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2 

領域/科目 藝術/音樂 設計者 王美善 

實施年級 國中8年級 總節次 共5節，5週 

單元名稱 音樂中的心情繪本：讓音符成為你的情緒色彩 

設計理念 

以音樂和情緒的密切關聯為核心，結合社交情緒學習（SEL）的理念，幫助學生透過

音樂認識、表達和管理情緒。課程設計從「感知—分析—創作—反思」的學習歷程出

發，讓學生從音樂中探索不同的情緒表現，並學會使用音樂作為情緒表達的工具。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音 1-Ⅳ-2 

能融入傳統、當代或流行音樂的風

格，改編樂曲，以表達觀點。 

音 2-Ⅳ-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賞析各類

音樂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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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透過多元音樂活動，探索音樂與

其他藝術之共通性，關懷在地及全

球藝術文化。 

核

心 

素

養 

藝-J-A3 

嘗試規劃與執行藝術活

動，因應 

情境需求發揮創意。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

觀點與風格。 

藝-J-B3 

善用多元感官，探索理

解藝術與生活的關聯，

以展現美感意識。 

藝-J-C1 

探討藝術活動中社 會 議 

題 的 意義。 

藝-J-C2 

透過藝術實踐，建立利

他與合群的知能，培養

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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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元形式歌曲。基礎歌唱技巧，

如：發聲技巧、表情等。 

音 E-Ⅳ-3 

音樂符號與術語、記譜法或簡易音

樂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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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Ⅳ-2 

相關音樂語彙，如音色、和聲等描

述音樂元素之音樂術語，或相關之

呼

應

之

數

位

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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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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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用語。 

音 A-Ⅳ-3 

音樂美感原則，如：均衡、漸層

等。 

音 P-Ⅳ-1 

音樂與跨領域藝術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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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

內涵 
 

所融

入之

學習

重點 

 

與其他領域/科目

的連結 
 

教材來源 若有需要音樂片段，請教師自行規劃運用。 

教學設備/資源 

音樂片段（如：《彼得與狼》、《三隻小豬》）、白板、情緒四宮格圖

示、音樂片段（不同情緒的範例）、電腦與投影設備 

音樂素材網站（如：Free Music Archive、SoundCloud）、音樂編輯

軟體（如：GarageBand）、電腦或平板、耳機 

《三隻小豬》音樂範例（教師自編）、情緒故事線範例、錄音設備 

學習目標 

學生能辨識音樂中的情緒元素，並理解音樂如何影響情緒表現。 

學生能分析音樂中的速度、力度、音色如何影響情緒的表現。 

學生能運用音樂素材創作短小的音樂片段，以表現特定的情緒。 

學生能創作出表現情緒轉折的音樂故事線，並運用音樂表現情緒的變化。 

學生能透過音樂創作與反思，增進對自我情緒的理解與表達能力。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時

間 
備註 

第一堂課：音樂與情緒的基本認識 

1.引導與暖身 

老師簡單介紹「情緒四宮格」（愉快/不愉快、低落/高漲）以及

音樂與情緒的關聯性。 

提問：有哪些情緒可以用音樂來表達？ 

提供情緒範例(如：快樂、悲傷、憤怒、平靜） 

 

2.音樂欣賞與討論 

聆聽《彼得與狼》或《三隻小豬》的片段，讓學生分辨音樂中

的情緒表現。 

 

 

5 

 

 

 

 

 

15 

 

 

 

 

導入活動： 

口頭回應 

形式評量 

 

主要活動： 

觀察評量  

分組討論評量 

 

 

 



                                                                               3 

討論：音樂如何表達不同角色的情緒？（速度、音色、節奏

等） 

3.情緒與音樂四宮格活動 

分組活動：給學生不同的音樂片段，請他們將音樂與情緒四宮

格對應。 

讓學生使用「情緒四宮格」進行音樂記錄，寫下速度、力度、

音色、調性的具體觀察。 

 

反思：這些音樂讓你感受到什麼情緒？ 

4.回饋與分享 

學生分享活動中的觀察與感受，老師引導學生進一步思考音樂

如何表現情緒。 

 

 

15 

 

 

 

 

 

 

 

10 

 

 

結束活動： 

表現評量 

第二堂課：音樂中的情緒表現與範例分析 

1.課程導入 

簡單回顧上一堂課的內容，並引導學生深入探討音樂中的情緒

元素（速度、力度、音色等）。 

2.範例分析與討論 

播放不同情緒的音樂片段（如快樂、悲傷、恐懼、憤怒），讓

學生分析音樂中哪些元素影響了情緒表達。 

問題引導：這段音樂中，速度、音色、力度如何表現情緒？ 

3.小組分析活動 

分組分析不同片段的情緒表現，並在課堂中討論分析結果。 

小組角色分工指引： 

小組內分配「音樂記錄員」、「發言代表」等角色，讓合作更有

組織性。 

 

4.全班討論與回饋 

各組分享他們的分析結果，老師總結音樂表現情緒的主要元

素。 

反思引導：「這首音樂如果換個速度或音色，情緒會如何變

化？」 

 

 

5 

 

 

15 

 

 

 

 

15 

 

 

 

 

 

 

10 

 

導入活動： 

問答評量 

 

主要活動： 

音樂分析表單 

小組討論 

 

 

 

 

結束活動： 

口頭分享評量 

第三堂課：音樂情緒創作（技術與素材運用） 

1.課程導入 

回顧前兩堂課內容，說明今天將進行情緒音樂的創作，並介紹

固定樂思的概念。 

2.音樂素材探索與創作 

在學生操作前，教師示範如何使用音樂素材網站（如：

GarageBand、SoundCloud），並設置創作限制，如「3種情緒元

素需同時運用」。 

 

