創意思考，設計屬於自己小組的板歷並上台展示，讓各組交叉欣賞。 

3. 總結活動：統整布農族人對上天、對大自然的敬虔之心，引導學生分享對族群的同理與多元

接納之心。 

四、學生學習策略或方法： 

1. 靜心聆聽:師長講述、同學分享與音樂賞析 

2. 可以辨識:可以當場回答師長所提出之問題 

3. 學習熱忱:勤作筆記、認真討論 

4. 小組合作:接納他人意見、表述個人意見 

5. 個人貢獻:提供資料或想法工小組運用 

6. 創作態度:具創意思維、勇於挑戰 

7. 欣賞與包容:可同理多元文化之異同，日後願意主動擷取相關資訊 

8. 可以完成學習單撰寫 

五、教學評量方式（請呼應學習目標，說明使用的評量方式）： 

1. 能指出 PPT之布農族板曆圖樣，並說出布農族一年的歲時祭儀特色。(靜心聆聽、可以辨

識、學習熱誠) 

2. 能經由小組討論，創作出創意板歷，供大家欣賞。(小組討論、個人貢獻、創作發表、互評) 

3. 能欣賞「祈禱小米豐收歌」八部合音，並透過學習單撰寫，理解祭歌祈禱之涵義。(靜心聆

聽、辨識、欣賞與包容、學習單) 

4. 能討論並說出跨族群的異同，涵養族群共榮與平等信念。(小組討論、提問、靜心聆聽、欣

賞與包容) 

六、會談人員其他建議:無 



七、預計回饋會談日期與地點：（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三天內完成會談為佳） 

日期：日期： 112 年  6 月 14  日第 7  節 地點：   校長室  . 

 

 

 

 

 

 

 

 

 

 

 

 

 

 

 

 

 



彰化縣花壇國中公開授課觀課記錄表 

             觀課教師：呂冬雪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7   任教領域/科目：音樂/藝文領域 

觀課教師：  呂冬雪    

教學單元： 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     ；教學節  1  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

第 1節 

觀察日期： 112年 6 月  13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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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引起學生

興趣，以連結本節新的學習課程。 

老師清晰呈現教材內容，以 PPT播放

優質影片供學習者學習。 

小組異質分組，搭起同儕鷹架，讓彼

此間能夠「共好」。 

教師會做總結性重點統整，達到學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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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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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學過程中透過師生互動，讓學生

藉著五感的操作強化對教材的精熟。 

教師走動式教學，讓學習者更專心。 

教師多次運用策略，引導學生思辨能

力，流程清晰，讓學生透過討論、發

表，更喜愛學習的主題。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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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7   任教領域/科目：音樂/藝文領域 

觀課教師：  呂冬雪    

教學單元： 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     ；教學節  1  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

第 1節 

觀察日期： 112年 6 月  13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儕互動之情形)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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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老師適時的提問並讓學生回答，隨

時掌握學生理解課程的情況。 

2.透過提問及發表數據與質量分析，

教師針對節點調緩教學速度。 

3.根據學生的回饋來調整教學，了解

學生對於那些觀念不清楚，需要再

加強。 

4.教師透過讚美式領導，讓羞澀的孩

子開口唱歌。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

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

或補強性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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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師適時提醒學生專注聆聽上課內

容。 

2. 加分機制有助於學習動力。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

現。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7   任教領域/科目：音樂/藝文領域 

觀課教師：  呂冬雪    

教學單元： 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     ；教學節  1  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

第 1節 

觀察日期： 112年 6 月  13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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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習氛圍很棒，豐富而多元。 

2. 師生合作與互動關係佳。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

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彰化縣花壇國中公開授課觀課記錄表 

             觀課教師：  黃麗芬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7   任教領域/科目：音樂/藝文領域 

觀課教師：  黃麗芬    

教學單元： 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教學節 1 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第 1節 

觀察日期： 112年 6 月  13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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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結合國小學習的拍手歌及生活中的

經驗，提高學習動機。 

2.舉出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來幫助學生

理解。 

3.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教師做總結

學習重點，讓學生對課程更了解。 

4.課程活動講解清楚，學生能依據教

師的說明正確回答，並表現適合的

參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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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完成每個學習活動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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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教學過程中透過師生互動，由老

師提問相關問題，幫助學生更理解

課程內容。 

2.搭配學習單的問題，給學生回答的

機會，讓學生省思對於課程的了解

A-3-2 教學活動中融入學習策略的指

導。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7   任教領域/科目：音樂/藝文領域 

觀課教師：  黃麗芬    

教學單元： 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教學節 1 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第 1節 

