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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來源：翰林版改編 教授年級：一年級
教學單元：聲音愛玩家 教學節數 ：17 節
教 學 者：郭麗芬 教學支援：梁文德、林裕峯

壹、設計理念

引領孩子專注聆聽生活周遭和大自然的聲音，學習透過語言、模仿等來描述對聲

音的感受，藉由體驗與探索增進其觀察力。能分辨聲響的方向與來源，當聲響出現時

能做出適切的動作。

藉由此活動，結合學校的科學廊道～聲音探索走廊，進行樂器的敲打探索，透過

敲打的活動，體驗多樣化的音色及快慢不同的聲音，初次接觸各種聲音樂器，讓孩子

了解生活中處處有樂音。進行運用不同樂器創作不同音樂節奏的課程活動，展現孩子

的表達與動手做的能力，增加生活的趣味性。

透過生活小劇場培養與人合作，發展自我與群體良好互動關係，養成參與、欣賞

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貳、課程架構
聲音愛玩家

劇場創意秀

聲音魔術師

聲音躲貓貓

小編劇初體驗

賞玩樂器

體驗聲音走廊

聲音探索走廊

校門口的聲

教室的聲音

校園的聲音

敲
打
玩
節
奏

聲
音
大
發
現

敲
打
玩
節
奏

聲
音
大
發
現

生活小劇場

悄悄話傳愛

小話筒玩具

聲音傳訊息

聲音哪裡來？

好聽vs.不好聽

聲音愛玩家

桃園縣生活課程輔導團

桃園縣仁善國小郭麗芬教師、

平興國小梁文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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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單元目標

1. 能專注聆聽生活週遭的各種聲音，從音色辨別出聲音名稱。

2. 能分辨聲音的方向與來源，並做出適切的動作。

3. 體驗聲音，探索走廊的各種樂器，發現各種材質樂器會有不同的音色和屬性。

4. 敲玩各種樂器，能分辨節奏卡的長短音進行拍念。

5.  利用各種材質製作小話筒，透過小話筒對家人、老師或同學，表達自己心裡的想

法。

6.  從生活經驗中找出有關聲音小劇場題材，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小劇本。

7. 依角色分配能流暢演出。

肆、對應能力指標
1-1 以五官知覺探索生活，察覺事物及環境的特性與變化。

1-2 透過各種媒材進行探索活動，喚起豐富的想像力，並體驗學習的樂趣。

2-1 接觸生活中的人、事、物，理解文化、藝術與自然現象的豐富性。

2-2 觀察生活中人、事、物的變化，覺知變化的可能因素。

3-1 嘗試運用各種生活素材，表現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3-3 養成動手探究事物的習慣，並能正確、安全且有效地行動。

4-1 使用合適的語彙或方式，表達對人、事、物的觀察與意見。

4-3 能聽取團體成員的意見、遵守規則、一起工作，並完成任務。

5-1 相信自己只要能真切的觀察、細心的體會，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5-3喜歡探討事情演變的原因，並養成對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態度。

5-4養成參與、欣賞展示及演出時的基本禮儀與態度。

伍、教學流程

單元一：聲音躲貓貓（4節）
單元目標
1.能專注聆聽生活周遭的各種聲音，從音色辨別出聲音名稱。（總結性）
2.能分辨聲音的方向與來源，並做出適切的動作。（總結性）
活動目標
◆ 透過「聲音躲貓貓」活動後
1-1 能聆聽生活中身旁的各種聲音。
1-2 能記錄探索聲音作業單。
1-3 能說出聲音的名稱。
1-4 能辨別音色。
1-5 能運用口語或肢體模仿聲音。

2-1 察覺樂音與噪音，對自己與他人的影響。
2-2 能適切的表達出聽到聲音時心裡的感受。
2-3 能遵守遊戲規則。
2-4 能辨別各種聲音的訊息。
2-5 能知道聲音的來源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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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引起動機
　　 閱讀「大耳朵，下聲音」繪本，藉由故事內容：
「眼睛看風景，耳朵聽『音景』。什麼意思呢？聆
聽，捕捉環境中的聲音，在腦中拼貼畫面，將和眼
前景色不同。就像看不見蟬，牠們嘶嘶叫的鳴聲卻
塞滿整個夏天。」引導孩子對生活週遭的聲音，例
如於上學途中、班上聽到的點點滴滴，透露著什麼
訊息，學習做聆聽、記錄與分享。

