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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自然之聲：戶外教育與聲景探索      教案格式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音樂科 設計者 張宸瑀、羅偉銘 

實施年級 高中一年級 總節次 共_6_節，_4_週 

單元名稱 自然之聲：戶外教育與聲景探索 

設計理念 
 

    本教案旨在透過環境中的「聲景」與「戶外教育」，培養學生與自然互動與感受
的學習經驗。自然環境是最豐富的教室之一，透過戶外教育中真實情境的體驗，讓學
生能夠聆聽及觀察，創造有意義的學習機會，並營造萬物可為師、處處可學習的學習
氣氛，同時也能喚起學習的渴望和喜悅，增進求真、友善、美感的多元學習價值。 
    在此教案中，透過實地考察和錄音技巧的學習，希望學生能夠運用「數位科
技」，來掌握基礎的音樂錄音與創作技巧，並透過其創作表達對自然聲音的感受。同
時，透過團隊合作、分享和討論，讓學生能彼此交流與學習，共同探索山野、自然聲
景帶來的無窮魅力。 
    本教案不僅讓學生深入了解聲音在大自然中的重要性，也將戶外教育的精神融入
其中。在分組合作過程中，透過異質性分組，讓每位學生能從聲景錄製、創意發想、
剪輯、創作理念撰寫、上台分享等不同面向發揮所長，以達差異化學習。期許能讓學
生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感受學習的樂趣，同時培養其對環境的關愛和保護意識。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
現 

⚫ 音才Ⅴ-P2 運用專長樂器
及科技媒體，整合多元的
音樂相關理論，培養創作
的能力。 核

心 
素
養 

⚫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
反省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
度與作為因應新的情境或問
題。 

⚫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
訊與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
媒體識讀與批判，並能反思
科技、資訊與媒體倫理的議
題。 

⚫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
係，並展現包容異己、溝通
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行
動。 

學習內
容 

⚫ 音才Ⅴ-P2-1 與同儕合作
的簡易跨領域創作或改
編。 

⚫ 音才Ⅴ-P2-2 結合專長樂
器或科技媒材的藝術創作
或改編。 

呼
應
之
數
位
素
養 

□數位安全、法規、倫理。 

□數位技能與資料處理。 
□數位溝通、合作與問題解決。 
□數位內容視讀與創作。 
（請參考數位教學指引3.0版） 

議題 
融入 

實質內
涵 

戶外教育─有意義的學習 

所融入
之學習
重點 

⚫ 戶 U1 善用環境議題，實地到戶外及校外考察，認識臺灣環境並參
訪自然及文化資產，如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及國家森林公園等。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自然領域─自然環境、生態多樣性 

教材來源 
1. 樂學版高中音樂課本第十一章 
2.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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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備/資源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Garage band音樂編曲軟體 

學習目標 

1. 能強化與自然環境的連接感，養成友善環境的態度。 

2. 能發展社會覺知與互動的技能，培養尊重與關懷他人的情操。 

3. 能擁有開放的視野，並涵養健康的身心。 

4. 能認識基礎的音樂創作與剪輯技巧，完成聲景作品的錄製與呈現。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間 備註(評量) 

【第一節課：聲景的概念】 

單元目標：讓學生了解「聲景」的概念，以及自然聲音對生態

環境的重要性。 

 

一、引起動機 

1. 教師設計 kahoot 遊戲，讓同學們進行大自然中各式各樣聲

音的搶答活動（例如：貓頭鷹、鳥叫、海浪、水聲等），讓

學生猜測此為何種聲響。 

 

二、發展活動 

1. 教師介紹「聲景」的概念：由1960年代麥可‧索斯沃斯提

出，指的是「人類感知的聲音環境」，1970年代作曲家默

里‧謝弗則首先提出「聲景」一詞，根據聲音來源的不

同，分為「歷史音」、「文化音」、「社會音」與「自然音」，

而本單元課程著重於「自然音」的部分（例如：風聲、鳥

鳴、蟲鳴、樹葉聲、水聲等）。 

2. 教師介紹「聲音地圖」（Sound Map）與「聲音環境資料庫」

（Sound Data Projects）等各種形式來進行聲音的展演與

保存，並分享范欽慧成立的「臺灣聲景協會」。 

3. 教師播放以聲景概念進行創作的曲目：吳金黛〈森林狂想

曲〉、陳建年〈海洋〉、張艾嘉與李宗盛〈愛情有什麼道

理〉，詢問同學們在音樂中聽到了哪些聲景的運用，以及聆

聽的感受（填寫附錄一學習單）。 

4. 教師說明透過這些歌曲來傳達對於環境問題的覺知與環境

行動的產生，此議題也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

的重要議題之一。 

 

