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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小學組） 

國民小學教學活動設計示例 

 

單元名稱： 人聲與多種語言的結合 

設計者：郭美女 

   

壹、設計理念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的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強調，藝術學習應注重藝術學習

與生活、文化的結合，以學生學習為中心，引導其自主學習，使學生能具備藝術感

知、創作與鑑賞之能力。因此，藝術課程必須結合學生日常生活經驗，以舊經驗引

起動機，強化美感認知與實踐之能力。 

    本教學活動設計注重把握遊戲中學習的原則，在自然愉快輕鬆的氣氛中，指導

學生如何運用正確的呼吸和發聲方法學習歌唱，並利用身體的各種感官系統，配合

身體的律動、肢體語言、圖像表徵、即興創作等活動來表現，培養自發性的學習和

即興創作的能力，進而提升學生以藝術解決問題、人際溝通互動、團隊合作以及關

懷社會之素養與能力。 

本教學活動設計之學生學習目標如下： 

一、培養正確的聆聽和歌唱能力。 

二、培養自發性的學習和即興創作的能力。 

三、增強對聲音的感知能力和音樂表現的能力。 

四、透過分組活動，培養人際溝通互動和團隊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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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分析 

一、 教材分析 

歌唱是兒童最自然的音樂語言，是音樂經驗獲得的最佳方式。在音樂的教學活

動中，兒童懂得如何運用「人聲」後，就可以運用歌唱來指導樂理、符號、音樂知

識、訓練耳朵、音樂欣賞、引導即興創作的表現；將音樂的感受，透過人聲、律動

表現出來，並透過分組活動，實地操作及應用為主，培養自發性的學習，讓學生將

所學實踐於生活中，進而發展其音樂能力。 

    本教學活動設計包含以下教學內容：  

（一）正確的聲音與呼吸 

（二）聲音語言的節奏 

（三）人聲的即興創作──「問與答」 

（四）聲音卡農的製造和練習 

（五）肢體與多種語言的結合  

 

教學設備：相關圖片、節奏樂器、電腦、教學PPT、投影機、投影布幕、鋼琴、小

組活動之教室空間。  

二、 學生分析 

    台東縣太麻里鄉大溪國民小學為一所小型學校，全校共六班，此次上課為混齡

四-五年級，人數 20 人，學生整體素質佳，上課反應相當熱烈，對於課程內容相關

提問都非常踴躍發表意見。學生們不僅能互相討論，更能促發其自主學習之精神，

達到人際溝通互動、團隊合作之落實。  

    教學活動設計從學生學習的角度規劃教學活動與學習內容，注重引起學生的學

習動機，並透過分組活動和溝通互動的學習過程，引導學生將課堂所學應用於生活。 

三、 教學重點與方法分析 

    本教學在於指導學生如何運用正確的呼吸和發聲方法學習歌唱，並利用身體的

各種感官系統，配合肢體語言、即興創作等活動來表現分析、討論；進而提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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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術解決問題、人際溝通互動、團隊合作以及關懷社會之素養與能力。 

    本教學活動設計與素養導向教學四原則的呼應情形如下： 

（一）知識、能力與學習態度之整合：課程設計內容以學生需求為主體，引導學

生學習的興趣；並透過即興創作的綜合教學，協助學生進行學習內容的統整與技

能展現之學習。 

（二）營造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本教學設計著重與生活情境的結合，引導學

生進行情境脈絡化的教學提問，幫助學生理解歌唱相關概念。 

 （三）注重學習歷程與策略：本教學注重學習歷程與策略，引導學生覺察、發

現、探究學習；以學生討論、實地操作及應用為主。  

（四）透過同儕合作建立學習信心以反映實踐力行的表現：本課程設計採取鼓勵、

互動和分組討論的方式，並透過同儕合作、相互協助建立學生學習信心提供學生

整合之學習，讓學生將所學實踐於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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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概念架構圖︰人聲與多種語言的結合  教學設計共六節  

 

 

 

  

1. 培養正確的聆聽和歌唱能力。 

2.增進音樂和其他語言結合的表現能力。 

3.培養人際溝通互動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 

學 習 目 標 

 學 習 重 點 
1.能透過聽唱展現歌唱

的基本技巧，嘗試簡易

的即興，展現對創作的

興趣。  

2.能探索音樂元素並表

達自我感受與想像。  

3.透過藝術的表現形式

認識與探索群己關係及

互動。 

 

 

學 習 表 現  

1.多元形式歌曲，如: 

正確發聲與呼吸、語言

說白節奏。   

2.聲音元素、空間與肢

體表現和即興創作。 

學 習 內 容   

教 學 活 動 

評 量 重 點 

口頭評量、分組互動 

 

