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湳雅國小藝術與人文素養導向教學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與人文 設計者 劉淑娟 

實施年級 三上 教學時間 40分鐘 

主題名稱 第一單元、音樂在哪裡？ 

單元名稱 3.小小愛笛生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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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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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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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感知、造形與

空間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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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題 

融

入 

實質

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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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1.音感認譜：五線譜、高音譜號、 拍號、ㄙㄛ音與ㄇㄧ音、小節線等。 

2.演唱與欣賞：拍子歌曲，欣賞〈驚愕交響曲〉、直笛演奏曲〈愛的禮讚〉。 

3.直笛習奏：介紹高音直笛及運氣、運舌、運指練習；習奏ㄒㄧ音、ㄌㄚ音的指法。 

與其他領

域/科目

的連結 

社會、綜合活動 

學習目標 
1.透過演唱與肢體活動，體驗不同的節奏。 

2.欣賞直笛樂曲，引發學習直笛的動機。 

教材來源 康軒版國小藝術與人文 第一冊 

教學設備

/資源 
電子教科書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教學評量/備註 



1.向朋友說哈囉 

【活動一】習唱〈說哈囉〉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升上三年級了，新班級是不是有些老朋友和新朋

友呢？讓我們一起來唱唱這首〈說哈囉〉， 跟大家打招呼吧！」 

二、發展活動 

㈠習唱〈說哈囉〉 

1.教師逐句範唱，讓學生逐句模唱；熟悉曲調並熟練歌詞後再

跟著伴奏音樂演唱。 

2.可以將歌詞中的「說哈囉」改為其他的歌詞，例如：笑一笑、

踏踏步、跳一跳，熟悉後讓學生自由創作，替換為其他語詞。 

㈡認識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 

1.教師用木魚或手鼓敲P11節奏，學生以踏步和拍手來感受  與  

的時值。 

 
2.認識 ：說明「 」稱為四分音符，節奏唱名念作ㄊㄚ(ta)。 

3.認識  ：說明「 」稱為八分音符，節奏唱名念作ㄊㄧ(ti)，

當兩個  排在一起可寫成   ，節奏唱名念作ㄊㄧㄊㄧ(ti ti)。 

4.從音符家族的圖示中，認識新節奏：  和  ，並比較兩種節

奏的時值。 

5.學生先念出這段節奏唱名，再邊念邊做出踏腳和拍手的動作。 

 

㈢習念念謠〈阿公拍電腦〉 

1.教師先範念一次念謠〈阿公拍電腦〉，讓學生感受語言與節

奏的韻律。 

2.學生跟著教師逐句習念歌詞，熟悉後請學生拍念此曲節奏，

並念出節奏唱名。 

例如：  

三、總結活動 

㈠分組以創作的歌詞演唱〈說哈囉〉。 

㈡教師任意組合  和   節奏，讓學生分組上臺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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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語評量 

二、實作評量 

【活動二】習念〈一起玩遊戲〉 

一、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有沒有玩過『火車過山洞』的遊戲呢？今天我們

來念一念〈一起玩遊戲〉，從歌詞中回想玩遊戲時的情景。」 

二、發展活動 

㈠習念〈一起玩遊戲〉 

1.教師分句範念〈一起玩遊戲〉，學生分句模念，熟練後，讓

學生邊唱邊打節奏練習。 

2.分組練習邊唱邊打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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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語評量 

二、實作評量 

 

 

 

 

    

    

  

ti ti  ti ti  ti ti  



 ㈡認識小節線與 拍 

1.教師說明：「五線譜上有許多小節，每一個小節中間的直線

符號尌稱為『小節線』。」 

2.教師說明：「樂譜一開始的 稱為拍號，上面的『4』代表每

小節有四拍，底下的『4』代表當作一拍。」 

3.請學生拍一拍課本P13節奏，教師提問：「這些大小圈圈代表

什麼意思？」(代表音樂的力度：強、弱、次強、弱。) 

4.教師說明：「拍打節奏時，可以利用變化手勢的方式，拍出

不同的強弱。」(例如：「強」用手掌拍，「弱」用兩根手指頭

拍。) 

5.請學生將〈一起玩遊戲〉加上力度再念一次，並說看看念起

來有什麼不同？(例如：聽起來比較活潑、有精神、比較有節奏

感。) 

三、總結活動 

㈠認識 拍號和 拍子的規則後，教師引導學生在課本的空格

中貼上節奏貼紙。 

㈡拍一拍自己創作的節奏給同學聽，並記得拍打節奏時，要有 

拍子的強弱變化。 

 