三、總結活動 

1. 複習本堂課中所提出的「聲景」概念，並預告之後的課堂

將會讓學生實際進行錄製。 

2. 請同學上網查詢，以范欽慧擔任計畫主持人的「臺灣聲音

保留計畫」的自然聲音地圖，來查詢生活周遭的聲景地

點，有哪些物種、自然環境的聲響，於下堂課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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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聲景錄製與剪輯技巧】 

單元目標：教導學生如何使用錄音設備捕捉聲音，並掌握基本

的聲音編輯、剪輯與編曲技巧。 

 

一、引起動機 

1. 詢問同學以臺灣自然聲音地圖查詢的結果，請自願的同學

（或教師抽籤）上台分享。 

2. 教師給予回饋，並提出我們身邊其實有各式各樣的聲音，

只是時常沒有留意與覺察，而本單元就是要強化大家對於

自然環境的連接感。 

 

二、發展活動 

1. 每人發下平板，並開啟 garage band 音樂編輯軟體（若非

ios系統，可改用北流雲取樣機）。 

2. 教師複習先前教過的基本操作功能：錄音、音軌選擇、剪

輯、複製、貼上、音色與效果器。並分享編曲時可使用的

創作技巧：反覆、模進（聲音調頻）、變形（波形反轉）、

融合其他旋律、音色及效果器等（北流雲主要為效果器的

運用）。此外，解釋錄音技巧，包含選擇錄音/收音的角

度，及聆聽自己錄製的聲音，選擇最佳且最清晰的成品。 

3. 同學們進行分組，練習在校園內的三個地點，錄製三個聲

景，並放置於三個音軌中。 

 

三、總結活動 

1. 宣布本週回家作業：利用在校園內錄製的三個聲景，進行

初步的剪輯與編創，以小組為單位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2. 教師預告下週要實際到戶外做聲景錄製，以學校鄰近的象

山為山野調查的地點，請同學們分組錄製五個不同的聲

景，完成簡易的編創，並說明評分規準（如附錄二）。 

3. 教師給予行前的叮嚀：提醒戶外教育過程中可能出現或是

潛在的危險，分別就「環境」、「設備」、「人員」部分給予

行前說明（參安全風險管理機制的說明），並提醒同學們攜

帶相關的設備，並遵守團體公約。 

 

【第三、四節課：走訪象山、聲景錄製】 

1. 同學們於象山登山口集合，再次叮嚀學生戶外訪查時的安

全，並提醒集合時間與成果需要的錄製內容。 

2. 給予60分鐘時間，各組可在登山口到六巨石之間（單程登

山時間約15-20分鐘），尋找適合的聲景錄製地點，完成五

個不同的聲景錄製。 

3. 集合，返回學校，並宣布本週作業為完成此聲景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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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六節：聲景分享與評論】 

單元目標：讓各組學生分享他們創作的聲景作品，增強對自然

聲音的理解和欣賞。 

 

一、引起動機 

1. 以即時反饋系統 Slido文字雲進行上週戶外訪查回顧，請同

學輸入數個訪查時印象深刻的場景。 

2. 教師給予回饋，以照片形式呈現同學上週所行經路段，並

請同學分享所聆聽到的自然之聲 

 

二、發展活動 

1. 各組分享作品，講解所錄製的聲音、創作理念、使用的剪

輯手法（音軌疊加、順序編排、拼貼與效果器）等，進行

成果播放。 

2. 以小組為單位，各組派一位同學進行作品的提問或評論，

以促進彼此間的學習和交流。 

3. 教師進行同學問題的總結，並提供作品呈現之建議。 

 

