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 主題名稱﹍愛情的模樣 

貳、  課程說明 

（一）動機與目的 

以『議題』為探究(inquiry)的選擇，採用探究取向的教學策略，結合對人際

關係（愛情）價值澄清與批判的教學引導設計，激發學生與生活相互體驗、分享，

並結合兩性關係的重大議題。 
在傳統教學上，人際價值澄清課程（個體與社會）通常歸屬在公民課程與道

德教育中，且多淪為教條式的陳述與規範，有外在社會文化的壓力與驅力；或運

用輔導活動課程（認識自己、朋友）進行價值澄清與角色扮演等活動式的進行，

造成自我價值過渡膨脹或價值偏頗，但無論在何種傳統課程中，價值澄清到行為

改變的過程，是屬於一種外鑠性(outside in)而非內驅性(inside out)的活動。 
傳統音樂鑑賞多著重於技能與認知方面的詮釋，如樂曲形式、樂器配器、主

題與發展結構等，對於情意部分的啟發較為薄弱，加上教師多引導學生用專家的

眼光去欣賞音樂，忽略了音樂鑑賞的跨界結合模式，如電影，繪畫，詩文等的結

合，以及運用與結合人際價值澄清的問題探究活動，來活化課程內容，加上學生

接受傳統音樂鑑賞方式慣性，老師主導講述活動內容，使學生對欣賞與生活的經

驗結合較不密切。 
音樂鑑賞本身是一種再創作的詮釋並非只是單純的『形式主義』

(formation)，而是著重藝術作品內之情感表現，強調內在與外在的交互歷程的『表

現主義』(expressionism)，藉由此研究計畫設計，透過人際關係﹍人與自己，人

與社會，人與自然三個架構，勾勒出人際結構的分析與應用。 
本教案設計目的以音樂鑑賞教學為手段，作藝術統整課程的教案設計，進行

實驗教學，觀察對於學生人際價值澄清上，是否有明顯的行為改變,如同儕合作、

人文關懷、創作,欣賞與審美表現,並啟發學生對於藝術生活化的體驗與學習、適

應、質疑、重建，包容與尊重，尋找自我的認同。 
探討在藝術統整音樂鑑賞教學中,如何進行教學設計、評量與展演，並調查

學生在音樂欣賞教學中，人際關係有如何的收穫與體悟，使價值澄清不只是個人

經驗擴展，亦包含社會文化與人際關係之提昇。 

 

（二）教材之設計與過程 

 

界定研究主題與澄清問題 
                   文獻蒐集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文獻探討 

研擬行動構思 
課程設計 

教學行動方案執行，評估，反思，循環修正 



資料分析整理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步驟流程圖 

 
在 Fogarty與 Stoehr(1995)提出{Themes}主題性課程設計程序，以{T}

為 think 腦力激盪出主題，{H}為 hone 琢磨主題分成概念，話題（通則）與

問題三類，再從每一類類別中選出主題，{E}為 extraploate 推斷規準，{T}
為 manipulate 主題的使用，並提出問題的焦點，{E}為 expand 擴展出具體的

教學活動，{S}為 select 選擇教學目標與評量。 
根據上述理論歸納出下列幾項要點說明: 

1. 教學主題界定（議題的選定） 

由師生的腦力激盪，歸納師生感興趣主題與當前發生事件，配合時令節

慶或學校社區活動，增進學生實際經驗與生活的結合，抑或由議題中尋找適

合學生培養多元文化與世界觀，擁有人文關懷與體認。 

2. 課程目標與統整設計 

分析主題的概念與領域內涵，研擬目標加以架構用建構式教學，指引學

生進行探索與創作；並利用師生共同參與，指引學生進行探索與創作；用發

現式教學，啟發學生進行審美與思辨；用擴散式思考，引導學生進行探索與

創作；用解構教學，引領學生進行多元化審美與思辨；用價值澄清，進行文

化理解與教學；用行動研究教學法，引導學生進行採集、蒐集資料。 
3. 教學活動設計與評量 

活動設計除了先評估學生的起點行為，加以先後排序化課程活動結構，

並界定學習目標，與活動統整的內容，擬定活動時間安排與進行方式，以五

W 檢定如:how where when who what 
評量設計採多元化評量，涵蓋學習歷程與活動形成性評量，運用檔案評

量與評量表檢核表等，對學生進行質性評量。 

4. 檢核統整計畫 

檢核統整計畫可幫助教師檢討，修正與改善課程設計，針對檢核缺失在

作修正實施，避免學生經驗統整與課程目標有很大的差距，並針對價值澄清

部分作再次檢核，避免有所偏頗。 
（三）學理依據 

1.九年一貫精神的概念 a.學習面的擴充 b.學生經驗的再強化 

2.音樂鑑賞的『再』批判 a傳統.b.詮釋 

 b. 詮釋 

 

