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 

101年度藝術教育教材教案徵選 

 

活動主題 圖中響樂，劇中相約 學習領域 藝術與人文領域 

教材來源 自編教材 
翰林版藝術與人文五下 

教學年級 國小五年級 

教學設計者 陳盈秀 教學時間 共 14 節課 

設計理念 

 
☆課程設計理念： 

本課程主要以聽覺藝術為課程發展核心，視覺、表演藝術為輔，跳脫以歌唱、

直笛吹奏的傳統音樂課程，有肢體展演、直笛吹奏、樂器合奏、歌曲傳唱、影片

賞析、圖畫聲響創作、團體戲劇演出。融入柯大宜音樂教學法之教學理念，採活

動中的多聆聽，熟悉音樂後做深層的音樂教學活動，堆疊累進式的教學，一步一

步將每個音樂學習概念不斷地深化。 
主題概念則由翰林版藝術與人文五下教材，欣賞曲目：魔法師的弟子、野玫

瑰，發想出不同的音樂概念教學。 
《魔法師的弟子》從肢體的動覺感應主題旋律，即興改編故事內容，辨別故

事情節的樂器音色表現、音畫繪製，使學生對音樂有更具體且深刻的印象。 
因電影「海角七號」，而成為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野玫瑰》，教導學生演唱

此曲後，將片段音樂分析，以圖像譜譜寫出音樂編排方式，期望學生瞭解音樂表

現方式的多樣性，進而呈現應用於下一個課程主題中。 
「三個和尚」故事裡，主要希望學生自行探索生活中，簡易的聲響想像與實

作，嘗試聲音的無限可能性，藉由結合簡單的聲響、與圖畫的藝術音樂圖像創作，

紀錄、表現與傳達音樂創作想法，且從中習得音樂劇編排過程聲響如何搭配的演

出方式。 
最後展演音樂劇「三個和尚」過程中，融入肢體表現的動覺表演藝術，做出

整合性的表演，達到認知與表現的結合，期待學生透過與同儕間共同努力、分享、

創作，在完成表演作品的喜悅後，了解合作的重要，養成互助的態度與觀念，進

而，希冀學生們體驗音樂創作，培養多元能力，提升學生在藝術欣賞與音樂創作、

戲劇表演的興趣和能力，達到藝術教育的最高境界。 
 
☆音樂能力與課程學習內容： 

五年級孩童正處於 Piaget 認知發展階段理論中，介於具體運思期與形式運思

期之間，因此在音樂能力發展上，已能將音樂的曲調、節奏輪廓，樂曲中的不同

要素，做欣賞與分析，且慢慢培養認知不同文化、音樂風格的能力（林佩珍，

2008）。Bruner 的表徵系統論雖然沒有用年齡分界，但五年級學生已具備從動作



表徵期進入圖像、符號表徵期的行為特徵，也就是能選擇適合的圖形、自己發展

出圖形，或是藉助想像來描述所聽到的音樂，以及自己創造圖形、符號將其組織

音樂的意念記錄下來（林佩珍，2008）。因此，依據其理論設計本課程之內容，

主要賞析中、西方之兩大音樂作品，藉由圖像描繪及戲劇演出，達到學習成效。 
五年級之課程音樂學習內容，則主要依據 82 年課綱以及新課程綱要的內容

規定編寫而成，如：1.樂理部分：F大調音階、Bb

 

音的認識；2.音樂知識：認識作

曲家、圖像譜的紀錄；3.歌唱部分：強調演唱技能、呼吸、頭聲發聲、齊唱曲和

二部輪唱曲的加強；4.音樂創作：運用五聲音階創作簡短旋律、改編歌詞；5.節
奏樂器、直笛的合奏練習；6.音樂欣賞：聆賞不同的演唱版本、分辨不同樂器音

色等。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先備經驗： 
1.學生已欣賞過相關動畫、圖片，對圖畫、繪畫風格有初步的概念。 
2.經過四、五年級音樂教學，已擁有基本歌唱、直笛吹奏能力。 
3.五上音樂教學，已介紹過東方、西方樂器、天然樂器、自製樂器。 
4.上過基礎肢體律動課程，具備表演能力。 

