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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 105 學年度五年級第 2 學期藝音學習領域教學計劃 
編寫者：藍慧如 

課程目的 以人、自然、社會、文化的互動為主題，統合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的學習內容，希望帶領學生留意觀察生活情

境，以藝術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感受，並且加深對文化的理解與關懷。 

學習背景分析

及銜接處理 

1.歌曲聽唱，並配合節奏進行身體律動。 

2.肢體律動。 

學期學習目標 1.欣賞管弦樂曲中的故事及角色與樂器的配對。 

2.認識管弦樂團及樂器的分類。 

3.演唱東西方歌曲，感受不同的風格，探索詮釋與表現的方法。 

4.演唱福佬、客家與原住民歌曲，感受本土歌謠之美。 

5.欣賞與演唱各族群民歌，探索民歌與人們生活文化的關係。 

6.認識自然民歌與創作民歌。 

7.了解慶典的文化與藝術內涵。 

8.欣賞與展現廟會的特殊人物、活動與現象。 

9.表現對自然的感覺與印象。 

10.愛護自然環境，感受自然之美。 

教材來源 康軒五下教材及部分自編 

 

週

次 
日期 

單元 

名稱 

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1

至
5 

2/13- 
3/19 

管 
弦 
樂 
說 
故 
事 
/ 
彼 
得 
與 

5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

劃、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

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欣賞管弦樂曲《彼得與狼》。 

1.認識管弦樂團。 

2.了解管弦樂團的組成。 

3.分辨《彼得與狼》中的樂器該屬於四

大類哪一類。 

4.演唱〈歡樂歌〉。 

5.認識漸強、漸弱力度記號，並詮釋歌

曲。 

6.習唱〈快樂的向前走〉。 

7.認識 22 拍號 

 

【活動一】欣賞管弦樂曲《彼得

與狼》 

1.說明《彼得與狼》的故事與作

曲背景。 

2.播放由管弦樂團演奏的《彼得

與狼》教學影片，學生安靜聆

賞音樂及旁白解說。 

3.全班分組，分別代表彼得、小

鳥、鴨子、貓、大野狼、爺

爺、獵人與槍聲等七種角

色。教師用鋼琴彈奏(或播放

各種角色的主題音樂)，學生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

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

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1.觀察 

2.學生互評 

3.互相討論 

4.教師評量 

 

2/13 開學課

輔班、攜手

班、才藝班

開課 

2/18 補上班

(補 2/27) 

2/27 調整放
假 

2/28 和平紀
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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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單元 

名稱 

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狼 聽辨樂器的音色，模仿角色

的動作回應。 

【活動二】認識管弦樂團 1.介紹

《彼得與狼》各角色所代表的樂

器：⑴弦樂四重奏：彼得。⑵

長笛：小鳥。⑶雙簧管：鴨

子。⑷單簧管低音區的斷奏：

貓。⑸低音管：爺爺。⑹三支

法國號：大野狼。⑺定音鼓和

大鼓：獵人槍枝的射擊聲。 

2 認識管弦樂團。由管樂器、弦

樂器、擊樂器組成之樂團，稱

之為「管弦樂團」，或「交響樂

團」。其中管樂器又分成「木管

樂器、銅管樂器」兩類。 

【活動三】習唱〈歡樂歌〉〈歡

樂歌〉〈快樂的向前走〉 

1.帶領學生拍念歌曲最後兩小節

歌詞，指譜安靜聆聽。 

2.發聲練習 

3.討論歌曲調號、拍號、節奏

型，找出曲調、節奏相似的樂

句。 

4.拍念節奏：隨歌曲拍念節奏。 

5.認識漸強、漸弱記號。 

6.感受強弱：反覆聆聽歌曲第

一、二樂句，引導學生注意曲

調的強弱變化。 

7.邊聆聽歌曲邊拍手或踏步，感

覺二拍子律動。 

8.進行二部合唱時，需仔細聆聽

別人歌聲，調整自己音色。 

9.認識 22 拍號：先複習 24、

34、44 等拍號，再解釋 22 拍子

意義。 

10.習唱歌詞：全班隨琴聲習唱

歌詞，或師生輪流以兩小節逐

句對唱的方式，反覆練習。 

習唱 

 
 

 

3/4 學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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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單元 