10' 「大耳朵，
下聲音」繪
本C D的情
境聲音

專心聆聽

二、發展活動
◎聲音大發現
（一）「聽」的遊戲
1.  教師預錄孩子的讀書聲音、挪動桌子、教室外的鳥叫
聲、手機來電鈴聲⋯，放置教室各角落，聽聲辨位，
分組尋找。

2. 能正確說出聲音的位置。
3. 說一說每一種聲音各代表的意思。
4. 說一說「聽」對於每個人的重要性。
（二）校園的聲音
1. 請孩子閉眼聆聽教室內外，並說出聽到的聲音。
2.  到校門口、遊戲器材區、操場、樹下⋯，閉眼聆聽週
遭的聲音，分辨來源與方向。分組按照時間、地點記
錄下來。

3.  回到教室後請孩子分享所聽到的聲音，教師記錄在黑
板共同討論：
　⑴ 哪些聲音是由人們活動時所發出的聲音？哪些是大
自然的聲音？

　⑵時間、地點與聲音出現時有什麼關聯？
　 （下課時大家都在活動，比較吵鬧、樹下聽到鳥叫
聲、樹葉飄動聲、上課時校園較安靜⋯。）
　⑶ 發現「聲音探索走廊」~有傳聲筒、長短管、各式
敲擊樂器，約定找時間前往探索。

（三）聲音模仿王
　模仿猜一猜~模仿生活週遭的各種聲音：
　⑴模仿動物的叫聲，讓大家猜猜看？
　⑵ 每人選擇兩種動物，模仿他們的聲音，並說出這兩
種聲音的不同。（例如：小狗與大狗⋯）

　⑶ 聽辨人聲音色：請全班閉上眼睛，教師指定一人發
出聲音或說一句話，大家猜是誰。

　⑷討論為何可以分辨出說話的人。
　 教師歸納：每個人的音色都不同，所以可以分辨出是
誰的聲音。

5’

25’

25’

15’

手機錄製各
種聲音

探索聲音記
錄單

能安靜聆聽
發表感受

能安靜聆聽並
做記錄

能發表探索時
聽見的聲音
能分辨人聲或
是大自然的聲
音
能發表二者與
聲音的關聯
能發表對聲音
的感受
總結性評量

能大方模仿各
種叫聲
能遵守欣賞規
則
能分辨音色

◎聲音會說話
（一）好聽vs.不好聽的聲音
1. 討論：什麼是好聽的聲音？不好聽的聲音？
2. 討論：樂音和噪音對生活有什麼影響？
3.  討論：這些聲音帶給自己的心情感受？（鳥叫聲讓人
心情愉悅、上課吵鬧聲讓人煩躁⋯）

20’
發表能探究噪
音的來源
發表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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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探究噪音的來源，有無方法避免？（例如上課時舉手
發言不隨便說話、不吵架⋯）

5.  發表生活中要如何不製造噪音妨礙他人。（在走廊上
輕聲慢步通過教室，不妨礙他人上課、輕輕的挪動桌
椅。）

6. 教師歸納
　⑴ 在我們生活週遭有很多聲音，包括人們活動與大自
然裡的，透過觀察認識並分辨各種聲音。

　⑵ 好聽的聲音會讓人心情愉悅；不好聽的聲音會讓人
煩躁，要能感同身受，隨時注意控制自己的行為與
聲音，避免造成他人的困擾。

（二）聲音哪裡來？
1. 聽聲辨位遊戲
　 二人一組，請一人用右手塞住右耳，另一人分別於右
耳與左耳說話，哪一耳聽的比較清楚？

2. 全班閉上眼睛，聽教師敲響板，指出正確的方向。
3.  大家圍成一圈傳遞響板敲奏，一人在圓圈中蒙上眼
睛，聽聲音尋找手持響板的人。

4.  為何要有敏銳的聽覺？生活中哪些情況需要聽辨方
位？（閃避車子、避開危險⋯）
（三）聲音傳訊息
1. 在學校怎麼知道是上課和還是下課的時間呢？
2. 發表生活中具有提醒功能的各種聲響。
　（鬧鐘、電話鈴聲、垃圾車的音樂聲⋯）
3.  發表探索校園時或是生活週遭聽到的聲音，共同討論
這些聲音傳遞的訊息。（聽到救護車的聲音，表示要
趕快靠邊讓救護車先通行；聽到操場上整齊的口令
聲，表示有人在上體育課⋯）