教學方法 

1.問答法：透過教師提問音樂相關問題，引發學生思考，激發創意想法。 

2.發表法：學生在課堂的參與與小組討論中，發表個人想法，提出意見與分享，

彼此互相觀摩學習，並學習欣賞與採納他人的不同創意想法。 

3.講述法：由教師解說樂理知識、音樂欣賞、聲響創作方法，讓學生理解課程內

容。 

4.啟發法：由學生生活經驗中的聲響聆聽出發，教師給予學生引導和啟發，加深

印象。 

5.實例法：教師提出許多音樂實例作品範本，及肢體展演的示範演出，供學生創

作參考。 

6.小組討論法：小組成員彼此分享創作想法、互相討論、交換建議，在溝通中培

養學生思考與批判能力。 

教學資源 

1.自製教材：power point 簡報、學習單 
2.其他教材：空白 A4 紙、單槍投影機、實物投影機、電腦輔助、數位相機、攝

影機。 

3.樂器：三角鐵、木魚、高低木魚、響板、沙鈴、鈸、鑼、堂鼓、鈴鼓、手搖鈴、

直笛。 
4.道具：報紙、紙袋、鐵盒、雨傘、棍子、課本、鉛筆盒、鉛筆、塑膠袋、石頭、

玻璃紙。 

能力指標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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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2-3-8  使用適當的視覺、聽覺、動覺藝術用語，說明自己和他人作品的特徵和

價值。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審美經驗與見解。 



課程架構圖： 

    主題               單元    時間    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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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肢體律動，感應《魔法師的弟子》掃帚

主題的音樂節拍。 
2.欣賞動畫《魔法師的弟子》並發表感受，且

分辨《魔法師的弟子》中的樂器音色。 
3.聆聽一段《魔法師的弟子》故事後即興創作

自己的想法。 
4.認識 F 大調音階，且正確吹奏直笛 Bb音。 
5.聯想音樂旋律與圖畫關係，明白音樂在圖畫

的呈現方式。 
6.發揮想像力創作出屬於自己的音畫後，進而

說明自己音畫的創作理念。 

 

1.仔細聆聽《野玫瑰》歌詞內容，並準確地齊唱

《野玫瑰》，且理解歌詞的內涵。 
2.欣賞並比較《野玫瑰》的不同演唱方式。 

3.了解並分析音樂表現的多重形式。 

4.運用圖像譜記錄音樂形式與聲響效果。 

5.認識音樂家舒伯特。 

1.正確齊唱演唱與直笛齊奏歌曲《和尚挑水》，   

進而輪唱與輪奏歌曲《和尚挑水》。 
2.賞析動畫《三個和尚》，並編寫出「三個和尚」

故事大綱。 
3.比較動畫《魔法師的弟子》和《三個和尚》的

音樂與繪畫特色。 
4.依照故事劇情，創作合適的音樂聲響效果，

如：樂器、人聲、口白等，並利用圖像紀錄和

演奏。 
5.運用五聲音階創作簡短旋律，且依曲調創作新

歌詞。 
6.應用適當的規準與音樂術語來自評與互評同

學們的表演。 
 

3節 

2節 

9節 



 

教學活動步驟 評量 
教學資源 

（教學簡報與活動照片） 

單元一、魔法變變變 

學習目標： 

1.透過肢體，感應《魔法師的弟子》掃帚主題的音

樂節拍。 
2.欣賞《魔法師的弟子》並發表感受，且分辨《魔

法師的弟子》中的樂器音色。 
3.聆聽一段《魔法師的弟子》故事後即興創作自己

的想法。 
4.認識F大調音階，且正確吹奏直笛Bb

5.聯想音樂旋律與圖畫關係，明白音樂在圖畫的呈

現方式。 

音。 

6.發揮想像力創作出屬於自己的音畫後，進而說明

自己音畫的創作理念。 

 

【第一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請學生欣賞魔法師的圖片。 

1.教師提問：「說到魔法師會想到什麼？魔法師會有

什麼神奇的法術？」 
學生可能回答：「哈利波特、隱形帽、施展魔法術

等」。 

 

