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水變奏曲 

 

一、設計理念 
  

1. 音樂的學習範疇包羅萬象，其中「創作」可以說是音樂能力的一種「整合」表現。 

2. 樂曲創作在國小階段大多著重在高年級，若能在中年級即進行簡單精短的練習，不 

僅激發孩童興趣與創作潛能，在未來能力的銜接上也有所助益。 

3. 本方案以作曲家巴赫經典的《G 大調小步舞曲》為引導，透過遊戲與音樂的結合來 

聽辨三拍子脈動，藉由同曲調而不同拍 號版本的詮釋，進而感知拍子與風格之間的 

關聯性。樂曲中出慣用的節奏型與曲調行進方向做出歸納，導入法國民歌《河水》 

樂曲創作。將學習過程中所認知的音樂元素運用於《河水》中，進行音樂改編創作 

。如:音行仿作或節奏型的改編，讓原本耳熟能 詳的河水有不同的風貌，即是簡單 

變奏曲的形式。整體學習概念即是透過「聆聽」與「思辨」至「創作」之完整歷程 

，即以音樂欣賞為引導教學，將其教材加深加廣至音樂創作之體現。 

 

二、單元架構 
 

河水變奏曲 
 

1.能歸納樂曲中的音樂要素並運用於 G大調【河水】歌曲中進行音樂改編 

2.能運用直笛來演奏改編的河水變奏曲 

3. 能用直笛吹奏自創音樂作品 

160 分鐘（4 堂課） 

課
程
目
標 

教
學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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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領域 設計者 新竹市民富國小陳惠敏老師 

實施年級 三年級 總節數 共 4節，160分鐘 

單元名稱 歡樂時光 

設計依據 

學 

習 

重 

點 

學習表現 
1-Ⅱ-1能透過聽唱、聽奏及讀譜，建立與展

現歌唱及演奏的基本技巧。 

核 

心 

素 

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

活美感。 

藝-E-A2 

認識設計思考，理解藝

術實踐的意義。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

情意觀點。 

學習內容 

音 E-Ⅱ-1 
多元形式歌曲，如：獨唱、齊唱等。基礎歌

唱技巧，如：聲音探索、姿勢等。 

音 E-Ⅱ-2 
簡易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的基礎演奏技巧。 

音 E-Ⅱ-3 
讀譜方式，如：五線譜、唱名法、拍號等。 
音 E-Ⅱ-4 
音樂元素，如：節奏、力度、速度等。 
音 E-Ⅱ-5 

簡易即興，如：肢體即興、節奏即興、曲調

即興等。 

舞風大不同 

＊聆賞巴哈 G大調 小

步舞曲(前半段曲調) 

＊習唱《老烏鴉》 

＊聆賞流行歌《A 

Lover’s concerto》 

＊聽辨兩首樂曲異同處

進行歸納。 

＊簡單介紹音樂家巴哈

G 大調小步舞曲。 

直笛吹奏 

綜合活動： 

（一）分組發表 

 

（二）展演 

 

舞意總動員 

＊巴哈 G 大調小步舞 

曲樂曲分析: 

 

1.以推球遊戲感知老師即 

興演奏之樂曲，了解三拍 

與四拍脈動 

2.以音樂樸克牌「揀紅點 

」遊戲理解各種音符實質 

與運用在小節裡構成的形 

式。 

河水變身術 

＊演唱河水樂譜，並能簡

單分析音樂內涵 

＊分組運用筆電裡 

MuseScore2的創作軟

體，依據需要改編的段落

進行音樂創作 

主
要
教
學
活
動 

觀察評量 

實作評量 

口頭表達 

參與態度 

評
量
筞
略 



 
議

題

融

入 

議題/學習主題 人權教育 

實質內涵 * 欣賞、表現與創新 

與其他領域/科目的

連結 
 

教材來源 教師自編教材 

教學準備 

•電子白板、鋼琴、手球、自製音樂樸克牌、音符磁鐵、筆記型電腦、

學習 單、建置線上互評與自我檢核系統(google forms)、加分寶石(個人

與分組) 

學習目標 

 

1.能欣賞樂曲 BACH之 G大調小步舞曲 

 

2.能習唱《老烏鴉》歌曲，並說出兩者之間異同 

 

3.能聆賞《愛的協奏曲》延伸與巴大調小步舞曲異同處 

 

4.能藉由推球遊戲聽辨樂曲的拍號 

 

5.能透過撿紅點遊戲理解附點二分音符時值 

 

6.能聽辨巴赫 G大調小步舞曲中之音樂現象 

 

7.能歸納樂曲中的音樂元素並運用於 G大調《河水》歌曲中進行音樂改編創作 

 

8.能運用軟體播放器播放改編的河水變奏曲發表創作想法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一、 引起動機 * 舞『風』大不同 

 

1.老師彈奏 BACH 之 G 大調小步舞曲讓學生聆賞，再由學生主動發表

對樂曲的經驗或感覺。 

2.老師再將曲調移至 C 大調彈奏一次，再請學生說出與先前彈奏樂

曲有什麼變化? 