核 心 素 養 

理解藝術的符號，表達情感觀點，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藝術與生活的關

聯，並透過藝術實踐並透過藝術實

踐，學習理解他人的感受與團隊合

作的能力。 

第一週 一二節 

正確的發聲與呼吸 

第二週 三四節 

人聲的即興創作 

–問與答 

第三週 五六節 

歌唱與多種語言的結合 

興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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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

／科

目 

藝術/音樂 單元名稱 
人聲與多種語言的結合 

 

教材

來源 
自編教材 教學資源 

相關圖片、音響、節奏樂器、電腦、

教學 PPT、投影機、鋼琴 

實施

年級 
四年級 教學時間 共   6 節， 240     分鐘 

核心素養 議題融入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 以表達情意觀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

富美感經驗。 

藝-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社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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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E5 欣賞包容個別差異並尊

重自己與他人的權利 

 

人 E6 覺察個人的偏見，並避

免歧視行為的產生 

 

性܄E8 了解不同性別者的成就

與貢獻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領域課程綱要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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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和形式。  

1-Ⅱ-2  

能探索音樂元素，並表達自我感受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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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表達參與表演藝術活動的感知，並以表達情感。  

3-Ⅱ-2  

能觀察並體會藝術與生活的關係。  

3-Ⅱ-3  

音E-Ⅱ-1  

多元形式歌曲，如：獨唱、齊

唱等。基礎歌唱技巧，如：正

確發聲與呼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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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E-Ⅱ-1  

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和表現

形式。 

 

音E-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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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不同對象、空間或情境，選擇音樂、色彩、場

景等，以豐富美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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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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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繪畫、

表演等回應方式。  

表A-Ⅱ-1  

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本元

素。  

音P-Ⅱ-2  

音樂與生活 

表P-Ⅱ-1  

展演分工與呈現、劇場禮儀。  

表P-Ⅱ-4  

劇場遊戲、即興活動、角色扮

演。 

 

單元目標 學習目標（具體目標） 

1.培養正確的發聲方式和歌唱能力。 

2.增進音樂表現力。 

3.培養即興創作的能力。 

4.培養自發性學習的能力。 

 

 

 

1.運用正確的呼吸和發聲方法

學習歌唱，增進音樂能力。 

2.思考如何在活動中，以正確

的姿態表現出多樣的聲音變

化，增強音樂表現的能力。 

3.將「人聲」運用在音樂活動，

並配合身體的律動、肢體語言、

圖像表徵、即興創作等活動來

表現，增進音樂和其他語言結

合的表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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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激發創作的慾望，並涵養自

發性的學習態度。  

學習

目標 

序號 

教學活動重點 
時間 

(本欄請確認) 

表現任務 

(本欄請確認) 

 

1.2 

 

【第一、二節】正確的聲音與語言的節奏 

 

一、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1、播放影片「瘋狂女高音」（YouTube影

音資料）。  

2、請學生發表觀看影片後的感想。  

3、正確歌唱聲音的探討。  

 

二、發展活動一：正確的呼吸與發聲練習 

1.正確的呼吸：將腹部想成是一個氣球，當

吸氣時腹部會像氣球一樣，因充氣而慢慢

膨脹，吐氣時腹部的氣會像氣球一樣慢慢

消失。 

引導學生用：（1）慢吸慢呼，（2）快吸快呼，

（3）快吸慢呼……等方式來作呼吸的練

習。 

2.正確的發聲：（1）引導學生利用 A、E、

I、O、U的母音練習；（2）在母音前面加上

子音作變化練習。 

3.正確的音準和節奏：（1）將一個樂句分成

幾個小段落，再根據學生學習的能力，作分

段反覆聆聽和練習。（2）熟練後讓學生不依

賴琴聲，能自己唱而不走音。 

 

●發展活動二：聲音語言的節奏 

 

 

 

 

10 分 

 

 

 

 

30 分 

 

 

 

 

 

 

 

 

 

 

 

 

 

 

 

 

 

 

 

 

 

 

15 分 

 

 

問答與討

論：能分享

自己觀賞影

片後的感想

心得，並探

討人聲的種

類 

 

表現任務： 

能正確的呼

吸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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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不同的節奏型態，指導學生運用說

白節奏、吟誦及肢體動作來作各種不同

的節奏詮釋和表現 

2.運用回聲、卡農、問與答的方式，作節奏

的變化練習。 

3.利用人聲的變化以「答、答」代替拍手唱

出節奏。 

4.利用語言的音節長短打節奏，並配合說

白將節奏再表現出來。 

 