二、肢體律動-體驗掃帚主題旋律 

1.教師準備約 20 條不同長度的塑膠繩圈套。 
2.播放杜卡斯（P.Dukas）《魔法師的弟子》（The 

Sorcerer’s Apprentice）音樂片段「掃帚主題旋律」

部分，老師示範，右手與左手分別提著一條塑膠繩，

塑膠繩的一端由手提著，另一端則踩在腳底下，像

踩高翹一樣，模仿掃帚提水的行進步伐。 
3.全體學生分為三組，排成一列，請學生跟隨著音

樂的節拍，從教室的一邊走到另一邊。各組輪流演

出。 

4.教師可多加表揚行走步伐與音樂節拍最為搭配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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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接龍-《魔法師的弟子》 

1.教師先播放《魔法師的弟子》前半段故事內容，

請學生仔細聆聽。 
2.教師引導學生發揮想像力，全班每一個人都需即

興自編一句與故事後續發展相關之句子，而下一個

人再繼續銜接，繼續完成故事後半段的後續內容。 
3.可將全體學生分為男生組與女生組的 pk 賽，比賽

哪一組講的內容最精彩。 
4.每個人發表完後，教師繼續播放故事後半段內容。 

 

四、樂理認識-F 大調音階 

1. 教師揭示鍵盤圖與空白五線譜紙，複習全音、半

音、升記號、降記號概念。 
2.複習大調音階全音半音的結構關係：全全半全全

全半。 
3.教師說明以 F 音為主音的大調音階，我們稱為 F
大調音階。 
4.F 音出發，檢視鍵盤上的白鍵是否符合大調音階

關係。需在鍵盤上更改第四音的位置，並在五線譜

上的第四音加上降記號。 
4.在鍵盤圖與空白五線譜板上標示出 F 大調音階。 
5.請學生隨著老師的琴聲分別唱出 F 大調音階的首

調唱名以及固定唱名。 
6.請學生在自己的五線譜本上，練習寫出 F 大調音

階的調號。 
 

----------第一節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感應主題旋律 

1.學生圍坐成一個大圓圈，每個人右手放在右隔壁

同學的左手上，左手則放在左隔壁同學的右手下，

連結成一個上下上下的拉手圈圈。 
2.老師播放音樂杜卡斯（P.Dukas）《魔法師的弟子》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掃帚主題旋律，請學生

雙手跟隨著音樂旋律，上下、上下，左右手交替翻

掌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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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片段-辨別片段樂器音色 

1..教師在黑板上放上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單

簧管、低音管、銅管樂器圖片。 
2.請學生簡單講述《魔法師的弟子》的故事情節。 
3.請學生分別聆聽杜卡斯（P.Dukas）《魔法師的弟子》

（The Sorcerer’s Apprentice）的四個主要音樂片段。 
4.教師提問：「樂曲的這個音樂片段中，用了哪一樣

樂器演奏？」 
5.請學生上台選擇出正確的樂器。 
 

三、直笛吹奏-F 大調音階 

1.複習 F 大調音階。 
2.老師示範 F 大調音階直笛的各音指法，請學生一

邊按出正確指法，一邊唱出唱名。 
3.提醒學生直笛Bb

4.留意學生吹奏 F’音時，大拇指的半孔位置需按

好，且在吹奏高音時需較為急促氣流。 

音指法為「0134」，F’音德式

指法為「φ1234」；英式指法為「φ1234 6」。 

5.學生吹奏 F 大調音階，反覆練習至熟練。 
 

----------第二節結束---------- 

 

