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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學設計 



壹、主題名稱 

音樂停看聽 

貳、課程說明 

一、教學領域或科目：音樂統整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  

二、教學對象和時數：六年級 / 160分鐘 

三、教學設計理念 

  〈音樂停看聽〉是根據翰林版藝術與人文六上之第一單元「藝術點線面」

教材內容進行延伸設計，將課程目標融合《美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

(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中的內容標準七：「評論音樂

作品和音樂表演」，希望學生能達到評論音樂作品和音樂表演之能力。課程

設計架構上則以學科取向音樂教育(DBME)為基礎，期盼學生不只能學習音樂

的本質價值，更能進一步培養音樂創作(創作和表現能力)、音樂歷史(理解

音樂的歷史和文化背景)、音樂批評(識別和分享能力)和音樂美學(理解音樂

之價值與本質，理解音樂之美)的能力(謝素月，2005：130)。 

四、教學方向 

本教學單元主要以音樂中的「曲式」為統整課程發展的核心，先經由聽

覺與視覺學習輪旋曲式的結構，接著認識音畫的呈現方式，透過視覺強化結

構感，進而加入動覺使學生在思考過後能以肢體作出整合性的統整，達到感

官與認知的結合。 

整體教學活動以音樂開始、視覺藝術加強、表演藝術做結束，內容加入

評論和反省之步驟，逐步引導學生具備反思與評論的音樂能力。 

 

 

 



參、課程大綱 

 

 

 

 

 

 

 

 

 

 

 

 

 

 

 

 

 

 

音樂停看聽 

第一節 

1.理解《卡門》的故事 

2.認識作曲家比才 

3.欣賞《卡門》中的〈鬥

牛士進行曲〉 

第二節 

1.認識輪旋曲曲式 

2.理解輪旋曲的特色 

3.認識音畫 

4.用音畫理解音樂的走

向與呈現方式 

第三節 

1.創作音畫並解釋其理

念 

2.欣賞音畫作品 

第四節 

1.團體創作音樂律動 

2.合作運用肢體律動展

現音樂 

 



肆、課程架構圖 

 

 

  認識輪旋

曲式並藉

由音畫的

更加熟悉

音樂的走

向與呈現 

 

  藉由《卡

門》的故事

認識作曲

家比才以

及〈鬥牛士

進行曲〉 

 

  創作並解

釋其音畫

作品理念

並能欣賞

他人音畫

作品 

 

  團體創作

音樂律動

並結合曲

式展現綜

合性表演 

 

總
目
標 

    從欣賞異國音樂作品(理解音樂的歷史與文化)來明白輪旋曲曲式

(理解音樂之價值與本質)並依照音樂進行圖畫與肢體創作，最後在綜合

發表時包容不同意見發揮團隊合作精神(識別和分享能力)。 

 

 

單
元
目
標 

 

1.能理解《卡

門》的故事

大綱 

2.能說出歌劇

《卡門》的

作曲者 

3.能欣賞〈鬥

牛士進行

曲〉並發表

感受 

 

1.能說出「輪

旋曲」的結

構 

2.能知曉「輪

旋曲」的特

色 

3.能明白音

樂在圖像上

的呈現方式 

 

 

1.能發揮想

像力創作出

自己的音畫 

2.能說明自

己音畫的創

作理念 

3.能欣賞他

人的作品 

4.能對他人

作品提出評

與建議 

 

1.能透過肢 

體表達音樂 

2.能在活動

中包容不同

意見 

3.能發揮團

隊合作精神 

 

具
體
目
標 

隨堂回答 

觀賞態度 

 

創作想法 

音畫作品 

學習單 

課堂發表 

觀賞態度 

 

肢體語言 

觀賞態度 

小組互評 

評
量
方
式 

 

故事繪本、音樂 CD、ppt、圖卡、音畫圖、色筆、音樂圖畫學習單 

教
學
資
源 

音樂停看聽 



伍、課程教學內容目標總表 

 