 

 

 

參與態度 

口語評量 
發表想法 

 

<第一節> 

 

15分鐘 

 

15分鐘 

 

 
 



 
二、發展活動 

1. 延續所聽到 C大調的小步舞曲，請學生習唱課本《老烏鴉》歌曲 

 

 

 

 

 

 

 

2. 老師提問 

 

(1)為什麼《老烏鴉》歌曲不用原來的曲調來唱呢? 

(2)再次簡單歸納出兩曲間異同處 

 
 
 
 
 
 
 

3.老師介紹作曲家巴赫生平與《G 大調小步舞曲》由來 

 

4..老師播放 1965 年由 Sandy Linzer 與 Denny Randel改編巴赫

G 大調小步舞曲 為四拍子《愛的協奏曲》一曲，讓學生聆賞後 

，請學生分組在學習單討論歸納與記錄。 

 

⊙引導歸納要項分兩類整理: 

1.相同與不相同  

2.音樂表現元素如:曲調、拍子、節奏、感覺(風格) 、音色(人聲或

樂器等) 

 

三、分析階段 *舞『意』總動員 

※老師從學生歸納學習單中找出需要釐清的音樂問題，進行深入的

探討與分析。從中篩選聚焦為本單元欲探討之音樂元素 

1.老師提問巴赫 G 大調小步舞曲為幾拍子的樂曲?是如何得知?怎麼

數出拍子的?  

 

 

 

 

 

 

發表想法 

參與態度 

 

 

 

 

 

 

 

 

 

 

 

 

 

 

 

 

 

 

 

 

 

 

口語表達 

 

 

 

參與態度 

 

 

 

 

參與態度 

口語表達 

 

 

 

 

 

10分鐘 

 

 

 

 

 

 

 

 

 

<第二節> 

 

1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2.將全班分成四大組圍成一個圓，各組發下一個手球，請學生聽老

師即興彈奏的樂 曲，當聽到重音時將球推向其中一位組員 (勿以拍

球或跳動方式)，接到球的組員繼續聽辨重音再將球推出，持續循環

至音樂結束。 

3.遊戲結束後進行討論:  

a.如果重音是第一拍，請問剛剛的樂曲是幾拍一個循環? 

b.老師再請學生聽著音樂模仿推球的律動，依據其脈動來聽辨樂曲

的拍子，並能正確判斷。 

 

 

 

 

 

 

 

 

4.接著提問"三拍子"在小節數中音符的組成為何? 

a.以舊經驗的二分音符、八分音符、四分音符與四分休止符….等，

在黑板上以音符 卡組成三拍子一小節的節奏。 

b.介紹附點二分音符 

 c.以音樂樸克牌分組進行揀紅點遊戲，以三點(各音符卡集結為三

拍)為原則，來加強 學生對於拍子與音符的概念。 

 

 

5.老師再次彈奏巴赫 G 大調小步舞曲，請學生依據曲調高低以手勢

作出向上或向下動作。 

6.請學生在《老烏鴉》歌曲樂譜上畫弧線來呈現上型音群與下型音

群 

7.最後再次聆賞巴赫《老烏鴉》，分組將樂曲中的拍號、節奏型、

上下型音群、曲式在學習紀錄單做歸納紀錄。 

 

 

 

 

 

 

 

 

 

 

 

 

 

 

 

 

 

 

 

 

 

 

 

 

 

 

 

 

 

 

 

 

 

 

 

 

 

 

 

學習單 

 

<第三節> 

10分鐘 

 

 

 

 

 

 

 

 

 

 

 

 

 

 

 

1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附  



四、 轉換、統整階段 *河水『變』身術 

 

1.老師彈奏《河水》歌曲，請學生一邊哼唱 曲調一邊以推球的方式

來感受拍子的脈動 

2.請學生說出拍號後，第二次邊打樂曲中的節奏。  

3.老師在電子白板上揭示《河水》曲譜，並請學生在圈選出的小傑 

請學生在圈選出的小節，運用《G大調唱曲調邊拍小步舞曲》所歸納

出的節奏型與音形(行進 方向)，準備進行改編創作。(提醒運用 

do、si、ra、sol學習過的音高) 

 

4.老師運用電子白板操作 MuseScore2的創 作軟體，並說明使用方法

後(發下紙張說明 圖:如上圖)，每組發下筆記型電腦進行線上音樂

創作 

 ※老師提示改編節奏與音高的模式，可以 參考小步舞曲所歸納出

來的節奏型仿作或可自行設計。 

5.將改編好的《河水變奏曲》透過播放面板 選擇直笛樂器來演奏，

聆聽後做適度的修改。 

6. 教師逐一播放各組音樂作品，每組推派一名組員簡單說明創作的

想法，說明完畢隨 即透過 google forms系統進行互評與建議 

7.各組每人運用筆記型電腦進行課程自我檢 核。 

8.學生發表對整體課程的想法與建議。 

 