【第三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影片欣賞 

1.老師導聆學生欣賞迪士尼公司電影《幻想曲》中

的《魔法師的弟子》。 

二、問題討論 

1.教師引導學生思考，討論各段故事劇情中的音樂

特色，如：力度、節奏、速度、樂器、氣氛等，各

種音樂要素在此段故事中的變化為何。 
（1）教師提問：「當故事開始，作曲家用什麼樣創

作方式，來營造這是個魔法世界的氣氛？」 
學生回答：「緩慢詭異安靜、短小的序奏。」 
（2）教師提問：「當米奇使喚掃帚開始提水時，音

樂這時的氣氛如何？」 
（3）教師提問：「當掃帚不斷的提水進屋，整個屋

子快變成大池塘時，音樂在力度、節奏、速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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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上，有什麼變化？」 
教師可再次引導學生思考：「強或弱？快或慢？越來

越和緩、還是越來緊湊？」 
（4）教師提問：「音樂高潮處在哪？」 
2.學生發表聆聽感受。 
3.老師總結。 
 

二、音樂圖畫 

1.再次播放杜卡斯（P.Dukas）的交響詩《魔法師的

弟子》音樂作品。教師可再多引導學生想像故事情

節中的音樂情緒、氣氛的轉換。 
教師提問：「圖畫可如何展現音樂的起伏？」 
2.發下 1/2 的 A4 紙。請學生一邊聆聽《魔法師的弟

子》，一邊用圖畫分別紀錄四段音樂聆聽的感受。 
3.同學們分享彼此的畫作。 

 

----------第三節結束---------- 

 

單元二、玫瑰玫瑰我愛你 

學習目標： 

1.仔細聆聽《野玫瑰》歌詞內容，並準確地齊唱《野

玫瑰》，且理解歌詞的內涵。 
2.欣賞並比較《野玫瑰》的不同演唱方式。 

3.了解並分析音樂表現的多重形式。 

4.運用圖像譜記錄音樂形式。 

5.認識音樂家舒伯特

 

。 

【第四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我是搶答王」 

1.播放歌曲《野玫瑰》演唱 CD 版本，不看課本歌

詞，請小組同學仔細聆聽歌曲，舉手回答出各段的

正確歌詞詞句即可加分，累計每組分數，分數最高

為今日的「最佳搶答組」。 
 

二、欣賞歌曲-《野玫瑰》 

1.教師播放多種演唱版本，請學生從歌唱者的發聲

方法來分辨為哪一種演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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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覺得這個版本演唱的音色優美嗎？ 

（2）歌曲演唱的人聲類別屬於哪一種？ 

□男聲      □女聲      □童聲 

（3）演唱者採用何種唱法？ 

□美聲唱法  □民歌唱法 

（4）你最喜歡哪一個版本？為什麼？ 

2.請學生專心聆聽後，回答出答案。 

3.教師解釋分析與比較演唱版本的不同之處。 

 

三、發聲練習 

1.教師引導學生做放鬆暖身操，如：轉頭、聳肩、

扭腰、甩手等動作。 
2.請學生彈唇，第一次先前兩小節，練習幾次後，

再一次一口氣彈完四小節。 

※彈不起來的同學，可請學生大拇指與食指支撐嘴

角，往嘴唇吹氣。 

 
 
3.兩手的位置放在額頭上，右手像拿著鐵鎚，左手

拿著小釘子，兩手合力釘釘子，請學生的共鳴位置

保持在高位置上。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半音逐次移調往上之高音，往下至中央 D 音。 
4.手像坐雲霄飛車前後搖擺，聲音跟著鬼叫三聲。 
 

四、教唱歌曲-《野玫瑰》 

1.全體學生依節奏朗誦歌詞。 
2.隨琴聲練唱歌詞。 
3.教師教導學生特別注意幾點演唱部分： 
（1） 曲子中的附點音符是否準確演唱出來？ 
（2） 延長記號地方該延長幾拍？ 
（3） 臨時記號的音高是否演唱準確？ 
（4） 歌詞的咬字是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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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樂句的呼吸與換氣地方是否適當？ 
4.熟練歌詞後，引導學生說出這三段歌詞內容的意

義以及所描述的心情表徵。 
 

五、認識音樂家-舒伯特 

1.介紹舒伯特的生平。 
 

----------第四節結束---------- 

 

【第五節課開始】 

一、影片欣賞-《海角七號》片段音樂 

1.教師發下 1/2 的 A4 紙， 
2.請學生仔細聆賞電影《海角七號》裡的最後一段

劇情中的演唱歌曲《野玫瑰》的音樂片段。 

 