名稱 

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6

至
7 

3/20- 
4/2 

管 
弦 
樂 
說 
故 
事 
/ 
熱 
鬧 
的 
市 
集 

2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

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

合作的藝術作品。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

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1.習唱〈鳳陽花鼓〉。 

2.認識三連音、八分休止符。 

3.探索歌曲的表情與詮釋的方法。 

4.欣賞管弦樂團演奏《波斯市場》。 

5.能哼唱各段音樂的主題曲調，並表演

音樂情境。 

【活動一】習唱〈鳳陽花鼓〉 

1.師生共同討論歌曲的調號、拍

號速度及節奏型。 

2.隨琴聲習唱歌詞，並提示要順

暢的換氣，輕快唱出〈鳳陽花

鼓〉的曲趣。 

3.隨歌曲以拍膝、拍手、拍手的

動作，表現三拍子的律動。 

4.與八分音符時值相同的休止符

叫做八分休止符。 

5.三連音在一拍中平均唱奏三個

音。 

【活動二】音樂欣賞《波斯市場》 

1.發表每段樂曲描繪的情境及感

受。 

2.全班分成四組，分別代表管弦

樂團中的弦樂器、木管樂器、

銅管樂器、敲擊樂器，教師播

放《波斯市場》樂曲時，引導各

組仔細聆聽，並在黑板上寫出

屬於各組類別的樂器。 

2.分五組，分別代表樂曲中駱駝

商隊、乞丐、公主、魔術師與

玩蛇者、酋長等六種角色，依

各段樂曲、速度，輪流出列表

演，表現樂曲的情境。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

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

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1.動態評量 

2.學生互評 

3.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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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單元 

名稱 

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8

至
9 

4/03 至 

4/14 

管 
弦 
樂 
說 
故 
事 
/ 
笛 
聲 
飛 
揚 

2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

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直笛演奏《波斯市場》中〈乞丐的叫

聲〉、〈美麗的公主〉兩段主題曲調。 

【活動一】直笛演奏《波斯市場》 

1.教師在黑板分別呈現《波斯市

場》B、C兩段主題曲調的基本節

奏型，並引導學生拍念。 

2.全班分數組，輪流吹奏兩段曲

調。 

3.指導學生吹奏B段曲調，用有

精神的進行曲速度演奏，C段曲

調則用溫柔而圓滑的表情來吹

奏，讓B、C二段曲調形成對

比。 

 1.動態評量 

2.學生互評 

3.教師評量 

 

10

至
14 

4/17- 
5/21 

我 
的 
家 
鄉 
我 
的 
歌 
/ 
寶 
島 
風 
情 

5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

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3-3-11 以正確的觀念和態度，欣賞各類

型的藝術展演活動。 

1.演唱閩南語民歌〈丟丟銅仔〉。 

2.演唱客家民歌〈撐船調〉。 

3.認識臺灣民歌。 

4.欣賞〈高山青〉。 

5.欣賞〈阿里山之歌變奏曲〉。 

 

【活動一】習唱〈丟丟銅仔〉 

1.引導學生指譜靜聆聽，或隨歌

曲輕擺肢體，感受二拍子的律

動。 

2.隨琴指譜視唱曲調，注意節奏

和音程的準確反覆練習，注意

換氣的地方。 

3.習念歌詞：依歌曲節奏習念閩

南語歌詞(注意咬字清晰及句尾

押ㄡ、ㄞ、ㄛ韻的正確發音和

收尾音)。 

4.習唱歌詞：全班隨琴聲習唱歌

詞，或輪流以一句對唱的方

式，反覆練習。 

5.分組表演 

⑴全班分數組，每一組自由分

數人，輪流使用所選用的樂器

或創作的節奏，為歌曲伴奏。

⑵師生互評 

【活動二】習唱〈撐船調〉 

1.引導學生指譜安靜聆聽，或隨

歌曲輕擺肢體，感覺二拍子的

律動。 

【活動三】欣賞〈高山青〉及〈阿

里山之歌變奏曲〉 

1.〈高山青〉是臺灣家喻戶曉的

歌曲，早年是第一部國語劇情

電影「阿里山風雲」的主題曲。 

2.引導學生隨音樂以踏足拍手，

踏拍出強弱拍。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族群的傳統與

文化。 

1.動態評量 

2.學生互評 

3 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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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單元 