●發展活動三：回聲的製造 

1.教師採用一或二個相同的模擬聲音或非

模擬聲音，讓學生以回聲方式表現。 

2.拍手節奏：拍手製造一或二個相同的節

奏，讓學生用人聲作回聲的複述。 

 

三、 綜合活動： 

1. 聆聽《動物狂歡節》的音樂片段，能了

解聲音的節奏和象徵的關係。 

2. 身體會跟隨著聲音的上行或下降做適

當的擺動和肢體動作的配合。 

3. 能用歌聲或直笛等基礎樂器，創造出簡

單的音樂主題。 

……  一、二節結束 …… 

 

 

 

 

 

 

 

 

 

 

 

 

 

 

 

 

 

 

15 分 

 

 

 

 

 

 

 

 

 

10 分 

 

 

 

 

 

 

 

 

 

 

 

 

表現任務： 

能了解聲音

的節奏，並

配合說白節

奏來表現 

 

 

 

 

 

 

 

 

 

 

表現任務： 

 

回聲和卡農

活動的反覆

練習，可以

培養學生集

中注意力的

習慣，發

展、增強學

生聽覺的記

憶力以及節

奏和音準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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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四節】人聲的即興創作──「問與

答」 

 

一、準備活動 

複習聲音語言節奏和回聲的製造 

 

二、發展活動一： 

  聲音卡農的製造和練習 

1.採具有節奏性的「說白」進行卡農的練

習，熟悉卡農的形式後，再運用旋律性曲調

作練習。  

2.教師唱或演奏簡單的節奏或樂句，學生

利用人聲將節奏再反覆表現出來。 

●發展活動二： 

人聲的即興創作──「問與答」 

1.聲音節奏變化的問答 

（1）以指定的節奏作問答： 

   由教師提出所謂的「問句」，問和答的節

奏表現型態是一樣的，例如問：「Da- Da- 

Da--」，答：「Da- Da- Da-  

 

 

 

 

 

 

 

 

 

 

5 分 

 

 

 

25 分 

 

 

 

 

 

 

 

 

 

 

 

 

 

 

 

 

 

 

 

 

 

 

 

 

 

 

 

 

 

 

 

 

 

 

 

 

 

 

態度： 

能專心聆聽

老師講解並

積極參與學

習活動。 

 

 

 

 

 

 

 

 

 

表現任務： 

能專心聆聽

老師講解並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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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自由的節奏作回答： 

  學生回答的節奏和問句相對，可以是相

反的或者改變它的意義等。 

 

     

 

                

2.旋律式的問答 

（1）回聲式的問答： 

 在一段曲調或聲音的變化裡，教師提

出所謂的「問句」，學生則用同樣的節奏和

旋律來回答，就是回聲式的問答。          

 

 

 

 

 

 

 

 

 

 

 

 

 

 

 

 

 

 

 

 

 

 

 

 

 

 

 

 

 

 

 

 

 

 

 

 

 

 

 

 

 

 

 

 

 

 

 

 

 

 

 

 

 

 

 

 

 

 

 

 

 

 

 

 

 

 

 

 

 

表現任務： 

能用正確的

歌唱方式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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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事先約定的規則來回答： 

 教師問：「你姓什麼？」，回答：「我姓

陳」；教師問：「小朋友，今天快樂嗎？」，

學生回答的曲調或詞意可以應和問題本身

的意思，也可以是自由的回答；例如學生回

答：「今天很快樂！」或「今天不快樂！」。

也就是說在問與答的活動裡，可以選擇問、

答是同一種意義，例如： 

問──悲傷、答──悲傷，問──愉快、回

答──愉快；或者做相反的問與答；即問─

─悲傷的，回答則是愉快的。（譜例） 

 

 

 

 

 

 

 

 

 

 

 

 

 

 

 

 

 

 

 

 

 

 

 

 

 

 

 

 

 

 

 

 

 

 

 

 

 

 

 

 

 

 

 

 

 

 

 

 

 

 

 

 

 

 

 

 

 

 

 

 

 

 

 

 

 

 

 

 

 

 

 

 

 

 

 

 

 

 

 

 

今天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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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記憶是形成知識，累積經驗的基礎；也是

