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威尼斯－「淡水」美的巡禮

一、 設計理念

(一)單元的設計緣起、背景、意涵與重要性。

過往音樂教學較著重於專業認知與技能層面的訓練，少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使得學習過程

缺乏內化的感動，以至於人文藝術難以根植於心。九年一貫教育改革強調多元、彈性，發展本位課

程並與學生生活經驗相結合；藝術與人文教育目標除藝術知能外更強調情面的轉化及人文涵養；加

上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劃」，為了提升資訊教育品質，使資訊融入各學科與網路

教育的實施成新興教學的趨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者嘗試以本土人文關懷為出發點，藉由歷史和文化觀點提供更廣闊的理解

方式去認識淡水的人文與藝術及相關音樂作品，引導學生們理解時代文化背景，能嘗試去解釋是何

種文化內涵孕育出這樣的藝術與人文，並思考在時代遷移下，呈現出何種變化。同時鼓勵學生從時

代的歷史背景，從本土性、地域性擴大至世界全球的脈動來解讀音樂作品，使學生發展以歷史文化

觀點看待音樂，了解不同時代、不同地方音樂的作用、功能、目標與價值。

此一教學主題包含音樂、美術（建築）、地理、歷史之統整教學，藉由教學之同時，幫助學生

對於社區之人文情懷有所了解、並進一步啟發對社會的關懷、最終開拓國際視野。

(二)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起始行為或先備知識）。

未列出

(三)核心素養的展現(如知識、情意、能力的整合，學習情境與脈絡、學習歷程與方法、實踐力行的

表現)。

以「淡水」為主題，從歷史定位的認識、與學校的地緣關係探討、相關歷史人物與不同族群間

的文化交互作用，到樂曲賞析、曲式調式分析與創作、演唱演奏，加上資訊融入的統整與增色，最

後呈現富有在地關懷的演出。

(四)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的規劃。

本課程強調對在地與外來文化間的交互作用，對音樂的影響導致臺灣早期呈現多元的音樂風

貌，透過多元文化教育的融入，與歷史課程跨域結合，於歷史課程中了解淡水的歷史定位與馬偕醫

生對當地的文化貢獻，再於藝術音樂課程中，認識淡水相關樂曲與音樂家，體驗不同種族在樂曲、

歌詞方面所呈現出的不同風貌。

(五)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本教材適合課堂中使用及作為課後輔助教材與習作，主要特色包含

1. 透過影音多媒體呈現的 flash，運用活潑生動且輕鬆的方式，讓學生認識淡水的相關文化，並設

計人機互動的功能，加深認知上的理解，並可於課後進行複習與音樂賞析。

2. 比較平埔族音樂與現代流行音樂之差別，欣賞傳統藝術之美。

3. 藉由習唱《拿阿美之歌（月夜愁）》與《淡水暮色》，欣賞音樂與歌詞所傳達的意境，也嘗試實

際參與，並對本土語言、人文社會有進一步了解，發揚傳統文化。

4. 為適應個別差異，可置於教師網站上，提供學生下載使用。

二、 單元架構 「淡水」美的巡禮

樂曲賞析-拿阿美之歌/淡水暮色

即興創作-五聲音階

演奏演唱

在地歷史人物-馬偕醫生

文化族群互動與影響

地理定位與建築美學

虛實結合情境演出

音樂 數位 在地 歷史



三、 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地理/歷史 設計者 饒桂香/楊重任

實施年級 七年級 總節數 共_2節，100 分鐘

單元名稱 東方威尼斯-「淡水」美的巡禮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音 1-Ⅳ-1 能理解音樂符號

並回應指揮，進行歌唱及

演奏，展現音樂美感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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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運用科技媒體

蒐集藝文資訊或聆賞音

樂，以培養自主學習音樂

的興趣與發展。
核心

素養

●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藝-J-C3 理解在地及全球藝術與

文化的多元與差異。

學習內容

● 音 E-Ⅳ-4 音樂元素，如：

音色、調式、和聲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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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多元文化教育：認識文化的豐富與多樣性。