音樂鑑賞     →      審美經驗    →    情感提昇 

 



音響訊息        情感               情感共鳴 

↓      ↓      ↓ 

音樂感知                   音樂意象            音樂意境 

  ↓      ↓      ↓ 

藝術感通                 聯想、想像、記憶       人文素養 

 

 

 

3.學生的發展 a.文化理解 b.人文關懷 c.終身學習 

1. 以學生經驗為主 

藝術統整使學生廣泛接觸重疊與相關的潛在觀念，將會對學生知識轉換

的能力大為提升。Freedman(1995)，透過議題式的欣賞在人文文化層面，如

時代背景，人文思想，有完整系統的概念，不再只是藝術本身媒介或技法的

認知，而是全面性的藝術文化概念與架構。 

以往教師只是講述樂曲的創作時代背景，與人物簡介的情節，缺乏學生

垂直式的經驗統整，如曾經在之前的哪些作品出現過？之前對此時代有何種

概念？或水平式的經驗統整，此時代風格特色在哪些文章出現過？當時社會

的結構，人民的生活形態等，藉由這些人際關係價值的澄清，想像自己現實

生活與議題的關聯，深入了解與探索，進而提昇人文情懷的培養。 

2. 以培養活用的能力原則 

在統整式音樂欣賞課程設計中，學生可由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去學習與探

索，而且多元文化的教育議題，使學生可以去尋找屬於自己的詮釋

Beane(1997)，加上後現代主義思潮下，批判精神與自省能力，為自己重新

建構的知識，將過去與現在經驗與問題解決作己課的統整(黃譯瑩 1999)，

活化表達能力與深入理解。 

藝術媒介（音樂鑑賞）透過思辯、創作、表演、發表、演出，個人獲得

直覺式的知識，建立概念產生思想，透過活動個人情感得以抒發，創造承先

啟後終身學習的可能。 

3. 以適應社會能力 

以社會議題為主軸，讓學生有更多社會參與與人文關懷（袁汝儀 

2000），加上學習設計上以小組合作為學習討論，完成一個主題，在社會能

力適應上可以達到自己與社會的統整。 

真正的學習是由個人與環境互動中，將經驗統合到個人的意義中，所以

統整是在人際關係主軸上，強調溝通、協調、合作，減少太多競爭的驅力，

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使學生對文化有更深刻瞭解，在時空中自由對話與深

入未知的藝術領域。 

4. 課程設計中師生互動為主 

非單向式的由老師主導教學模式與壟斷課程技能，引導學生對知識建構

審美統整     →      生活經驗       →   文化理解 

 