二、問題討論 

1.教師提問：「同樣歌曲《野玫瑰》，在《海角七號》

裡面用了哪些方式表現？」引導學生辨認配樂裡的

聲響類別。 
2.請學生發表聆聽感受。 

3.教師分析《野玫瑰》裡此段音樂配樂的表現形式，

如：人聲、電子音樂、口白、樂器聲、自然聲音、

其他聲響。 
 

三、圖像譜繪製 

1.教師教導學生如何繪製圖像譜。 

2.請學生應用圖像紀錄各段音樂的不同表現形式，

並完成圖像。 
 

----------第五節結束---------- 

 

單元三、三個和尚合作力量大 

學習目標： 

1.正確齊唱演唱與直笛齊奏歌曲《和尚挑水》，進而

輪唱與輪奏歌曲《和尚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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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範例圖 

 

 



2.賞析動畫《三個和尚》，並編寫出「三個和尚」故

事大綱。 
3.比較動畫《魔法師的弟子》和《三個和尚》的音

樂與繪畫特色。 
4.依照故事劇情，創作合適的音樂聲響效果，如：

樂器、人聲、口白等，並利用圖像紀錄和演奏。 
5.運用五聲音階創作簡短旋律，且依曲調創作新歌

詞。 
6.應用適當的規準與音樂術語來自評與互評同學們

的表演。 
 

【第六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歌曲演唱《和尚挑水》 

1.將學生分為四組，三組分別敲奏以下頑固伴奏型： 
第一組：用直笛輕敲桌面，奏出ㄎㄡ。 

｜ ∥ 

第二組：口唸阿彌陀佛，唸出以下節奏。 

       ｜      ∥ 

第三組：用兩枝筆互敲，奏出ㄎ一ㄤ的節奏。 

          ｜          ∥ 

第四組：跟老師演唱歌曲。 
前三組一組一組依序加入合奏，最後則配上歌曲《和

尚挑水》拍奏演唱。 
 
2.聆聽歌曲：老師範唱歌曲《和尚挑水》，學生聆聽

曲調旋律。 
3.教師提問：「老師唱了什麼歌詞？」請學生舉手回

答。為提高學生的注意力，教師可多範唱幾次，讓

學生可完全正確回答出。 
4.學生學唱歌曲《和尚挑水》。 
5.教師引導學生試著將歌曲《和尚挑水》的旋律曲

調譜寫在五線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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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笛吹奏-歌曲《和尚挑水》 

1.複習直笛吹奏 F 大調音階。 
2.直笛吹奏歌曲《和尚挑水》。 
3.教師可先示範Bb音與B音的正確與不正確曲調吹

奏，引導學生從聆聽中辨認調性感，且強調Bb

4.吹奏全曲至熟練。 

音的

正確吹奏。另外，教師可多提醒學生直笛吹奏歌曲

時的運舌及運氣以及圓滑奏。 

 

三、聆聽故事-「三個和尚」 

1.教師解說「三個和尚」故事內容。 
 

----------第六節結束---------- 

 

【第七節課開始】 

一、引起動機-歌曲演唱 

1.複習歌曲《和尚挑水》。 
2.全班分為二聲部，練習輪唱。 
3.教師提醒學生要輕聲歌唱，除了唱準自己的聲

部，也要注意聆聽其他聲部，來調整自己的音色、

音量的平衡。 
4.學生程度可以的話，也可增加至三部、四部輪唱。 
 

二、影片欣賞-《三個和尚》 

播放中國動畫影片《三個和尚》，請學生留意故事

的劇情轉折、人物表情，和配合動作出現的聲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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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討論 

1.觀賞後，討論以下問題： 
（1） 故事中的配樂（聽覺部分）和人物動作表情

（視覺部分）互相搭配嗎？ 
（2） 可以哼唱出三個和尚各自代表的主題旋律

嗎？ 
（3） 你印象最深刻故事中哪一部分的聲響效果？ 
（4） 三個和尚故事中，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2.學生發表欣賞感想。 
 