4. 聽到聲響的反應
　⑴路上聽到汽車喇叭聲，若不閃避會如何呢？
　⑵早上聽到鬧鐘聲響，若不起床會會如何呢？
5. 即時反應遊戲
　⑴教師準備聲音情境題，抽題即興回答。
　⑵各組抽一個聲音情境題，討論後進行排練。
　例如：
　●家裡門鈴響，弟弟立刻走到門邊⋯
　●過馬路時聽到摩托車的聲音⋯
　●垃圾車的音樂聲，大家靠近準備⋯
　●放學過馬路時，聽到導護老師的哨音⋯
　⑶各組依序表演聲音的情境與反應動作。
　⑷ 討論與分享。
6. 教師歸納：聽到各種聲音該有的正確反應。
三、綜合活動
1.  生活周遭充滿各種聲音，只要能細心聆聽即能發現。
它可以分為大自然的聲音和人工製造的聲音，而要避
免製造噪音影響他人。

2.  每種聲音可以告訴我們各種不同的訊息，因此培養敏
銳的聽覺是很重要的。
　第一~四節結束

20’

40’

響板

聲音情境題
的長短牌

能知道避免製
造噪音

專心聆聽

能專心體驗並
發表感受

能遵守遊戲規
則
能聆聽聲音來
源並發表

能說出聲音所
傳遞的訊息，
並做出正確的
動作。

發表

能分組合作
能與同學討論
合作展演情境
題
能專注欣賞演
出
能做出正確的
判斷

總結性評量

專注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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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二：聲音魔術師（7節）
單元目標
3. 體驗聲音探索走廊的各種樂器，發現各種材質樂器會有不同的音色和屬性。（總結性）
4. 敲玩各種樂器，能分辨節奏卡的長短音進行拍念。（總結性）
5. 利用各種材質製作小話筒，透過小話筒對家人、老師或同學，表達自己的想法。
活動目標
◆ 透過「聲音魔術師」活動後
3-1 能發現不同樂器的聲音和屬性。
3-2 察覺長短管音色有不同的音階。
4-1 能認識節奏卡的長短音。
4-2 能創作各種樂器聲音的念謠。

5-1 能利用不同媒材製作小話筒。
5-3 能知道小話筒清楚傳聲的方法。
5-2 能展示並說明作品。
5-1 能透過小話筒表達心裡的想法。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一、引起動機
　　 在校園探索聲音時發現「聲音探索走廊」上有各式
各樣的聲音器物，帶領孩子展開體驗之旅。

◎敲打玩節奏
二、發展活動
（一）體驗聲音走廊
長短管
1.  在樓下觀察管子的外觀與不同之處，請孩子發表見。
（管子有紅橙黃綠藍靛紫白黑等顏色、有長短胖
瘦⋯）