與問題解決（郭禎祥 1994），學生以問題探究的問題情境來思考，並運用討

論進行觀念澄清與明辨。 

多樣化的學習型態如討論、小組合作、創作、腦力激盪、問題解決、閱

讀、考察、訪問、獨立研究、小論文、角色扮演、價值澄清式訪問等。 

人的一生可以說是生存在價值判斷與意思決定的過程當中。（歐用生

1995）。在混沌不安的現今社會中，學生遊走在生活的邊緣，在顯著課程中

是看不到這一些掙扎與抉擇，但這些『潛在課程』的因素，卻是左右學生一

輩子的影響，這些價值內化的影響，會大於外在規範的律法。 

價值澄清的特性在於涵蓋認知、情意、技能、行為的四向度，並主觀性

且與生活經驗結合的，屬於一種動態的循環論證澄清系統。包含了解期、關

聯期、評價期、反省期，活動型態有：書寫活動、澄清式問答與討論活動（角

色扮演）。 

   （四）教材特色 

1.議題式並慎選組織 

 a.問題探究  

課程內容以問題探究形式來設計統整，設計問題情境讓學生看到真實世

界中的問題，並解決問題，由探究中尋獲知識的答案，問題中有各學科網狀

交織的學科。 
 b. 多元文化 

多元題材可就對比、變遷甚至衝突來作價值澄清的題材，由課程中的社

會結構面，『再情境化』在社會（人際）實踐中，不斷中介辯證的過程結果。 

    c. 社會人文關懷 

透過藝術表達自我思想與情感，藝術使學生認同過去與身邊的人，促進

個體與社會的溝通，啟發學生的人文關懷與人文素養的提升。 
2. 批判思考 

從批判性思考中激發出學生的思考力與創作力。目前創造力與思考力是

學生所缺發的發展能力，缺乏創造與想像的學習是封閉的，唯有透過人與

人，與自然、社會產生互動，才能營造充滿詮釋創意的發展。 

3. 資訊化學習 

現今是一個資訊擴張的時代，多樣的傳媒如電視，電影，電腦，視聽溝

通由單向演進到數位化，其他網路資訊與資料庫，使媒體以不同組合傳遞給

學生的學習型態，改變教科書獨斷的學習，融合資訊溝通的方法。 
4. 合作學習  

課程設計強調學生由團體經驗中建構知識，提升主動學習為主，以混合

能力的小組團隊分組合作學習，討論與尋找資料共同計畫，增進解決問題與

人際溝通的能力。 
5. 變通多元評量 

以學生自我與同儕評量，如檔案評量與書面報告、主題檔案，研究專題



與口試，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加上學習日誌與觀察軼事表，真實性評量

為主。 
（五）藝術詞彙 

1.藝術統整課程： 

統整的型態有領域內的統整（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或領

域外的統整（藝術人文領域、語文領域、社會領域等）；抑或是音樂單

一學科的統整（音樂史、美學、藝術批評、創作等），故以『藝術統整

課程』作一總稱的意涵。 

1. 狹義的藝術統整﹍以科目為統整模式 

藝術人文領域            領域與領域       單科內（音樂） 

  

2. 廣義的藝術統整﹍以知識、學生經驗、主要議題統整 

音樂 
史 
 

音樂美 
學 

音樂 
批評 

藝術人

文領域 
社會 
領域 

表演藝

術 
視覺 
藝術 

音樂 



審美與理解 探索與表現

實踐與應用

個人

審美 文化

藝術 環境風
格

統
整

  
2.人際價值澄清： 

 價值澄清(value clarification)強調個人自由選擇後產生的價值，重

視學生自我導出的情感與價值。但被有些人批判易流於極端的個人主義，所

以此研究加入人際關係的互動，使學生從合作中減少太多的主觀意識，藉由

溝通與互動澄清價值。 

 

3.音樂鑑賞： 

音樂欣賞(appreciation)多指學生聆聽過程的專注性思考，與思考經驗

的充實度，加上認知審美的統整。音樂鑑賞本身意涵著價值判斷的過程，透

過深度鑑賞能力，營造創作的詮釋空間。 

（六）課程架構（可用圖表） 

主題 
 
 
 
目標 
 
 

一、了解波西米亞式

的藝術愛情觀 

 

二、羅蜜歐與茱麗業

的悲劇愛情觀 

 

三、小組創作與角色

扮演，表達現代愛情

觀 

愛情的模樣 



 
 
 
 
 
 
 

主要教 
學活動 
 
 
 
 
 
 
 
 
 
 
 
 
 
 
 
 
 
實際實 
施方式 
 
 
 
 
 
 
 
 

 
參、 教學設計  

3堂課 3堂課 

 
6堂課 

 

打開蒙馬特的窗 聽聽愛的故事 秀出心中的熱情 

1. 教師播放電影『紅

磨坊』片段，並欣賞

波西米亞時期海報與

咖啡廳環境時空重建 

2. 學生嘗試運用媒

材，製作一張反應時

代愛情海報設計並模

擬情境文化融入生活 
3. 歌劇『波西米亞人』

的片段（哪那冰冷的

小手、我的名字叫咪

咪）欣賞與舞台走位

簡介 

4. 播放康康舞曲，學

生跟這律動跳舞，探

討波西米亞式的服裝 

 
 