學生使用音樂素材網站資源探索適合的音樂，並針對一個指定

的情緒（如喜悅、悲傷）創作短小的音樂片段。 

指導：選擇適當的音色、節奏與力度來表現情緒。 

3.小組創作與合作 

 

5 

 

 

 

25 

 

 

 

 

 

 

 

10 

 

導入活動： 

概念測試 

 

主要活動： 

創作評量 

小組合作評

量。 

 

 

結束活動： 

口頭表達評量 

作品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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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兩兩一組，合作完成創作，並分享他們的作品。 

創作中必須有一段情緒轉折（如快樂轉為悲傷）。 

 

4.回饋與分享 

各組展示他們的作品，並簡要說明他們的創作過程與選擇。 

 

 

 

5 

第四堂課：音樂情緒故事線的創作 

1.課程導入 

簡介音樂故事線的概念，並以《三隻小豬》為例，說明音樂如

何隨著情節發展表現不同情緒。 

2.故事線創作 

分組合作，創作一個包含情節轉折的情緒故事線，並配上音

樂。學生需要決定何時使用強烈的音樂表現情緒高潮，何時用

柔和的音樂表現情緒的緩和。 

提供「故事線範本」供參考，例如：開端（平靜）→ 衝突（焦

慮）→ 高潮（憤怒）→ 結局（平靜） 

 

討論：音樂如何隨著故事變化影響情緒？ 

3.小組展示與回饋 

各組展示他們的音樂故事線，並分享他們的創作思路與選擇。

採「互評機制」，讓其他小組給予具體建議（如：情緒表達是

否清晰）。以及老師給予回饋。 

 

5 

 

 

 

25 

 

 

 

 

 

 

 

15 

 

 

 

 

導入活動： 

問答評量 

 

主要活動： 

創作過程評量 

進度評量 

 

 

結束活動： 

口頭分享評量 

作品評量 

第五堂課：情緒與音樂的表達與反思 

1.課程導入 

簡單回顧前四堂課的內容，說明今天的重點是表達與反思。 

2.學生作品展示 

各組展示他們在前一堂課創作的音樂情緒故事線，並解釋他們

的創作過程和情緒表現 

討論：創作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挑戰？如何通過音樂表達情緒？ 

3.反思與討論 

全班討論音樂如何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和表達情緒，並分享個

人反思。 

設計「音樂情緒日記」作為課後延伸作業： 

每日記錄自己的情緒，並選擇一段音樂來代表當下的感受，寫

下理由。 

 

4.總結與回顧 

老師總結本課程的核心學習內容，並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應

用音樂來管理情緒。 

 

 

5 

 

 

25 

 

 

 

10 

 

 

 

 

 

 

5 

導入活動： 

回顧問答 

 

主要活動： 

展示評量 

反思評量 

 

 

結束活動： 

討論參與評量 

自我評量 

教學省思： 

情緒辨識與表達的深度加強：目前課程中的情緒辨識和表達主要依賴於音樂片段的分

析與創作，但未深入探討更多具體的情緒狀態和其細微變化。可以加入更多情緒譜系

的討論（如：細分「快樂」為「興奮」、「滿足」、「開心」等），並透過音樂更精確地

表現這些情緒細節，幫助學生進一步提高情緒辨識和表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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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技巧的持續性應用：課程中學生學習到了如何透過音樂進行情緒管理，但情

緒管理的應用可能僅限於課堂上，難以持續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可以引入日常情緒記

錄或反思活動，例如設立「情緒音樂日記」，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記錄自己情緒變化

的過程，並嘗試選擇適合的音樂來舒緩或表達情緒，形成自我調節的持續習慣。 

 

音樂創作過程中的更多自我挑戰：在創作過程中，學生的創作可能受限於既定的框

架，創作出的作品可能缺乏多樣性或挑戰性，影響創造力的發揮。可以在創作階段可

以設置更具挑戰性的創作任務，如要求學生創作出表現情緒對比的音樂片段，或是探

索不常用的音樂風格來表達不同的情緒，促進學生跳脫舒適圈。 

 

社交合作技能的引導與反思：學生在小組合作中的溝通與協作能力有所提升，但課程

對於如何有效地進行合作、分工與衝突解決的具體策略缺乏明確指導。可以在小組活

動前後可以增加「合作技能教學」與「合作反思」環節，讓學生學習具體的溝通技

巧、衝突解決策略，以及如何有效分工。小組活動後，也可以設計反思表單，讓學生

反思他們的合作過程。 

 

同理心的實踐與情感交流：學生在理解他人情緒表達和感受方面有所進步，但這種同

理心的培養多停留在課堂內，缺乏更多的實踐機會來鞏固這一能力。若有機會設計更

多機會讓學生參與情感交流活動，如音樂分享會或情緒工作坊，讓學生不僅僅在課堂

內，還能在更廣泛的社交情境中表達對他人情感的理解，進行情感互動。 

 

反思與成長的持續跟進：課程設計中強調了創作與反思，但課堂時間有限，學生的反

思過程可能不夠深入，缺乏持續的跟進和鞏固。在課堂之外設立持續性反思機制，如

每週進行反思日記或每月的音樂情緒回顧，讓學生不斷檢視自己的情緒模式和行為變

化，並在不斷的反思中成長。 

 

責任感與決策能力的強化：課程中的創作過程提升了學生的責任感，但對於日常生活

中的責任感和決策能力的應用支持不夠具體。可以設計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情境決策活

動，讓學生模擬在不同情況下如何使用音樂來表達或調節情緒，並做出負責任的決

策。 

參考資料：（若有請列出）行為觀察檢核表、行為願望清單、SRL表單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