【活動三】習念〈五線譜〉 

一、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課本上的粉紅色甜甜圈在五線譜的哪個位置？」(第

一間、第三線、第四線) 

二、發展活動 

㈠認識五線譜 

1.教師範念〈五線譜〉後，再分句範念，學生分句模念，熟練

後，讓學生邊唱邊打節奏練習，接著將全班分兩組，一組打固

定拍，另一組拍打念謠節奏，完成合奏。 

2.觀察五線譜，五條線的順序是由高到低還是由低到高？教師

提問：「五線譜上的第一線在最低還是最高呢？」(最低) 

3.教師說明：「如果五條線不夠用，可以往上或往下加線，稱

為上加線或下加線。」 

㈡認識高音譜號 

1.教師說明五線譜的最左邊有個符號，稱為「高音譜號」，這

時第一條線上的音符唱ㄇㄧ，第二條線上的音符唱ㄙㄛ。教師

提問：「高音譜號的畫法，要從五線譜 

的哪一條線開始呢？畫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2.依照課本P14的圖示，練習高音譜號的畫法，先從第二線的下

緣開始畫，上方要交錯於第四線，並依照順序完成。 

㈢認識ㄇㄧ音和ㄙㄛ音 

1.教師示範ㄙㄛ音和ㄇㄧ的手號，請學生跟著邊唱邊做手號。 

2.請學生手指著音符，慢慢的視譜演唱課本P15曲調。 

 

40” 

 

 

一、口語評量 

二、紙筆評量 

三、實作評量 

 

  



3.分組或個別演唱歌曲，提醒學生注意  與 節奏的變化。 

三、總結活動 

㈠請學生拍打下列節奏，熟練後加上唱名ㄇㄧ或ㄙㄛ演唱。 

 
㈡熟練後，在課本P15的五線譜中，依上方提示的節奏創作曲調。 

 

2.找朋友玩遊戲 

【活動一】習唱〈找朋友〉 

一、引起動機 

㈠聆聽〈找朋友〉，引導學生感受歌曲的曲調與速度。 

㈡師生共同討論歌曲的調號與節奏型。 

二、發展活動 

㈠認識二分音符 

1.教師提問：「除了之前學過的四分音符與八分音符，在〈找

朋友〉中，你還發現了哪一個新的音符呢？」引導學生在〈找

朋友〉的譜例中找出二分音符，介紹二分音符的時值。 

2.拍念節奏 

 

㈡習唱歌曲 

1.拍打樂曲節奏型：教師在黑板板書節奏，引導學生一起拍念。 

2.教師以兩小節為單位，範唱〈找朋友〉音名旋律，學生跟著

模仿習唱。 

3.學生唱熟〈找朋友〉音名旋律之後，加上歌詞演唱。 

三、總結活動 

㈠教師播放〈找朋友〉，找一位學生和教師一起依照課本的律

動動作順序，示範一次動作，再全班練習。 

㈡全班分成2人一組，一邊演唱〈找朋友〉，一邊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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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語評量 

二、實作評量 

 

 

【活動二】習唱〈大家都是好朋友〉 

一、引起動機 

教師播放〈大家都是好朋友〉，並提問：「你聽過這首歌的曲

調嗎？」 

二、發展活動 

㈠認識四分休止符 

1.聆聽〈大家都是好朋友〉，引導學生感受歌曲  拍子的律動，

並在四分休止符出現的地方，做握拳的動作。 

2.引導學生在〈大家都是好朋友〉譜例中找出新的符號，教師

提問：「在〈大家都是好朋友〉曲譜中，除了四分音符與八分

音符，還看到了什麼符號呢？ 」 

3.教師介紹「」名稱為四分休止符，其時值與四分音符「 」

時值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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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語評量 

二、實作評量 

  

  



4.拍念節奏：教師在黑板板書節奏，學生拍念節奏後，教師任

意將「 」換成「  」練習拍念，熟練後可再任意將「 」換

成「 」或「 」，練習拍念不同的節奏。例如： 

 