實質內涵

●我族文化的認同：中小學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動，在於讓學生透過文化

學習，了解自己的歷史、傳統及生活方式，了解我族文化、珍惜我族

文化，樂於宣揚我族的文化，並進而能對我族文化進行創新、批判或

傳承。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連結 ●歷史：知曉淡水發展的文化背景

●地理：了解淡水過去在地理上與歷史上的特殊定位

教材來源 ●未列出

學習目標

1. 能透過對淡水馬偕醫院的討論，以探究樂曲《拿阿美之歌》與《淡水暮色》創作背景與社會

文化的關聯及其意義，表達多元觀點。

2. 能理解樂曲《拿阿美之歌》的曲式，及其使用的中國五聲音階調式，進行歌唱及演奏，展現

音樂美感意識。

3. 能運用科技媒體蒐集馬偕博士對早期臺灣音樂的影響與貢獻，關懷在地人文(建築與宗教)，

以培養自主學習音樂的興趣與發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 第一節

● 引導動機(5 分鐘)

1. 教師提問：請試著描述你對淡水的印象。

2. 引導學生討論分享，從台北到淡水的距離

(捷運)衍生到加拿大到臺灣的距離(海運空

運)。

3. 引導學生觀察與反思，說出自己家(學校)

的分界與淡水之地界。

● 發展活動(20 分鐘)

1. 請學生使用平板蒐集與淡水相關之地理歷

史資訊。

甲、為什麼淡水的地理位置(滬尾)使其在

臺灣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乙、臺灣的地理位置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嗎？

丙、對臺北捷運的搭乘體驗為何？

丁、若你和家人或同學利用周末從學校出

發去淡水玩，要如何規劃搭乘路線

(詳列站名與路線)？

戊、若是從木柵動物園出發該如何規劃搭

乘路線(詳列站名與路線)？

己、我們常聽到馬偕醫院的「馬偕」是指

什麼？

庚、馬偕博士對原住民的影響為何？

辛、馬偕博士對臺灣音樂的影響為何？

● 綜合活動(25 分鐘)

1. 教師教唱原住民歌曲《拿阿美之歌》。

2. 引導學生觀察樂曲的曲式及使用的調式，

並嘗試以五聲音階進行簡單即興創作。

3. 引導學生進行不同版本的聆聽與比較，探

究樂曲的歌詞、風格與當時歷史情境之相

互關係，並能說出自己的看法。

● 學習單

● 實作評量：

學生能演唱

歌曲，了解

其創作曲式

及調式，並

進行簡單即

興創作。

● 口頭評量：

學生能說出

不同版本與

其時代背景

下文化間的

關係，表達

多元觀點

● 從在地地理認識拓展到國際

觀：了解臺北與淡水的關

係，以及臺灣與加拿大的關

係。

● 教師可延伸引導學生探討現

今流行音樂與文化間交互作

用的關係。

● 第二節

● 引導動機(5 分鐘)

1. 教師引導學生複習馬偕博士對臺灣音樂的

影響。

2. 請學生分享生活中是否也有體驗過受到不

同文化影響的音樂風格。

● 發展活動(20 分鐘)

● 口頭評量：

學生能分享

自身經驗，

表達在地人

文關懷

● 可引導學生從西方音樂、日

韓音樂進行探究，再帶入閩

語歌曲介紹。



1. 聆聽歌曲《淡水暮色》，引導學生賞析歌

詞。

2. 歌曲《淡水暮色》教唱與直笛習奏。

● 綜合活動(25 分鐘)

1. 請學生判斷歌詞中的時空背景，找出與現

代相對應的地理建築。

2. 請學生使用平板搜尋建築場景的照片，為

歌曲演唱演奏製作背景投影片，為歌曲中

淡水的環境作介紹，完成虛實結合的演

出。

● 學習單

● 實作評量：

學生能演唱

演奏樂曲，

並能搜尋照

片為創作虛

擬背景，完

成演出

● 配合歷史地理課程，搜尋淡

水小吃並進行旅遊行程規劃

與推薦；探究淡水建築樣

式，搜尋圖片並進行分類(古

式、新式、混合式)；了解臺

灣的殖民史與音樂文化間的

相互影響；複習至今學過與

臺灣相關的歷史事件。

教學設備/資源：

● 自製投影片、學習單

附錄：

● 一、統整教學學習單

● 二、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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