 

1. 欣賞浪漫後期雕像

之美(如羅丹的吻) 

2. 以自由媒材選擇完

成愛的故事，主題塑

像 
3. 欣賞電影{羅密歐

與茱麗葉}演唱電影

中選曲與用樂器演奏

其中樂曲，探討悲劇

愛情的原因 
4. 欣賞舞劇{羅密歐

與茱麗葉}的視覺符

號意涵（肢體語言） 

5. 學生用身體作個人

體態雕刻，雙人體雕

進行愛的故事創作 
 

1. 設計一段當代愛情

啟示錄戲劇 

2.學生以上兩堂課的

成品（海報與雕塑）

完成整體環境空間

（布景與燈光）營造 

3.學生完成主題設

定，並尋找適當的音

樂表現方式（演奏、

創）演出 
4.學生以配合主題之

內容，設計服裝與動

作 
5.師生共同討論參與

製作展演與發表 
 

1. 學習單 

2. 同儕互評 

 

3. 

1. 作品展示 

2. 口頭討論 

3. 展演 

與發表 
 

 

3  

1. 小組討論題綱與

心得 

2.展演與欣賞 

 

3. 

學習 
評量 

時間 

子題 

1.海報創作 

2. 小組討論題綱與

創作 

3. 舞蹈展演 

服裝設計 

1. 故事發表 

2. 小組競賽 

3. 體雕發表 

1. 主題故事大綱與

音樂處理表 

2. 舞台空間（布景）

設計圖 

3. 服裝設計與律動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學設計表 

主    題 愛情的模樣 教學年級       九年級 

子    題 視 

打開蒙馬

特的窗 

音 

聽聽愛的

故事 

表 

秀出心中

的熱情 

教學節數 共 12 節 

一週 3堂課， 

共四周 

學  習  重  點 基本能力 分段能力指標 

1.了解波西米亞式的藝術愛情觀 

藉由音樂鑑賞歌劇、電影、畫家的故事（海報） 

2.羅蜜歐與茱麗業的悲劇愛情觀 

藉由音樂鑑賞電影、舞劇、藝術的符號（雕塑） 

3.小組創作與角色扮演，表達現代愛情觀 

藉由音樂鑑賞活動之後，學生選擇適當之媒體素

材表現 

4.在集體展演之後，學生與老師作互動式溝通與

澄清 

一文化學習

與國際瞭解 

二表達溝通

與分享 

三欣賞表現

與創新 

四尊重關懷

團隊合作 

1-4-1、1-4-5、1-4-9 

2-4-3、2-4-6、2-4-7、2-4-8 

3-4-3、3-4-6、3-4-7、3-4-9 

 

準  備  活  動 

活動名稱 時間分配 教        師 學        生 

活動一 

時光隧道 

視覺藝術 

       電影『紅磨坊』 蒐集蒙馬特作家的海報圖片 

音    樂 

       歌劇『波西米亞人』 網羅波西米亞式的社會背景

資料與音樂故事 

表演藝術 

       樂曲奧芬巴哈﹍康康舞曲 

麗都秀影片 

尋找紅磨坊表演時的服裝照

片與影像 

活動二 

愛的故事 

視覺藝術 

       在維諾那有茱麗葉的雕像 

準備照片（雕像）動機 

了解雕像的型態與找尋生活

中雕像的作品（公共藝術） 

音    樂 

       電影{羅密歐與茱麗葉}片段 英文歌曲歌詞先查單字 

表演藝術 

       舞劇{羅密歐與茱麗葉}片段 先準備{羅密歐與茱麗葉}的

故事內容與角色 



活動三 

SHOW一下 

視覺藝術 

       提示各媒體素材的的可能性

與思考方向 

界定主題，準備創作媒材 

音    樂 

       提供音樂的各種型態與空間

效果 

發展主題，進行音樂空間營造 

表演藝術 

       提出舞台肢體與走位的控制 完成主題，展開綜合藝術的表

演與欣賞 

教   學   活   動 

對應學習
重點序號 

對應能力
指標序號 教      師 

時

間 

分

配 

學      生 學習評量 教學資源 

1 1-4-1 

2-4-3 

3-4-1 

活動一： 

視覺藝術 

播放電影『紅磨坊』片

段，並欣賞波西米亞時

期海報與咖啡廳文化

的環境時空重建 

 