四、比較《魔法師的弟子》與《三個和尚》 

1.請學生仔細回想《魔法師的弟子》與《三個和尚》

影片。 
2.比較《魔法師的弟子》跟《三個和尚》兩個在動

畫的繪畫風格、配樂樂器的使用，以及樂曲氣氛的

不同，有何差別。 
3.請學生討論後，發表想法。 
4.教師總結：《魔法師的弟子》繪畫風格為彩色動

畫；運用（西方管弦）樂器，樂曲氣氛上較為豐富、

磅礡。而《三個和尚》繪畫風格為中國水墨畫；運

用（中國傳統）樂器，樂曲氣氛較為細緻、精巧。

而兩者皆為沒有對白、旁白的動畫卡通。 
----------第七節結束---------- 

 

【第八節課開始】 

一、輪奏歌曲-《和尚挑水》 

1.教師可先將學生分為兩聲部，輪流吹奏歌曲《和

尚挑水》。 
2.兩部輪奏熟悉後，請三位同學到講台前，老師解

說四聲部的輪奏方法，請三位同學與老師一起吹奏

歌曲《和尚挑水》四部輪奏。 
3.將全體學生依照排數，分為四部，輪到開始吹奏

的同學必須起立吹奏，而樂曲吹奏結束則坐下，依

序輪替，如波浪舞彩虹般地重疊交替。 
4.老師複習輪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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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顧《三個和尚》影片 

1.教師帶領學生回顧上次影片內容。 
2.發下學習單「故事情節設計」。 
3.教師解說學習單「故事情節設計」的兩部分：故

事內容、出現聲響。 
＊「故事內容」部分，請學生用簡易的句子寫出故

事大綱。 

＊「出現聲響」則為故事情節中，可能發出的聲響

效果。 
4.學生以四人一組小組討論，完成學習單內容。 
5.上台發表小組討論結果。 
 

----------第八節結束---------- 

 

【第九節課開始】 

一、教學準備-學習單「聲響編排設計表」 

1.教師從上節課學生填寫出的聲響類別，加以整理

與統整，將幾項具代表性的聲響，整理成學習單「聲

響編排設計表」。 
＊「聲響創作」部分為填寫出樂器名稱或人聲或自

製樂器，最後在畫上圖像來紀錄聲響演奏效果。 
 

二、探索聲響-一般樂器 

1.教師準備學生先備經驗中已學習過的樂器種類，

如：直笛、響板、高低木魚、鈴鼓、手搖鈴、鑼、

鈸、堂鼓等。 
2.教師敲打樂器聲響，引發學生的聲響創意思考。 
（1）教師提問：「哪一種樂器聲可用來模仿出故

事裡出現的聲響效果嗎？」 
 
學生可能回答： 

• 木魚聲、三角鐵像下雨的聲音 
• 鑼敲打聲像咆嘯聲、狂風暴雨。 
• 響板像把烏龜翻過來、日出日落的聲音。 
• 鈸聲像石頭丟進水裡的漣漪。 
• 三角鐵可用在菩薩微笑、風吹過樹梢、警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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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鐘。 
• 手搖鈴像是嘩啦啦下雨的聲音、倒水聲。 

 
（2）教師提問：「樂器聲可用什麼樣的圖形或圖

像來記錄表示出來？」 
（3）教師提問：「記錄聲音的圖形符號跟樂器發

出的聲音，有沒有相似或代表性？」 
 
3.每組發下幾樣樂器，學生探索樂器可能發出聲響

及演奏方式，探索聲音的多樣不同可能性。 
4.學生四人一組，小組討論，設計創作出獨一無二

的聲響編排設計表。 
5.分組試奏並上台分享各組聲響效果圖形的內容設

計想法。 
----------第九節結束---------- 

 