領域名稱 音樂     表演

藝術 

視覺

藝術 

 

 
課程總目標 

1. 能欣賞異國音樂作品特色(理解音樂的歷史與文化) 

2. 能明白輪旋曲曲式(理解音樂之價值與本質) 

3. 能依照音樂進行圖畫與肢體創作(創作和表現能力) 

4. 能在綜合發表時包容不同意見發揮團隊合作精神(識別

和分享能力) 

 

 

對應分段能力指 

標 

1-3-1 1-3-2 1-3-3 
 

1-3-4 2-3-6 2-3-8 
 

2-3-9   3-3-11  

 

 
 
 

基本能力 

＊了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欣賞、表現與創新 

＊表達、溝通與分享 ＊主動探索與研究 

＊規劃、組織與實踐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陸、學習活動評量表 

主題 節次 評量方式 評量目標 

音樂 

 

2 隨堂回答 

 

學習單 

1.能描述故事大意和角色之間的關係 

2.能說出作曲者 

3.能了解輪旋曲的曲式和特色 

視覺藝術 

 

1 創作想法 

創作作品 

學習單 

1.能說出創作的理念 

2.能在聆聽音樂後，畫出具有音畫特質之作品 

表演藝術 

 

1 肢體語言 

觀賞態度 

小組互評 

1.能做出配合音樂特色之肢體律動 

2.能包容不同意見發揮團隊合作精神 

3.能欣賞別人的作品並表達自己的審美經驗  

 



柒、單元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主題 音樂停看聽 教學年級 六年級 

教學單元 自編 教學時數 四節 / 一百六十分鐘 

分段 

能力 

指標 

 

 

範圍 音樂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探索與

表現 

1-3-1 1-3-2 1-3-3 
 

1-3-4 2-3-6 2-3-8 

 

2-3-9       3-3-11 

 

審美與

理解 

實踐與

應用 

教學資源 教師：《卡門》故事繪本及 CD、ppt、圖卡、音樂圖畫學習單 

學生：課本、彩色筆 

教學目標 1.能理解《卡門》的故事大綱 

2.能說出歌劇《卡門》的作曲者 

3.能欣賞〈鬥牛士進行曲〉並發表感受 

4.能說出「輪旋曲」的基本結構 

5.能知曉「輪旋曲」會重複樂段的特色 

6.能明白音樂在圖像上的呈現方式 

7.能發揮想像力創作出自己的音畫 

8.能說明自己音畫的創作理念 

9.能欣賞他人的作品 

10.能對他人作品提出評論與建議 

11.能透過肢體表達音樂 

10.能在活動中包容不同意見 

11.能發揮團隊合作精神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第一節 

1.利用繪本介紹比才歌劇作品《卡門》的故事大

綱 (詳見補充教材) 

 

2.介紹作曲家比才的生平 (詳見補充教材) 

 

3.簡述西班牙音樂風格 (詳見補充教材) 

 

4.撥放《卡門》中著名的〈鬥牛士進行曲〉。 

 

5.請學生發表聆聽〈鬥牛士進行曲〉後的感受。 

針對此作品的風格、作曲家讓鬥牛士以什麼感

覺呈現在音樂中，此感覺是否符合鬥牛士的形

象……作適當的引導，讓學生發表 

 

 

 

 

 

第二節 

1.上課一開始先在黑板貼上圖卡(三張一樣的星

星、一張月亮和一張愛心)，請學生描述圖片

的種類和排列的方式 

 

     A    B    A    C    A 

 

 

2.告訴學生這些圖卡可以幫助他們記憶接下來

要聽到的曲子，然後拔下圖片，撥放〈鬥牛士

進行曲〉，並隨著樂曲片段在黑板依序放上不

同的圖片(先撥完一次全曲，接著分A、B、C

段個別播放以加強個別記憶) 

 