45 嘗試運用媒材，製作

一張反應時代愛情

的海報設計並模擬

情境文化融入生活 

學習單 

海報創作 

電視 

單槍投影

機、手提

電腦、CD

與 DVD播

放器、圖

片 

1 1-4-5 

2-4-6 

3-4-6 

音樂 

歌劇『波西米亞人』的

片段（哪那冰冷的小

手、我的名字叫咪

咪），並探討歌劇中

男、女主角的演唱方式 

 

45 根據欣賞片段設計

音樂舞台的走位形

式，以直笛吹奏曲

調，探討音響效果 

小組討論

題綱與創

作 

同儕互評 

電視 

單槍投影

機、手提

電腦、CD

與 DVD播

放器 

1 1-4-9 

2-4-7 

3-4-7 

表演藝術 

播放康康舞曲，使學生

跟這律動跳舞 

探討波西米亞式的服

裝風格 

45 學生以即興方式詮

釋康康舞曲的律動 

設計波西米亞式的

服裝 

 

舞蹈展演 

服裝設計 

電視 

單槍投影

機、手提

電腦、CD

與 DVD播

放器 



2 1-4-3 

2-4-1 

3-4-3 

活動二： 

視覺藝術 

藉由維諾納的雕像引

發動機，欣賞浪漫後期

雕像之美(如羅丹的

吻) 

 

45 以自由媒材選擇完

成愛的故事，主題塑

像，如黏土、食物等

可做單一部位或整

體雕塑 

作品展示 

故事發表 

電視 

單槍投影

機、手提

電腦、CD

與 DVD播

放器 

2 1-4-5 

2-4-5 

3-4-4 

 

音樂 

欣賞電影{羅密歐與茱

麗葉}演唱電影中選曲

與用樂器演奏其中樂

曲，探討悲劇愛情的原

因 

45 學生以小組競賽方

式，演奏與演唱樂

曲，並體會之 

小組競賽 

口頭討論 

電視 

單槍投影

機、手提

電腦、CD

與 DVD播

放器 

2 1-4-8 

2-4-8 

3-4-9 

表演藝術 

藉由視覺藝術的雕

像，討論如何以身體作

雕刻；並探討舞劇 

{羅密歐與茱麗葉}的

視覺符號意涵 

45 學生用身體作個人

體態雕刻，雙人體雕

小組體雕進行愛的

故事創作 

體雕展演 

與發表 

電視 

單槍投影

機、手提

電腦、CD

與 DVD播

放器 

3 1-4-2 

2-4-4 

3-4-3 

 

活動三： 

視覺藝術 

提出環境裝置藝術的

可能性，引導學生做空

間的營造 

 

90 學生以上兩堂課的

成品（海報與雕塑）

完成整體環境空間

（布景與燈光）的營

造 

舞台空間

（布景）設

計圖 

舞台模型 

與圖片 

3 1-4-6 

2-4-6 

3-4-4 

音樂 

配合主題設計，引導學

生音樂配樂創作與剪

接 

 

90 學生完成主題設

定，並尋找適當的音

樂表現方式（演奏、

創）演出 

主題故事

大綱與音

樂處理表 

電影音樂

與廣告音

樂選撥 

3 1-4-8 

2-4-7 

3-4-7 

3-4-9 

表演藝術 

延續服裝與肢體動作

設計，引導學生融入故

事主軸 

 

90 學生以配合主題之

內容，設計服裝與動

作 

服裝設計

與律動 

服裝設計

圖 

 

肆、教學評量 

活動一 

 



視覺藝術學習單 

打開蒙馬特的窗 

班級       姓名             座號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1. 波西米亞式海報有何特色？ 

2. 海報與當時代文化有何關連？ 

3. 如果要你設計一張海報，內容呼應當今社會愛情現象，你會如何作？ 

媒材： 

    設計圖： 

 

 

4. 你認為此張海報應該貼在怎樣的背景環境中？ 

 

 

5. 你對當代愛情的詮釋？ 

 

 

 

 