【第十節課開始】 

一、教學準備-分享他組同學聲響創作 

1.教師拍下別組同學完成有創意的聲響編排設計表

的照片，分享獨特與特殊之處，供其他組別同學學

習。 
 

二、探索聲響-天然樂器、自製樂器 

1.教師可繼續介紹敲打天然樂器、自製樂器，如：

報紙、塑膠桶、鐵桶、塑膠袋等，產生的不同聲響

效果。 
2.教師提問：「可以用什麼樣的自製樂器聲來模仿

出故事裡出現的聲響效果嗎？」 
學生可能回答：「揉塑膠袋的聲音像麻將聲或咀嚼

聲、敲塑膠桶則像拍肚子的聲音。」 
3.教師可給壆生多一點聲響素材，例如：人聲、電

子音樂、學過的歌曲等等，引發學生更多的想像與

聯想空間，並盡可能將創意回答應用在三個和尚的

聲響設計上。 
4.各組分別練習試奏所創作出來的聲響效果圖，並

修改不適宜的地方。 
5.老師總結，並給予學生評語和改善意見。 

----------第十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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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課開始】 

一、編排音樂劇「三個和尚」 

1.將全班學生分為四大組，各組分別演出 A 段、B
段、C 段、尾聲。 
2.教師解說各組工作分配負責內容，如：演員組、

配音組。 
3.教師指導學生設計音樂劇「三個和尚」的演出流

程圖。可參考之前小組已完成的學習單「故事情節

設計」、「聲響編排設計表」。 
4.教師預先設計一個『音樂劇「三個和尚」的流程

圖』範本作為引導。 
5.學生分組討論出段落的主要五畫面。 
6.小組一起將討論結果紀錄下來，填寫於學習單『音

樂劇「三個和尚」的流程圖』。 
7.教師指導學生在聲響設計上，提醒學生可運用上

個教學單元中，分析過電影《海角七號》歌曲《野

玫瑰》的表現方式，可運用人聲、樂器、旁白、電

子音樂，亦或根據故事劇情需要，選取其他適合歌

曲搭配演出，來幫音樂劇的聲響配樂部分增添色彩。 
 

二、小組分享音樂劇「三個和尚」流程圖 

1.學生分組上台報告故事設計以及聲響設計想法。 
 

----------第十一節結束---------- 

 

【第十二節課開始】 

一、設計和尚主題旋律 

1.複習三個和尚影片中，三個和尚分別代表的聲響

效果，請學生哼唱出來。 
2.請學生設計三個和尚個別的主題動機，教師介紹

何謂：「主題旋律」。 

3.教師先指導學生用♫、♩、♩. ♪。創作兩小節

四四拍節奏句。  
4.教師再指導學生將節奏句加上五聲音階的

音高旋律，且記錄在學習單「創作好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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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譜上。  
5.教師指導學生將同樣節奏，移至不同音高上，撰

寫出高和尚與胖和尚的主題旋律。 
6.指導演出尾聲的小組同學們，將《和尚挑水》的

旋律重新譜上新歌詞，作為全劇在尾聲結束時，全

體演員一起演唱。 
7.學生分享小組作品。 
 

----------第十二節結束---------- 

 

【第十三節課、十四節課開始】 

一、戲劇演出 

1.學生分組練習，將已設計好的故事情節以及聲響

效果實際走位試演。老師可斟酌給予演出建議。 
2.學生試奏演出時，教師可再提醒學生將小組的圖

像譜加上力度強弱、速度快慢的變化等等。 
3.教師引導全班學生演出整體作品，包含 A 段、B
段、C 段、尾聲，並將演出過程錄影下來。 

二、成果分享與討論 

1.每個人發下一個「按個讚」貼紙，請各組派一個

同學代表至台前，每個人將自己心目中表演的最棒

的組別，將貼紙貼在同學的身上，最後在統計獲得

最多「讚」的小組為「最佳表演組」。 
2.學生自評與互評大家的作品及演出成果。 
A、評分規準： 
（1）聲響效果有沒有與故事情節相互搭配？ 
（2）聲響有沒有出現歌曲、人聲、樂器、主題旋律？ 
（3）演員有沒有把故事人物動作生動地演出？ 
（4）每個畫面的連接流暢嗎？ 
（5）那一組演出最精彩？合作最棒？ 
B、個人意見 
（1）你最喜歡哪一組的演出？什麼地方最令你感