觀察日期： 112年 6 月  13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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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 

3.操作教具時也詢問學生問題，適時

回饋。 

4.適時鼓勵學生發言，針對已發表學

生予以口頭肯定。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儕互動之情形) 

A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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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透過師生互動，老師適時的提問並

讓學生回答，即時了解學生理解的

情況。 

6.學習單的設計方式也能理解學生的

上課狀況。 

7.根據學生的回饋來調整教學，了解

學生對於那些觀念不清楚，需要再

加強。 

8.多元評量掌握學生學習經驗與深

度。 

A-4-2 分析評量結果，適時提供學生

適切的學習回饋。 

A-4-3根據評量結果，調整教學。 

A-4-4 運用評量結果，規劃實施充實

或補強性課程。 

B 

班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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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重課堂規範 

4. 學生有不守規矩的情況也能適時提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7   任教領域/科目：音樂/藝文領域 

觀課教師：  黃麗芬    

教學單元： 布農知道的事(自編 )；教學節 1 次：共 1 節，本次教學為第 1節 

觀察日期： 112年 6 月  13 日 

層

面 
指標與檢核重點 

事實摘要敘述 

(含教師教學行為、學生學習表現、

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之情形) 

經 

營 

與 

輔 

導 

B-1-2 適切引導或回應學生的行為表

現。 

醒，讓全班都能專注聆聽上課內

容。 

5. 眼神交會關注學生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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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適當的師生

互 

動也能提高學生的專注力。 

2.適時以團體回饋肯定學生良好課程

參與。 
B-2-2 營造溫暖的學習氣氛，促進師

生之間的合作關係。 

 

 

 

 

 

 

 



彰化縣花壇國中公開授課─觀課後專業回饋記錄表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七   

任教領域/科目：  音樂/藝文領域      教學單元：    布農不知的事(自編)      

回饋人員：   黃麗芬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112 月 6 日  14 第七節地點：     校長室      

 

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一、 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一) 教材融入原住民教育及品德教育議題，促進族群融合與原住民族全民化

的素養。 

(二) 教學流程流暢，學生反應積極，認真學習。 

(三) 每個學習活動後，適時歸納或總結學習重點。 

(四) 多元評量有適切提供學習回饋。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一) 教學內容太多，需減量讓學生容易掌握學習內容。 

(二) 小組同儕互動較少的個別學生，應多鼓勵。 

三、具體成長方向： 

(一)可以加入其他族群的比較。 

(二)可至部落進行探究與體驗學習 

四、觀課者的收穫： 

(一)教學者深入了解原民文化，引導學生以原民角度體驗品格素養，可以增

加學生包容力與開放心胸看待不同族群的價值觀。 

(二)學生對原民文化有高度興趣與好奇，正是族群融合共榮的契機。 

 

彰化縣花壇國中公開授課─觀課後專業回饋記錄表 



授課教師： 凃明秀     任教年級：   七   

任教領域/科目：  音樂/藝文領域    教學單元：   布農不知道的事(自編)    

回饋人員：    呂冬雪       

專業回饋會談時間：112 月 6 日  14 第七節地點：     校長室    

 

與教學者討論後之專業回饋： 

一、教學的優點與特色： 

(一)教師教學活潑有熱誠，能運用多樣性教學策略與多元評量，提升學習者動機與

成效。 

(二)學生反映積極、態度良好，課程中認識了布農族傳統歌謠之美與文化祭儀對布

農族的重要性。 

(三)此教材融入原住民教育及品德教育議題，提升學生對種族的認識與包容，建立

跨域統整的美感素養。  

二、教學上待調整或改變之處： 

(三) 多數學生較害羞演唱，請先由敢唱者優先示範。 

(四) 僅一堂課，教學內容過多，需刪減或增加節數教學。 

(五) 教師不是原住民族，建議可邀請布農族耆老或文化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三、具體成長方向： 

(一)往後可加入其他族群的探究 

(二)可實際至布農族部落進行部落體驗學習 

四、觀課者的收穫： 

在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產生的歌謠藝術，都有如此類似的脈絡發展，真是讓身

為藝術工作者的我，感動萬分。 

課程中良好的師生互動，增進孩子們對藝術的興趣，也拉近孩子們跟藝術的距離，

讓學生增加成就感與自信心。在地的藝術發展相信指日可待，花中的藝術課程融入

眾多議題，深植學生心中埋下種子，更能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正所謂藝術即生

活，生活即藝術的最佳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