3.請學生小組討論並提出為什麼會有三個星

星、一張月亮和一張愛心(提示他們不同的圖

片代表不同意義) 

 

2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5 分鐘 

 

 

 

 

 

 

 

 

 

20 分鐘 

 

 

 

 

 

 

 

 

 

 

 

 

 

 

 

 

 

《卡門》繪本故

事、CD、ppt 

 

ppt 

 

ppt 

 

 

 

 

 

 

 

 

 

 

 

 

 

黑板、圖卡 

 

 

 

 

 

 

 

 

 

 

 

 

 

 

 

 



 

4.發表後，幫助學生理解不同圖片代表的就是不

同的樂段，而這種設計就叫做「輪旋曲」 

 

5.將學生分為三組，分別扮演不同片段的角色，

當撥放音樂後，輪到哪段音樂，扮演不同片段

的學生便要將手舉起，老師也配合將圖片舉起 

 

6.全班輪完後，接著由老師提問，請學生發表 

  (1)整首樂曲中，有一個段落重複出現最多

次，那個段落叫做什麼?(A) 

  (2)另外兩個夾在A中間的段落又分別叫做什

麼?(B和C) 

 

7.老師歸納： 

(1)在整首樂曲中，有一個段落會不斷重複，而

其他段落不會，這種設計是「輪旋曲」的特色。

(提醒：有時候其他段落會多於兩種，這樣子

也算是「輪旋曲」喔) 

(2)那個不段重複的片段會夾在其他不同片段中

(邊寫在黑板上)，這種ABACA的設計就叫做

「輪旋曲」。 

 

8.講解音畫的呈現方式和優點： 

一種將音樂中的變化以圖像來表達的圖

畫方式，讓人能透過圖畫瞭解音樂。因為每個

人對音樂的感受不同，所呈現的圖形也會有所

不同。音畫能讓我們不需經過音符、節奏、調

性，就能夠透過圖像在短時間裡面體會音樂的

內涵。 

 

9.配合課本聆聽《動物狂歡節》中的〈公雞與母

雞〉，引導學生想像情境後畫出圖片，並鼓勵

學生用「非動物形式」的圖像畫出(最好利用

線條和點) 

 

10.接著利用表1說明課本中《胡桃鉗》之〈俄羅

斯之舞〉的例子，解釋音樂圖像與旋律的關係 

 

 

 

 

 

 

 

 

 

 

 

 

 

 

 

 

 

 

 

 

 

 

 

15 分鐘 

 

 

 

 

 

 

 

 

 

 

 

 

 

 

 

 

 

 

 

 

 

 

 

 

 

 

 

 

 

 

 

 

 

 

 

 

 

翰林課本 

 

 

 

 

 

 

 

 

 

 

 

 

黑板 

 



表1 

        圖像                    音樂 

圖形大小、高低  聲音的強弱、高低 

色彩明與暗 大調與小調 

線條長短 拍子長短 

曲線、直線、圓弧

線 

音樂的旋律 

 

11.聆聽〈鬥牛士進行曲〉並依步驟配合張貼在

黑板上的音畫，使學生能透過音畫更清楚音樂

的走向 

(1)第一次由老師指著音畫，帶著學生看一次音

畫 

(2)接著說明音畫中的各段落是如何呈現。例如

炸彈圖像是代表敲鈸的宏亮聲音、彈簧圈圈是

三角鐵的聲音、遍佈的幸運草是弦樂描寫鬥牛

士走路意氣風發的樣子……等等。 

 

 

 

 

 

第三節 

1.發下學習單並撥放新曲〈威尼斯音樂鐘〉，請

學生在心中默算並寫下 

(1)重複出現的樂段有幾次 

(2)只出現一次的樂段有幾種 

(3)這種設計叫什麼 

(4)創作出這首曲子的音畫 

老師同時隨著段落的出現在黑板上貼上不同圖

片 

 