2. 孩子敲擊長短管聆聽聲音，有何不同之處？
3.  再次將管子分為長短組與胖瘦組，進行拍打管子探索
聲音的不同？請孩子紀錄後發表與分享。

4. 教師歸納：
　⑴ 彩虹長短管子連續拍打可以拍出 ㄉㄛ  ㄖㄨㄝ  ㄇㄧ  
ㄈㄚ  ㄙㄛ  ㄌㄚ  ㄒㄧ  ㄉㄛ的音階。

　⑵ 黑白胖瘦組的管子拍打時會出現高音與低音的不
同。

敲擊樂器
1. 認識鐘琴、揚琴、鐵琴、木琴⋯等各種敲擊的樂器。
2.  體驗敲打上述樂器，請孩子說出樂器聲音不同的特
色。

3.「聽聲辨音」猜樂器。
傳聲筒
1.  教師引導孩子觀察另一組灰色管子，由二樓通道三樓
的陽台，請問他們這是什麼？（傳聲筒）

2.  將孩子分為二組，一組留在二樓，另一組上三樓，進
行傳話遊戲。

80’
北棟二樓陽
台

北棟二樓走
廊

北棟二三樓
陽台

能拍打探索音
階之不同

能發現管子粗
細與高低音的
關係

能發表音階的
不同
能發現高低音
的不同原因
能體驗各種器
物
能分辨器物的
音色並說出名
稱（總結性評量）

發表

能知道傳聲時
的技巧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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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孩子發表讓話語傳清楚的方法與技巧。（孩子在幼
稚園時大部分有做過小話筒的經驗，樂於與大家分
享經驗。例如：嘴巴靠近管口說話、耳朵要貼近管
口⋯）

4. 教師歸納：
　 大家都玩過傳聲筒，知道水管可以傳聲音，除了水管
可以傳聲音，有同學玩過不同的傳聲筒，我們也來做
做看。
（二）賞玩樂器
　 孩子說：「升旗唱國歌與頒獎時大哥哥和大姊姊會敲
擊與彈奏很多樂器為大家伴奏，演奏好聽的聲音喔！
他們很厲害呢！」
　 教師：學校的樂隊有哪些樂器？他們是怎麼讓樂器發
出聲音的？我們去觀賞他們的表演。

1. 帶領孩子參觀樂隊，觀賞他們演奏的情形。
2. 請問孩子聽完演奏後的感覺？
3. 學長姐利用樂器敲擊出好聽的聲音，是如何做到的？
（有節奏、高低音⋯的配合）
4.  請孩子訪問學長姐：樂器名稱？如何敲奏？練習敲
奏。

5. 發表觀察與訪問後的新發現，並分享自己的感受。
（三）我會玩樂器
1.  教室後展示大鼓、小鼓、木魚、響板、三角鐵、鈴
鼓，請孩子敲玩各種樂器，找出正確使用方式。

2. 教師示範念謠中的節奏，請孩子跟著模仿。
　　　

3. 教師引導將【小木魚】的念謠分句練習。
4. 請孩子使用各種樂器創作念謠並拍念節奏。
5.  教師歸納：有節奏的拍打，可以產生好聽的樂音；隨
意敲打會製造噪音，讓人煩躁。
◎把愛傳出去
（一）製作小話筒
1.  討論：要製作小話筒玩具需要準備什麼物品？請孩子
事先蒐集準備所需材料。

2.  展示帶來的各種材料，討論自己的設計想法，做出不 
一樣的小話筒。

3. 與同學進行悄悄話遊戲。
（二）小話筒傳聲
1. 嘗試各種方法，讓小話筒能清楚傳聲。
2. 發表最清楚的傳聲方式。
3.  透過小話筒進行「把愛傳出去」的活動，讓孩子對同
學、老師或家人說出心裡想說的話，完成作業單。
三、綜合活動
1.  每種樂器各有其音色，透過不同的樂器經過分組拍念
出的節奏，頗有特色。

2.  希望藉由小話筒，孩子能表達心裡的話，能夠把愛傳
出去。
　第五~十一節結束

40’

80’

80’

大鼓、小鼓、
手 鼓、 鈸、
口風琴、鐘
琴⋯

大鼓、小鼓、
木魚、響板、
三角鐵、鈴
鼓
節奏卡

作業單

紙杯、寶特
瓶、各種線
材、剪刀、
牙籤⋯

作業單

專心聆聽

認真欣賞並遵
守禮儀
發表
能提問並認真
學習
發表感受

能認真念誦
能辨認節奏卡
長短音

能創作念謠並
拍念
總結性評量

能蒐集材料製
作小話筒

成品展示與說
明
能欣賞他人作
品
能進行傳話遊
戲
完成作業單
總結性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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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劇場創意秀（6節）
單元目標
6. 從生活經驗中找出有關聲音小劇場題材，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小劇本。（總結性）
7. 依角色分配學生能流暢演出。（總結性）
活動目標
◆ 透過「劇場創意秀」活動後
6-1 能從生活經驗中找出小劇場題材
6-2 能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小劇場劇本
6-3 能配合劇情將聲音展現出來