音樂 

小組討論題綱與創作（斜體字為參考答案） 



打開蒙馬特的窗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組別： 

  組員名單： 

 

一、音樂欣賞題 

1. 第一版本電影、第二版本舞台版，哪一個版本鼓掌有錯誤？ 

第二個版本 

 

2. 電影版與現場版舞台音響處理有何不同？ 

電影版聲音為直鋪式，舞台版傳來朋友從後台的呼喚聲，與前場魯道夫呼

應，咪咪在一旁小聲應答，使聲音向量更多元 

 

3. 魯道夫是詩人；咪咪是織花女，在音樂演唱的樂句處理是否不同？ 

魯道夫角色是詩人，在文辭與呼吸樂句上，較為工整 

咪咪是織花女，所以內容文辭較零落，樂句較為瑣碎 

 

 

二、創作題 

1. 你們這一組為何選擇如此走位方式與音響處理？ 

舞台表 

 

 

 

 

 

 

 

 

 

2. 哪一組你覺得效果比較好？為什麼？ 

 

 

 

 

 

表演藝術 

服裝設計圖 

打開蒙馬特的窗 



班級       姓名             座號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一、波西米亞式的服裝特色？ 

 

 

 

二、如果讓你選擇設計服裝，你會如何進行？ 

1. 項目：帽子                     

2. 媒材：羽毛與塑膠袋 

3. 設計圖： 

 

 

 

 

 

 

 

 

 

 

三、你設計理念為何？ 

 

 

 

 

 

 

 

 

 

 

 

 

 

 

活動二 

視覺藝術 

愛的故事 



班級       姓名             座號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一、用短文寫一段愛的故事 

 

 

 

 

 

 

 

 

 

二、設計雕塑主題： 

三、使用材料說明： 

四、設計圖： 

 

 

 

 

 

 

 

 

 

 

 

 

 

五、自我檢討報告與心得 

 

 

 
 
 
 

活動三 

 

綜合活動 



SHOW一下 

  繳交日期：  年   月   日  組別： 

  組員名單： 

 

1. 當代愛情故事的設定 

 

2. 劇情大綱： 

 

 

 

 

 

 

 

 

 

 

 
戲劇角色分配 

劇本： 導演： 

副導： 場記： 

第一主角： 角色 

第二主角： 角色 

配角 角色 

配角 角色 

 

3. 工作分配表 

 音樂 服裝 布景與道具 燈光 

負責人     

 

4.排演的甘苦談： 

  

 

 

 

同儕小組互評表 

內容/組別 1 2 3 4 5 

劇本、編劇      



25％ 

舞台、服

裝、燈光  

30％ 

     

音樂、配

器、  25％ 

     

完整性 10

％ 

     

創意性 10

％ 

     

總分      

評語      

 

伍、教學心得與期望 

1.教師﹍以行動研究日誌來紀錄研究過程,由此個別故事累積展現一個集

體學習文化 

 

 

2.學生﹍a.文化理解﹍藝術統整的音樂欣賞教學對於學生在課程經驗

統整上,應有明顯的幫助,並且有情意上與創意上的收穫,使欣賞不再只是認

知與技能層面的傳授,使學生能從生活中找到運用的經驗,生命中擁有藝術



人文的共鳴與生活。由文化取向與人文關懷取代學生以前被技術導向領導的

教學,培養學生生活與經驗的結合,並有批判與自省的能力,關懷與關心週遭

的事務,多元議題結合時事。 

b.人文關懷與實踐﹍在人文關懷與價值澄清上，使學生由音樂鑑賞

題材與內容中，得到一些情感的啟發，進而批判思考自身與他人的互動關

係，在一連串反覆辯證與溝通中，展現一種實踐的行動，呼應自我價值建立

後的行動回饋。 

動態的評量方式使學生樂於創作與激發自我詮釋的空間與想像,不再只

是紙上談兵的理論,使學生由多元智能中得到發展，藉由一些動態性活動與

展演，表達情感價值體現。 

c.終身學習﹍由問題探究中心,從問題理解探究的歷程中,提高審美

與思辯,由教師為中心轉向學生小組合作學習,尋找答案的過程中,達到經驗

統整與自我詮釋與成長，培養一生的音樂鑑賞習慣，增進社會的藝術人口與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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