名稱 

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15

至
16 

5/22- 
6/04 

我 
的 
家 
鄉 
我 
的 
歌 
/ 
童 
年 
的 
回 
憶 

2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演唱民歌〈外婆的澎湖灣〉。 

2.認識校園民歌。 

3.演唱〈我們都是一家人〉。 

4.認識原住民音樂風格與舞步。 

【活動一】習唱〈外婆的澎湖灣〉 

1.以〈外婆的澎湖灣〉第 33 至 36

小節為發聲譜例，以半音逐次

往上或往下移調練習。 

2.視唱曲譜：引導學生隨琴指譜

視唱曲調，注意節奏和音程的

準確。 

3.討論詞意並簡介歌曲背景：共

同討論歌詞意涵，引導學生自

由發揮。 

4.隨琴聲習唱歌詞，並反覆練

習。 

5.介紹「校園民歌」。 

【活動二】習唱〈我們都是一家

人〉 

1.以〈我們都是一家人〉第 7 至

8 小節半音逐次往上或往下移調

練習。 

2.討論歌曲的調號、拍號、節奏

型、速度、換氣的位置、連結

線及圓滑線等記號。 

3.全班隨琴聲習唱歌詞以兩小節

逐句對唱的方式，反覆練習至

熟練。 

4.用原住民共同舞步以同心圓表

現。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

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

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家政教育】 

3-3-1 認識臺灣多元族群的傳統與

文化。 

1.學生互評 

2.教師考評 

3.口頭詢問 

4.動態評量 

 

 

  

我 
的 
家 
鄉 
我 
的 
歌 

1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直笛二部合奏〈秋蟬〉 【活動一】直笛習奏〈秋蟬〉 

1.複習直笛運舌、運氣及運指的

方法。 

2.引導全班學生練習吹奏〈秋蟬〉

曲調，個別反覆練習至熟練。 

3.引導學生隨教學CD或隨教師

彈琴哼唱〈秋蟬〉歌詞。 

4.以直笛練習吹奏一、二部的曲

 1.觀察 

2.操作 

3.自陳法 

4.教師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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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單元 

名稱 

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 
笛 
聲 
飛 
揚 

調。 

5.全班自由分數組，進行分組練

習，熟練後再輪流上臺表演。 

18

至
20 

6/12- 
6/30 

自 
然 
之 
美 
 

3 1-3-1 探索各種不同的藝術創作方式，

表現創作的想像力。 

1-3-2 構思藝術創作的主題與內容，選

擇適當的媒體、技法，完成有規劃、

有感情及思想的創作。 

1-3-3 嘗試以藝術創作的技法、形式，

表現個人的想法和情感。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

合作的藝術作品。 

2-3-10 參與藝文活動，記錄、比較不同

文化所呈現的特色及文化背景。 

 

1.演唱〈風鈴草〉。 

2.一段式曲調創作。 

3.創作發表與欣賞。 

4.演唱〈夏天裡過海洋〉。 

5.直笛二部合奏〈美的旋律〉。 

6.欣賞〈降 E 大調第二號夜曲〉。 

7.認識夜曲。 

8.認識蕭邦。 

【活動一】神話的起源 

1.由於遠古時代的人們對於大自

然的敬畏，因此將自然現象人

性化及神明化，用神話來解釋

大自然的各種現象。 

2.發表與分享所蒐集到的神話故

事。 

【活動二】分組討論與創作神話

故事 

1.將學生分組，每組 4∼6 人。 

2.給予學生題目，題目內容可以

是解釋自然現象的。 

3.神話故事發表：(1)各組依序上

臺發表。(2)發表時可以指派代

表上臺或是整組上臺，如能將

故事「演」出來則更佳。 

4.分享與討論：(1)根據各組的創

作故事，你覺得哪一組比較

好？為什麼？(2)發表你對於神

話故事的想法。 

【活動三】表演藝術的起源 

1.表演的起源多與儀式相關，原

始儀典中，音樂、舞蹈、化

妝、面具服裝等都是不可或缺

的，這些亦是形成戲劇的重要

元素。 

2.主持儀典的祭司，在儀式的進

行中，往往穿戴特殊的服飾，

運用不同的聲調，身體動作也

都異於平時，極富象徵意義。

祭司與群眾之間的對立狀態，

漸漸形成了「行動區」與「觀眾

席」的明顯分界。這就是劇場的

雛型，有表演者與觀眾，壁壘

【環境教育】 

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自然，以

創作文章、美勞、音樂、戲劇表

演等形式表現自然環境之美與對

環境的關懷。 

1.動態評量 

2.教師評量 

3.學生互評 

4.互相討論 

 



7 
 

週

次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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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數 
對應能力指標 學習目標 教學重點 融入議題 評量方式 備註 

分明。等到人類民智開化，能

夠從儀典中把戲劇元素自宗教

活動中獨立出來，就形成了今

天的戲劇表演。 

3.各國特殊祭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