7-1 能按照角色分配大方演出小劇場
7-1 能遵守觀眾應有的禮儀與態度
7-3 能收拾場地

教學活動內容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學習評量
ㄧ、引起動機
　　 子騫於「聲音傳訊息」活動中，曾經發表與大人出
門購物時，因為路上很多車子，沒注意到道路上的
車況，不小心被摩托車撞到了，當時他昏倒在地，
是媽媽叫救護車送到醫院治療才醒過來。

　　 請孩子發表當下發生的事情會有哪些聲音？因為什
麼原因才會出車禍？大家一起模仿與表演。

二、發展活動
◎小編劇初體驗
　 與孩子討論在平時生活中發生的事情，當時是如何處
理的？需要融入哪些聲音？請特別展現。引導孩子尋
找短劇題材。
（一）分組討論∼產出小短劇題材
1. 晚上全家人回家後，家人煮晚餐與倒垃圾⋯
2. 家裡遭小偷⋯
3. 假日全家逛夜市⋯⋯
4. 下課時間玩耍⋯⋯
5. 上課情形⋯
（二）小小編劇家
1.  分組∼每組6人，請孩子合作共同討論編寫劇情，劇
長1-2分鐘的時間。

2. 引導孩子從生活經驗出發編寫劇本。
3. 分配角色、背台詞。
4. 準備各種道具、排演。

10’

10’

140’
紙筆

發表

能發表生活經
驗而找出題材

能分配工作，
完成編劇

能遵從小組分
工，認真排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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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劇場
1. 準備場地、攝影器材、走位練習。
2.  指導孩子欣賞時要注意禮貌與規則，給予適時的鼓
勵。

3. 正式演出
4. 場地收拾與復原
三、綜合活動
1. 大家能共創生活小劇，是合作學習的展現。
2.  能用心讓小劇場順利演出，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如覺
得表現不佳，則應該檢討問題所在，下次改進。

3. 大家能遵守展演規則與禮貌，表現很棒。
　第十二~十七節結束

80’ 相機、攝影
機
道具、桌椅

欣賞的禮儀與
態度
能大方認真演
出
總結性評量
專心聆聽

   

陸、多元評量

總結性評量的基準與規準

基準

座號　姓名

單元一
聲音躲貓貓

單元二
聲音魔術師

單元三
劇場創意秀

1. 能專注聆
聽生活周
遭的各種
聲音，從
音色辨別
出聲音名
稱。

2. 能分辨聲
音的來源
與方向，
並做出適
切 的 動
作。

3. 體驗聲音
探索走廊
的各種樂
器，發現
各 種 材
質樂器會
有不同的
音色和屬
性。

4. 敲玩各種
樂器，能
分辨節奏
卡的長短
音進行拍
念。

6. 能從生活經驗中找
出有關聲音小劇場
題材，分工合作共
同完成小劇本。

7. 依角色分
配能流暢
演出。

學生
互評

教師
評分

平均
得分

1 王○輝 3 2 3 3 3 3 3 2
2 徐○騫 3 3 2 3 2 2 2 3
3 蘇○宸 3 3 3 3 3 3 3 3
4 章○龍 2 2 1 2 1 1 1 2
5 游○綸 2 3 2 3 2 1 1.5 2
6 王○翔 3 4 3 2 2 2 2 2
7 吳○哲 3 4 3 3 2 2 2 2
8 陳○瑋 2 3 2 2 2 1 1.5 1
9 洪○宇 3 2 2 2 1 1 1 1

10 劉○昇 3 3 3 1 2 2 2 2
11 陳○強 3 3 3 2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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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藍○恩 3 3 3 3 1 2 1.5 3
13 郭○恩 3 4 3 1 1 1 1 1
14 黃○勳 3 4 3 3 3 3 3 3
15 王○凱 3 3 3 2 3 2 2.5 2
16 林○德 3 4 3 2 3 3 3 2
17 林○臻 3 4 3 3 3 3 3 3
18 游○婕 3 3 3 3 3 3 3 3
19 季○汝 3 4 3 2 3 3 3 2
20 王○紜 3 4 3 2 3 3 3 3
21 黃○禎 2 3 2 3 1 1 1 1
22 張○筠 3 4 3 3 3 2 2.5 2
23 王○茹 2 4 3 3 1 1 1 1
24 黃○妤 3 4 3 3 3 3 3 2
25 林○拉 2 4 2 3 3 3 3 3
26 潘○瑜 3 4 3 2 3 2 2.5 2
27 許○玲 3 4 3 2 3 3 3 2
28 賴○恩 3 4 3 3 3 3 3 3