2.請學生將作品全部展示在黑板上，且一一上台

說明自己的音畫創作 

 

3.票選出最佳與需改進的畫作並提出評論和建

議 

 

 

 

 

 

 

 

 

 

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音畫圖 

(詳見翰林課本) 

 

 

 

 

 

 

 

 

 

 

 

 

 

音樂 

音樂圖畫學習單 

 

 

 

 

 

 

 

黑板 

 

 

 

 

 



 

 

 

第四節 

1.再次聆聽 〈威尼斯音樂鐘〉 

 

2.複習此曲的曲式結構 

 

3.接著將學生分為三組，請各組分別依照分配到

的音樂段落(Viennese Musical Clock)進行自編

的律動，可根據音畫的指示來想像動作的大

小、身體的擺動等等 

 

4.各組進行呈現，並請學生針對他組表現提出感

想和建議 

 

5. 各組依照輪旋曲式合體呈現，老師給予回饋

和建議 

(結束) 

 

 

 

40 分鐘 

 

 

 

 

空曠空間 

 

 

 

 

 

 

 

 

 

 

 

 

 

 

 

 

 

 



音樂圖畫學習單                                                        班級 

             我的音樂圖畫       姓名 

小朋友，上一節課我們介紹了一種樂段輪流出現的樂曲，現在，讓我們來聽

一首用相同方式所作的曲子吧！聽聽看，然後試著寫出下列問題的答案吧！ 

一、 聽聽看 

這首曲子是由匈牙利作曲家柯大宜(Kodaly)所作，曲名為「威尼斯音樂鐘」，

整首曲子描述了各種鐘的聲音，是一首歡樂又輕快的歌曲！ 

1.請問這首曲子最常重複出現的樂段，總共出現了________次 

2.請問這首曲子只出現一次的樂段總共有________種 

3.這種設計叫________曲 

二、運用你的想像力，把聽到的音樂畫成音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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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卡門故事大綱】 

此故事源自法國作家P. Merime的小說，內容描述一個名為卡門的吉普賽女

子，長得非常漂亮，她在路上遇見了名為荷西的士兵，想誘惑他，荷西原先不為

所動，但後來還是在卡門的魅力和引誘之下愛上卡門，並且因此和長官起衝突，

失去軍隊裡的工作，甚至還拋棄了未婚妻，母親也因病去世，可說是家破人亡。 

    但是不願受拘束的卡門不久就不喜歡荷西而愛上了另一位充滿男性氣概的

鬥牛士，荷西見自己為愛人逃兵，而愛人卻移情別戀，在氣憤的情況下，荷西到

鬥牛場上找在場邊觀賞的卡門希望她回心轉意，卡門卻拒絕了他，於是荷西一氣

之下就用刀子在鬥牛場邊把卡門刺死，故事終以悲劇收場。 

 

【比才生平簡述】 

   George Bizet (1838-1875) 出生於法國巴黎，父親是聲樂老師，母親是鋼琴家，

小比才的音樂天份很早就被發現，四歲開始學習鋼琴。十歲便進入巴黎音樂院隨

古諾學習作曲。在1855年完成了第一首交響曲，十九歲榮獲羅馬大獎，因而得以

前往羅馬留學，一直待到1860年(22歲)。 

    他第一齣歌劇作品為「採珠者」(Les Pecheurs de perles)於1863年完成，1875

年完成生平中最偉大的傑作《卡門》。但是當時首演並不是很受歡迎，聽眾覺得

太過於激情，三個月後，比才就因心臟病去世了，得年37歲。他死後，《卡門》

才日漸受到歡迎，演變成今日的重要曲目，可惜他自己卻沒有機會目睹他的成就。 

 

【概述西班牙音樂風格】 

西班牙人天性熱情，很愛音樂與跳舞，因此音樂中常帶有熱情奔放、快節奏

似跳舞一般的旋律，此外，吉他、鈴鼓與響板更是西班牙音樂中常用樂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