動？為什麼？ 
（2）演出組別哪些地方可以再表現更好？ 
3.教師總結，給予優點評語和缺點改善建議。 
4.教師將演出影片上傳至 youtube。 
 

----------第十四節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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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與反思 
透過此次的教學活動過程中，有以下幾點省思： 

一、圖形創作需循序漸進的進展，教師給予學生更多的鼓勵 

開始課程時，學生對於圖案的認知了解不深，較易害怕與不安，有些學生在下筆前會有較長的

發呆與停滯，這時，教師需給予學生更多的引導，如：可先由簡易的音樂作品來分析，有更多的實

例或是參考模範作品，幫助學生在音樂的想像與圖像的理解更了解後，再多多鼓勵學生腦海中想像

什麼就畫出什麼。 
同時，教師需給予學生充分時間的修改與發想過程，適時調整聲響的創作。學生們對於音樂的

感受與認知程度，會有個別差異，教師需不斷循序漸進的引導，一節課一步驟，慢慢累加創作需求，

且再次循環，增加或減少的修改聲音創作，充實音樂劇中的豐富性。 
筆者深切感受到，透過這樣的歷程，本課程到了後期「三個和尚」的音樂劇創作時，學生圖像

的構思越來越縝密，且較清楚如何運用不同的方法，去表現與詮釋自己小組的演奏，且更能舉一反

三地將上課曾提過的方式，實際應用並創作出屬於自己的作品。 
 

二、視、聽、動覺的多重感官學習，累積音樂的豐富與多元 

    在肢體展演部分，無論是搭配音樂感應的肢體律動，或是音樂劇中需發揮的肢體動作表演，都

是最能展現孩子活潑、純真的赤子特質。學生總是在與其他同學的互動中，笑開懷，尤其是平常在

班上喜歡搞笑、愛表現的同學，演出時逼真的表情、誇張的神情，更讓全班在最後成果發表時，驚

呼連連，而原本害羞內向的同學，也可敲奏簡單的樂器，發揮自己小螺絲釘功能。 
在視覺創作部分，學生藉由音畫、圖像的創作來表達出音樂的想法與思考，驚奇創意想法也令

筆者讚嘆不已。在解說課程內容後，學生能觸類旁通的與同學討論出不同的演奏方式，創新的代表

圖像、圖形等，紙張上揮灑出藝術美感的作品，想像與思考的大集合，看見孩子的無限創造力。 
下課後，聽到學生仍不斷哼唱的掃帚的主題音樂或是野玫瑰、三個和尚歌曲時，心裡湧現莫名

的愉悅，不僅只有歌曲，學生對於音樂聲響也有了不同的體悟與感知，發現音樂的好玩、音樂的生

命力、音樂的感性，音樂的有趣。戲劇的展演，開發學生的不同潛能；圖畫的表現，激發學生的想

像；音樂的創作，提升欣賞的品質。 
 

三、小組合作群體努力，同儕學習力量大 

教學過程中，學生們小組合作時，難免發生吵架與紛爭，特別是，當分配角色時，同組組員們

不想演，或是分配樂器時，同學不參與討論等爭執問題，這時，舉例「三個和尚」故事給大家的啟

示，以及其他組同學們如何克服分配問題，例如猜拳、自願等，到最後孩子們一定會自己找出小組

合作的解決方案。特別的是有個小組，原本在課堂中，安靜、懶散的同學，從原本冷漠對待組員，

用拒絕的態度面對所有的討論，試演時，呆坐在旁說他要演石頭，但其實到最後演出時，幫忙敲奏

了重要聲響，熱烈參與同組的演出，同時肯定了這樣的過程，可以讓學生學習到尊重、合作、群體

的重要課題，更在欣賞他人的不同表演，彰顯自我的價值與意義。 
 



附件一、學生作品 

《魔法師的弟子》音畫 

  

《海角七號》圖像譜 

  

音樂劇三個和尚流程圖 

  



三個和尚故事情節設計 

  

三個和尚聲響編排設計表 

  



聲響編排設計表 創作好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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