單元一　聲音躲貓貓

基準
1.  能專注聆聽生活周遭的各種聲音，從音
色辨別出聲音名稱。

2.  能分辨聲音的來源與方向，並做出適切
的動作。

規準

3分： 能專注聆聽生活周遭的各種聲音，從
音色辨別出聲音名稱。

2分： 能聆聽生活周遭的各種聲音，經協助
後從音色辨別出聲音名稱。

1分： 能聆聽生活周遭的各種聲音，經協助
後無法從音色辨別出聲音名稱。

4分： 能分辨聲音的來源與方向，知道3種
以上聲音所傳達的訊息。

3分： 能分辨聲音的來源與方向，知道2種
聲音所傳達的訊息。

2分： 能分辨聲音的來源與方向，只知道1
種聲音所傳達的訊息。或是無法分辨
聲音的來源與方向，但知道2種聲音
所傳達的訊息。

1分： 無法分辨聲音的來源與方向，知道1
種以下聲音所傳達的訊息。

單元二　聲音魔術師

基準
3.  體驗聲音探索走廊的各種樂器，發現各
種材質樂器會有不同的音色與屬性。

4.  敲玩各種樂器，能分辨節奏卡的長短音
進行拍念。

規準

3分： 能從樂器的音色判別說出名稱達3種
以上。

2分： 能從樂器的音色判別說出名稱達2種
以上。

1分： 能從樂器的音色判別說出名稱達1種
以上。

3分： 敲玩各種樂器，能分辨節奏卡的長短
音進行拍念。

2分： 敲玩各種樂器，經協助能分辨節奏卡
的長短音進行拍念。

1分： 敲玩各種樂器，經協助無法分辨節奏
卡的長短音進行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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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劇場創意秀

基準
6.  能從生活經驗中找出有關聲音小劇場題
材，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小劇本。

7. 依角色分配能流暢演出。

規準

學生互評
3分： 小組編劇時能出點子、熱烈參與討論

將劇本完成。
2分： 小組編劇時未能出點子、但能參與討

論將劇本完成。 
1分： 小組編劇時未能出點子、也未能參與

討論將劇本完成。
教師評分
3分： 能找出有關聲音題材，小組合作共同

完成劇本。
2分： 能找出有關聲音題材，經協助小組合

作共同完成劇本。
1分： 能找出有關聲音題材，經協助後小組

無法合作完成劇本。

3分：依角色分配能流暢演出。
2分： 依角色分配經協助後能順利演出。
1分： 依角色分配經協助後仍無法演出。

一、形成性評量∼表現檢核表

項目

座號 姓名
A 探索聲音紀錄單 B 小話筒作品 C 把愛傳出去作業單

1 王○輝 ○ ○ V
2 徐○騫 V ○ ○
3 蘇○宸 ○ ○ V
4 章○龍 V ○ ○
5 游○綸 △ V ○
6 王○翔 △ V △
7 吳○哲 V ○ ○
8 陳○瑋 V V △
9 洪○宇 ○ V ○
10 劉○昇 ○ △ ○
11 陳○強 ○ ○ V
12 藍○恩 V V V
13 郭○恩 △ △ ○
14 黃○勳 ○ V ○
15 王○凱 ○ ○ △
16 林○德 △ ○ V
17 林○臻 ○ ○ ○
18 游○婕 ○ V ○
19 季○汝 ○ V V
20 王○紜 ○ V ○
21 黃○禎 ○ ○ V
22 張○筠 V ○ ○
23 王○茹 ○ ○ ○
24 黃○妤 V ○ ○
25 林○拉 ○ ○ ○
26 潘○瑜 V ○ ○
27 許○玲 △ ○ V
28 賴○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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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愛玩家學習成績總表