㈡教師以樂句為單位，範唱〈大家都是好朋友〉音名旋律，學

生跟著模仿習唱。 

㈢提醒學生在  的地方做出握拳的動作，藉由張開手的動作讓

學生精確掌握休息一拍的實際拍長。尤其休止符在小節最後一

拍時，學生容易忽略，造成下一小節第一音搶拍。 

㈣熟練旋律後，邊唱邊拍出樂曲節奏。 

㈤加上歌詞習唱，並反覆練習。 

三、總結活動 

㈠拍打四組語言節奏 ，並念念看課本

P19水果的名稱(香蕉、百香果、無子西瓜、奇異果、梨、芒果)。 

㈡連連看，找到和水果名稱相對應的節奏。 

㈢熟悉上列四組語言節奏之後，舉例說出生活中還有哪些詞語

可以與這些節奏型相對應。例如： 

1.    ：柳橙汁、衛生紙、便當袋。 

2.    ：玉米濃湯、義大利麵。 

3.    ：水餃、電燈、杯子。 

4.    ：冰、米、書。 

 

【活動三】欣賞〈驚愕交響曲〉 

一、引起動機 

㈠樂曲的聯想：教師播放〈驚愕交響曲〉第二樂章A段曲調。 

1.教師提問：「曲調中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平穩的樂句後，

突然出現強音。) 

2.請學生聯想符合曲調的情境(例如：悠閒的走路突然踏到水

坑；一邊哼歌一邊洗碗，突然看到蟑螂；上課時，櫃子上的物

品突然掉落；球突然從窗外飛來等)。 

㈡再次聆聽〈驚愕交響曲〉第二樂章A段曲調。 

二、發展活動 

㈠聆聽全曲 

1.教師提問：「海頓運用了什麼音樂元素表現驚愕的效果？」(運

用強、弱。) 

2.哼唱A段主題曲調，指出對應的圖形譜。 

3.聆聽B段主題曲調，配合譜例，隨著旋律一起畫出曲調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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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語評量 

二、實作評量 

    

      

 

  



㈡樂曲介紹 

1.創作緣由：海頓如何決定要創作了〈驚愕交響曲〉。 

2.〈驚愕交響曲〉的標題：樂曲由弦樂演奏平緩而簡單的旋律(弱

音)開始，之後突然以管弦樂團演奏出和弦(強音)，給人驚愕的

感覺，因此名為〈驚愕交響曲〉。 

㈢認識海頓：海頓小故事。 

㈣音樂律動 

1.「驚愕」肢體動作：播放A段曲調，學生自由走步，在強音處

做出誇張的大動作停格，彼此欣賞「驚愕」的肢體造形。 

2.以律動表現曲式：全班分兩組，分別代表A、B兩段曲調，聽

到自己代表的樂段即律動，否則安靜蹲下。例如： 

A段：自由踮腳走，強音時大動作停格。 

B段：雙手左右搖擺，或旋轉身體。 

3.共同討論A、B兩組律動順序，並排列於黑板，再次聆聽感受

曲式的變化。 

三、總結活動 

肢體創作：引導學生找尋各段音樂的特質(A段斷奏、B段圓滑)，

創作不同的肢體動作表現曲調來律動。 

 

3.小小愛笛生 

【活動一】欣賞〈愛的禮讚〉 

一、引起動機 

㈠教師先播放任選一首直笛演奏曲，學生聆聽，並提問所聽到

的樂器是什麼樂器？(直笛) 

㈡請學生發表對直笛音色的感受。(音色透明清澈) 

㈢聆聽樂曲：播放〈愛的禮讚〉以直笛演奏的樂曲，學生一邊

聆聽，一邊隨樂曲自然擺動，並自由想像樂曲的情境，說出對

樂曲的感覺(例如：柔和的、優美的)。 

二、發展活動 

㈠樂曲背景介紹 

1.〈愛的禮讚〉是英國作曲家艾爾加1889年的作品，當年為表

達對未婚妻誠摯的鼓勵與愛意，而譜出這首優美的樂曲〈愛的

禮讚〉。 

㈡認識直笛家族 

1.教師請學生觀察課本P22直笛家族圖片，並提問：「課本中的

樂器有大有小，有長有短，還有不同形狀，它們都是直笛嗎？」 

2.教師介紹實際直笛家族各個樂器，欣賞並了解五種直笛的音

色和外形。 

(1)五種直笛分別為：超高音直笛、高音直笛、中音直笛、次中

音直笛及低音直笛。 

(2)教師實際吹奏一小段讓學生聽一聽各直笛的音高及音色。 

(3)實際讓學生體驗各個直笛的大小及重量，感受它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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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觀察 

二、口語評量 

三、實作評量 



(4)教師可利用影片中每一個笛子的獨奏片段和學生一起討論

不同笛子外形及音色的差異。(例如：超高音直笛最小最可愛，

聲音像鳥叫；高音直笛音色嘹亮、清脆悅耳。) 