 

 

 

 

 

 

※改編後的新樂曲，為下一次操練直笛技巧延伸課程內容之一 

 

 

 

參與態度 

口語評量 
 

 

 

 

 

 

 

線上操作 

 

 

 

 

 

 

 

 

發表想法 

 

<第四節> 

 

5分鐘 

 

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音 樂 

元 素 

(內涵) 

音 

符 

拍號 節奏型 式 曲調 

(音行) 

聽想 

 (想像力) 

鑑賞 

 (分析與分享) 

創作 

教 材 

要 點 

(目標) 

 3 

4 拍 

1. 

2. 

A AB 

 

上行音群 

下行音群 

風格陳述 版本比較 樂曲改編 

執行 

結果 

達 

成 

達 

成 

達成 成 達成 部份達成 達成 達成 

 

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一、檢討與反思 
 

(一)檢視學生學習行為修正預設課程目標 
 

本課程除了讓三年級孩子嘗試創作外，其主要目的要了解學生是否理解所學音樂元素 

(內涵)，並能正確且適切地運用。在原本設定的學習目標中，從學生的反應(學習單)、回 

饋與最後創作的呈現，檢視後呈現幾項部份達成或待修正的項目。 

 
 
 
 
 
 
 
 
 
 
 
 
 
 
 
 
 
 
 
 
 
 
 
 
 
 
 
 
 
 
 
 
 
 
 
 

 
上表結果顯示:學習單完成的內容，在音樂元素所呈現的正確性極高；在音樂風格的陳述

上教學者認為，三年級的孩子天真活潑，對於聆聽的音樂大多呈現直覺的判斷，如以音量

或音高來描述，和身心發展有正相關，因此在這方面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另觀察其改編

創作結果，若無考量音樂創作的美感因素，各組在教學流程中皆能順利完成。 
 



 
(二)線上創作作品分析檢視:案例舉隅(原創、未經修改) 
 
 
 
 
 
 
 
 
 
 
 
 
 
 
 
第二組作品掌握了上下行音與節奏型的要點，並自行在無需改編的地方進行創作，且多 使

用八分音群來增添樂曲流暢性，也可從中得知，本組學生對本課程音樂內涵的了解程度。 

 
 
 
 
 
 
 
 
 
 
 
 
 
 
 

本組在此創作中可發現:對於音高的設計比較沒有概念或想法，節奏型的運用尚可， 

對於能力較弱的孩子，應該再明確告知使用音高的範圍，可以改善音樂創作的美感~ 

 
 
 
 
 

A B A 
 
 
 

B’ 
 
 
 
此曲改編的方式，多運用重複的節奏型，也依循 A-B-A-B’的曲式，在創作表達力(辨 

知力、理解力)與技能的正確性來評估，以三年級的程度而言這是不錯的改編作品。 
 
 



樂曲 

表現內容 

G 大調小步舞曲 

(第 首) 

愛的協奏曲 

(第二首) 
拍子   

常使用音符   

音樂風格 

(感覺或適 

合的情境) 

  

音色 (使用

樂器) 

  

 

  
 
 
 
 
 
 
 
 
 
 

音色豐附附附  

 
附附附附  

 

 

 
附件一 
 

年 班第 組 、 、 、 號 

請聽完兩首樂曲後，分組討論將所聽到的音樂內容進行分類。可以在下面 CD 中揀選適 

合的答案瑱入，或者依據討論的結果自行寫出: 

一、在下面 CD 中找出適合的答案填入文字 

 
 
 
 
 
 
 
 
 
 
 
 
 
 
 
二、請寫出這兩首樂曲有哪些聽起來相同的地方 
 
 )  
 
 
 
 
 
 
 
 
 
 
 
 
 
 
 
 
 
 
 
 
 
 
 
 
 
 
 
 



 
附件二 
 

三年  班 組 、 、 、 號 
 

一、請同學們在下面樂曲空格處，寫出正確的拍號(數字)、音行變化(上行或下 
 

行音)、曲式(用英文字母標示)、新音符名稱..等。 
 
 
 
 
 
 
 
 

我的名字是 
 

( ) 
 
 
 
 
 
 
 
 
 
 
 
 
 
 
 
 
二、請觀察上面的樂譜中，再下面空格中寫出最常使用的二種節奏型(如: ) 
 

1. 2. 

 
 

三、除了以上兩種樂曲裡常用的節奏型之外，你還能設計出三拍子的節奏型嗎? 

用學習過的 、 、 、 組合試試看!!(加分題)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