座
號

姓名

評量成績（共40分）
學習總成績
（基本60分+ 
評量成績）

總結性評量分數（占60％） 形成性評量分數（占40％）

得分/總分 ×40分×60％後 得分/總分 ×40分×40％後

1 王○輝 16/19 20 8/9 14 94

2 徐○騫 16/19 20 8/9 14 94

3 蘇○宸 18/19 22 8/9 14 96

4 章○龍 10/19 12 8/9 14 86

5 游○綸 13.5/19 17 6/9 10 87

6 王○翔 16/19 20 5/9 8 88

7 吳○哲 17/19 21 8/9 14 95

8 陳○瑋 11.5/19 14 5/9 8 82

9 洪○宇 11/19 13 8/9 14 87

10 劉○昇 14/19 17 7/9 12 89

11 陳○強 15/19 18 8/9 14 92

12 藍○恩 16.5/19 20 6/9 10 90

13 郭○恩 13/19 16 7/9 12 88

14 黃○勳 19/19 24 8/9 14 98

15 王○凱 15.5/19 19 7/9 12 91

16 林○德 17/19 21 6/9 10 91

17 林○臻 19/19 24 9/9 16 100

18 游○婕 18/19 22 8/9 14 96

19 季○汝 17/19 21 7/9 12 93

20 王○紜 18/19 22 8/9 14 96

21 黃○禎 12/19 15 8/9 14 89

22 張○筠 17.5/19 22 8/9 14 96

23 王○茹 14/19 17 9/9 16 93

24 黃○妤 18/19 22 8/9 14 96

25 林○拉 17/19 21 9/9 16 97

26 潘○瑜 16.5/19 20 8/9 14 94

27 許○玲 17/19 21 6/9 10 91

28 賴○恩 19/19 24 9/9 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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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成性評量∼質性描述

王○翔
蘇○宸

對於模仿聲音頗有表現慾望，二人合體表演「嘎吱窩」模仿放屁聲很像，引起大家
的共鳴，其他人才有勇氣上台表演。

林○拉 平時文靜內向，下課老是跟著我的後頭轉啊轉，竟提起勇氣出來模仿「牛」的聲
音，還蠻像的呢！熟悉班上人事物後，漸漸能與大家互動展現所學，有驚豔感。

徐○騫 能清楚表達噪音對他人的影響~上課時，外面汽車按喇叭很吵，就是噪音。平時發現
他上課不夠專注，但發表時能言善道。

章○龍 無法用語言表達聽到的聲音，但會使用肢體模仿。

王○紜 能清楚表達上課找同學說話就是噪音，要專心上課。

劉○昇 隨便拉動桌子會很吵，就是噪音。

林○臻 下課在教室大吼大叫又跑步，是不好的行為，很危險。

黃○禎 對於使用樂器創作念謠有些怯場，過於緊張無法展現，跟她說慢慢來即可以做得
到。

許○玲 大方並有自信的表現創作，學習力很強。

郭○恩 對於拍打節奏常會因緊張而出錯，需要不斷的引導練習。

王○凱 對於傳聲筒知道是利用空氣將聲音傳達出去，能清楚的表達。

藍○恩
王○翔
章○龍

無法專注欣賞表演，會玩小物。

柒、教師省思

單元一　聲音躲貓貓

1.  第一次到校園各處去尋找「聲音」，採分組方式進行，但小組互動很少，甚至是大

聲說話，在各組巡視時提醒要「專注聆聽」的找聲音。紀錄單上展現觀察的成果，

在教室發表後請孩子於紀錄單上選一種喜歡的聲音，分辨是大自然還是人工的聲

音，有8位孩子不會判斷。發現有二個原因：一是看不懂語句的意思，另一個是不會

分辨。

　 於是請每人拿紙張寫一種聲音，貼在黑板上，把相同的拿掉，請大家討論後作二分

法，並說出分類的理由，作澄清後幾乎可理解分類。

2.  在模仿聲音方面，孩子表現過於靦腆而放不開，只有少數幾個願意出來表演。心想

是生活經驗不足還是對週遭事物沒能專注觀察，所以不敢作沒把握的表演。

　 請孩子回家後再觀察家人和週遭的聲音，能和家人練習，進行討論或是表演。隔天

上課時再一次的模仿表演，詣翔利用「嘎吱窩」表演放屁聲後，把氣氛炒熱了，比

較多孩子願意上台。深思本班孩子個性較內向，需要更多的引導與鼓勵！

3.  玩「聽聲辨位」遊戲，孩子展現高度的興趣而熱烈參與，幾乎都能分辨聲音的來源

與方向。但是在「聲音傳訊息」方面請孩子演出應有的即時反應動作時，又開始靦

腆內縮了，「會說」但是不愛做動作。

　 經過思考∼「多鼓勵，不勉強」。於是修正評量方式，先聽教師述說情境再播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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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聲音」，請孩子書寫回答應有的反應動作，藉以了解孩子的學習程度與應有的