3.播放直笛家族演奏音檔，學生聆聽，並隨主題曲調聽辨音色，

判別是哪一種直笛演奏的。 

㈢臺北木笛合奏團介紹。 

㈣哼唱主題 

1.教師播放教學影片或音檔，學生配合音樂，反覆以ㄌㄨ、ㄌ

ㄚ哼唱第一段A主題曲調。 

2.引導學生以肢體律動配合第二段A主題的變奏曲調。 

㈤認識獨奏與合奏：播放獨奏與合奏形式演奏〈愛的禮讚〉的

音檔或教學影片，引導學生仔細聆聽兩種不同形式的演奏。 

三、總結活動 

㈠師生共同討論 

1.獨奏是一個人用一種樂器演奏樂曲，而合奏是數個樂器一起

演奏的樂曲。 

2.鼓勵學生發表對直笛獨奏與合奏的聆聽感覺，例如：優美、

溫柔、和諧等。 

㈡藉由課本P23的照片，和學生一起討論： 

1.教師提問：「除了超高、高、中、次中及低音直笛之外，你

還發現哪些不一樣的直笛？」 

2.從課本P23的直笛合奏圖片中，介紹更大的大低音直笛，倍低

音直笛，倍大低音直笛。 

3.介紹更大的笛子家族。 

 

【活動二】認識直笛 

一、引起動機 

㈠教師示範吹奏一段直笛樂曲，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教師提

問：「笛子可以分成幾節？一把笛子一共有幾個按孔？所有的

按孔都一樣大嗎？再仔細觀察是否有的孔長得不一樣？」 

㈡教師介紹直笛的外形與特色。 

㈢提醒學生，拿到直笛時，要記得貼上自己的名字，才不會和

同學拿錯。 

二、發展活動 

㈠教師講解直笛的正確拿法及吹奏直笛的嘴型。 

㈡由教師示範先不按任何按孔吹長音，請學生模仿，練習長音。 

㈢引導學生從左手大拇指「0」開始，逐號逐孔的將手指逐序按

在按孔上，並跟著教師逐號複誦念出來，直到將所有的按孔全

部按滿。 

㈣教師幫忙調整學生拿直笛的正確姿勢及吹氣的力量控制。 

㈤介紹直笛的拆裝與清潔方法，提醒學生記得愛惜自己的樂器。 

三、總結活動 

 

40” 

 

一、口語評量 

二、實作評量 



㈠教師可設計數種情境的字卡或圖卡，讓小組抽籤，並上臺利

用笛頭吹奏出適合的音效。 

㈡吹奏完畢後，依照正確的方式清洗並收納直笛。 

 

【活動三】直笛習奏ㄒㄧ、ㄌㄚ兩音 

一、引起動機 

㈠以節奏模仿的方式，帶領學生用ㄉㄨ音吹出各種節奏，以熟

練正確的運舌方法。 

㈡提示學生自我檢視，運舌是否正確，有沒有過強而刺耳？或

過輕而聽不清楚？ 

二、發展活動 

㈠認識ㄒㄧ、ㄌㄚ 

1.認識ㄒㄧ、ㄌㄚ兩音在五線譜上的位置。 

2.教師示範ㄒㄧ、ㄌㄚ音的手號，讓學生跟著練習，熟悉後，

教師可隨意唱出ㄒㄧ、ㄌㄚ 兩音的曲調，讓學生跟著做手號。 

㈡運指練習 

1.蓋孔的方法：指導學生放鬆手腕和手指，以指腹肉厚且平軟

的部分蓋住笛孔，使其密合即可，千萬不要用力壓按，並提示

不可以指尖蓋孔。 

2.ㄒㄧ音指法練習：介紹ㄒㄧ音的指法為「01」並做示範請學

生跟著韻指練習。 

3.學生用ㄉㄨ運舌，習奏ㄒㄧ音。 

4.ㄌㄚ音指法練習：指法為「012」，教師輕輕吹出ㄌㄚ音，引

導學生學習ㄌㄚ音的練習。 

㈢曲調習奏 

1.用ㄉㄨ輕念P27譜例節奏，再吹奏曲調。 

2.反覆習奏曲調。 

三、總結活動 

㈠教師隨機以ㄒㄧ、ㄌㄚ兩音，組合不同的曲調，讓學生模仿

吹奏。 

㈡分組或個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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