三、總結活動 

1. 針對同學與老師的回饋，各組可再次進行作品的調整與修

正，並以小組為單位上傳至 google classroom。 

2. 教師對此六節課進行總結：透過聲景的採集，可以注意到

平時在日常生活中的各式聲音，透過創作，可以表達對環

境的關愛和保護意識。藉由此課程中的小組討論與剪輯實

作，讓大家對於音樂元素與音樂觀點有所交流，也提升大

家在完成作品的問題解決能力。更重要的是，鼓勵大家去

反思：自然聲音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保護自然

環境中的聲音，更鼓勵大家能自主去完成更多的戶外聲景

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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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省思： 
 
本教案以戶外教育的自然聲景為主軸，結合數位科技音樂的教學，強調「實作活動」，因此受
到學生的喜愛與期待。在教學方案實踐時要特別注意的是，在讓學生到戶外活動時，要特別
提醒學生留意素材的多樣性，不要只顧著玩、草草錄製了事，到最後製作成果時沒有足夠的
素材可以使用；而教學時也可多從「音樂與聆聽」的本質去思考，以符合音樂課堂的精神。 
此外，在安全的部分也必須要留意可能出現或是潛在的危險：以下分為「環境」、「設備」、
「人員」等不同的向度來說明： 
1. 環境：以天氣為例，若下雨或氣溫驟降，則可能產生淋濕、寒冷造成學生的失溫狀況，

夏天則可能因天氣炎熱造成學生中暑。因此本教案的實施季節宜於春、秋季的晴朗天
氣，若要於夏、冬季來進行的話，則分別需準備冰涼毛巾、防寒衣等相關的物品，並攜
帶相關的藥物；此外，在山野教育中，需特別考量邊坡的爛泥與濕滑的地面，除叮嚀學
生進入山野時要小心之外，也要提醒學生穿著防滑的鞋子，並且勿推擠，踩好站穩再前
行。 

2. 設備：在環境所產生的危險風險影響中，可以透過設備的補強，來作為風險產生的控制
策略。例如攜帶輕便的雨具、雨衣等，以防臨時天氣的變化；穿著可以具有抓地力的鞋
子，甚至攜帶護具，也可以攜帶登山杖，來保護自身的安全。 

3. 人員：每位學生的性別、體能、經驗等會影響戶外教育活動的風險，因此可以在行前建
議時給予學生檢視自己身體狀況的行前說明、緊急狀況處理的教學，並提醒時時注意身
體狀況，適時補充水分、營養品，並請同學們互相照應。此外，在實際進入山野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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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也可以先適時給予行前的體能訓練，以便讓學生增強體力。 
(以上三個向度為─臺灣師範大學謝智謀教授自國外引進的「風險評估與管理矩陣」之概念，
原文出處：https://reurl.cc/L5bxL7)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樂學版高中音樂課本第十一章 
註：本教案曾獲112年度高級中等學校戶外教育計畫徵選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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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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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聲景錄製與呈現）評分規準 

 

指導語： 

請以課堂上所練習的「校園聲景錄製」為範例，分組前往象山路徑，進行聲景錄製的

專案。需在不同的地點錄製五個獨特的校園聲景，並使用這些聲音來進行音樂剪輯。

此外，您將介紹您的創作理念，描述您錄製的自然之聲，以及說明您在音樂剪輯中的

聲音編排方式。 

規範： 

選取的音樂或錄製的聲景，音檔內容須能清晰呈現，且包含五個不同的聲景，以及兩

種以上音檔剪輯手法，音檔總長度至少需達60秒鐘以上，選取音樂的內容必須與創作

理念撰寫的主題契合。 

 

說明/等級 A B C D E 

音檔取材、

錄製與契合

度 

符合以下指

導語的標準

五項。 

符合以下指

導語的標準

四項。 

符合以下指

導語的標準

三項。 

符合以下指

導語的標準

兩項。 

未達 D級 

符合指導語的規定： 

1. 錄製音檔內容清晰呈現。 

2. 音檔剪輯包含兩種以上手法（例如音軌疊加、順序編排、拼貼

與效果器）。 

3. 音檔內容與創作理念撰寫主題契合。 

4. 錄製內容包含五個不同的聲景。 

5. 音檔總長度達60秒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