認知歷程的一部分，複習以下活動加強學

生具有記憶聲音的能力： 

1.回聲的記憶： 

        教師以歌唱的方式，先唱出一段樂句，隨

後讓學生以回聲方式重覆唱出來。 

2.聆聽和默唱： 

         學生集中注意力聆聽教師的歌唱旋律，

再用默唱的方式隨著旋律進行來作練習。 

3.反覆的齊唱： 

 當學生對旋律完全熟練後，全體一起唱並

反覆多次。 

4.詞句的替代： 

  教師在某個段落指示學生默唱，或用別

的詞句來代替原來的曲調，經過幾個小節

以後，恢復原來的曲調唱出以確認其記憶

力。 

5.旋律的接唱： 

        教師指定一個學生唱，其他的人跟著默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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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在不特定的段落或樂句，教師隨意指定

其中一個人接著樂句繼續唱。 

 

……………第三、四節結束 …………… 

 

【第五、六節】肢體與多種語言的結合 

一、準備活動 

   讓學生輪流以個別的方式，用人聲配合

肢體動作來表現，教師指導學生分析聲音

變化和姿態二者之間的關係，例如聲音上

揚或下降時，姿態是否會隨著變化等。 

二、發展活動：引導學生用戲劇來組成整個

聲音和音樂的觀念，透過人聲、肢體、工具，

把故事內容表現出來。 

（一）故事的集體創作： 

  採用分組的方式，各組自由發表意見，並

將故事情節串聯起來。 

（二）師生共同創作： 

  教師引導學生自由發表意見，並作統整

歸納，將劇情組織起來。 

（三）角色扮演和工具的分配： 

   各組選出數名學生做角色扮演，其他的

人根據故事內容、情節，配上人聲和適合的

基本樂器或自製樂器，作速度、強弱等背景

音樂變化，並以誇大的姿態表現加強戲劇

效果。            

 

 

 

 

 

 

 

 

5 分 

 

 

 

 

 

 

 

25 分 

 

 

 

 

 

 

 

 

 

 

 

 

 

 

 

 

 

 

 

 

 

10 分 

 

 

 

 

 

 

 

 

 

 

 

 

 

 

 

 

 

 

 

 

 

 

 

 

 

 

 

 

 

 

 

 

 

 

 

 

 

 

表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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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學生能藉著角色扮演和情境的模仿，以

肢體動作或樂器來製造出各種聲音來表

現，啟發學生音樂即興創作的能力，學習遊

戲化等教學目的。  

1. 能發想故事並進行表演。 

2. 能反思表現過程並互相欣賞。          

  

……………第五、六節結束 …………… 

 

 

 

 

 

能以分組獲

師生共同創

作的方式，用

戲劇來組成

整個聲音和

音樂透過人

聲、肢體表現

故事內容。 

 

 

 

 

 

肆、評分規準 

 

學

習

構

面 

項目 

評量等級（自行參酌設定） 

A B C D E 

表 

現 

動作

表現 

肢體動作能完

整配合音樂，

有快慢、輕重、

高低等動作元

素的變化。 

肢體動作能

大多配合音

樂，有快慢、

輕重、高低等

動作元素的

變化。 

肢體動作能

部分配合音

樂，有快慢、

輕重、高低等

動作元素的

變化。 

肢體動作少

部分能完整

配合音樂，有

快慢、輕重、

高低等動作

元素的變化。 

未達 D 級 

      

鑑 

賞 

審美

感知 

能發現生活中

的視覺元素，

充分地表達自

己的感受與聯

想。 

能發現生活

中的視覺元

素，表達自己

的感受與聯

想。 

能發現生活

中的視覺元

素，概略地表

達自己的感

受與聯想。 

能發現生活

中的視覺元

素，嘗試表達

自己的感受

與聯想。 

未達 D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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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踐 

藝術

參與 

能依據引導，

感知與探索音

樂元素，進行

簡易即興，充

分展現對創作

的興趣。 

能依據引導，

感知與探索

音樂元素，進

行簡易即興，

展現對創作

的興趣。 

 

能依據引導，

感知與探索

音樂元素，進

行簡易即興，

概略展現對

創作的興趣。 

 

能依據引導，

感知與探索

音樂元素，嘗

試簡易即興，

稍微展現對

創作的興趣。 

未達 D 級 

      

 

 

伍、教學、設計之反思 

    藝術領域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是從生活中取材，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為先，本

教學活動設計考量學生的學習需求，設計注重把握遊戲中學習的原則，在自然愉快

輕鬆的氣氛中，指導學生如何運用正確的呼吸和發聲方法學習歌唱，利用身體的各

種感官系統，配合身體的律動、肢體語言、即興創作等活動來表現，達到聲音符碼

化的理解和運用。 

    對於課程內容的相關提問，學生能踴躍舉手回答；並透過與同儕討論的過程中，

將音樂融入於生活，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進而提升學生以藝術解決問題、人

際溝通互動、團隊合作以及關懷社會之素養與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