正確態度。

4.  噪音與樂音對於個人來說是很主觀的感受，於課堂中孩子的發表內容中發現，每人

感受稍有不同，幾乎有一半的孩子願意說自己的想法。如要以此來當作評量依據，

似乎不太有說服力。因此，與輔導團校長們討論後僅做質性描述孩子的想法與感

受，藉用語言知道孩子的想法，再給予適當的正確觀念。例如：有人認為敲桌子的

聲音很好聽～上課有規律節奏的敲打真的很好聽；寫習作時有人敲桌子就是干擾別

人學習，當時機與場合不對時就會給人不好的聽覺反感，這需要時時給孩子機會教

育。

單元二　聲音魔術師

1.  「聲音探索走廊」對全校孩子來說是新鮮的嘗試，因為是科學教育特色學校，因此

申請經費剛剛裝設好。拜此次課程之賜，本班是第一個使用的體驗者，面對廊道上

的各種敲擊樂器，充滿好奇的眼光，【長短彩虹管】架在二樓陽台的圍牆上，孩

子問那是什麼？請他們敲敲看，拿各種不同的敲擊物（墊板、課本、鞋子、紙箱

板…）選出最有效果的做敲擊器。有孩子跟唱Do Re Mi…發現有音階的產生，觀察

後知道是長短管子經過拍打造成音階的高低音。原本設計想讓孩子做延伸的課程，

在教室集思廣益、不斷引導敲打身邊物品，孩子們無法產生聯想創作音階的器物。

　 有些氣餒！想想想∼唉呀！孩子還小，經驗是需要累積的，初體驗的課程就要產

出，太折騰他們了。換個角度思考，孩子發現了高低音的音階，再延伸至敲擊樂器

區（木琴揚琴鐘琴⋯）做敲擊體驗那不就驗證孩子的發現嘛!最基礎的Do Re Mi⋯孩

子已大致認識它們，真了不起！於是在評量方面轉換為從音色辨認樂器，將在地的

科學特色從小一扎根，讓孩子在敲擊玩樂中學到各種樂器各有特別的音色，要用心

欣賞它們。

2.  在傳聲筒方面，孩子透過水管傳話玩得很起勁，沒玩過的孩子先觀察後再小心翼翼

的使用它，很有趣呢！大家研究聲音是怎麼傳上傳下的？昱凱：「水管裡的聲音是

利用空氣傳聲的。」更說明「長短彩虹管也是利用空氣傳達產生聲音」，能將幼稚

園所學的舊經驗延伸至此次課程，因互動讓同學習得新知識，體驗探索的聲音課

程，著實讓孩子從做中學。

　 另一個舊經驗的延伸當然是免不了製作「小話筒」，這次的小話筒要求孩子們自己

製作並設計圖案，倆倆互動傳聲交朋友，表達感謝之意。請孩子和家人互動「傳

愛」，看見家長的回饋與回味兒時玩具的趣味，真感人呢！

單元三　劇場創意秀

1.  分組編寫劇本，用意是想讓孩子學習透過合作完成。有兩組討論熱絡，氛圍和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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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頗佳；有兩組從旁協助能夠進行討論編寫；另一組互動差，從旁引導後還是無法

完成編劇，最後由我與他們討論後請他們寫下完成。心想～最後一組孩子們的個性

均較內向，也較自我，這是在分組時沒有想清楚，認為有1-2人反應快較活潑應可以

帶的起來。

2.  在一次閱讀「點」繪本故事後要孩子寫出自己的想法，竟然有多位孩子說：「他們

不會演戲，但是很想把戲演好，能給大家欣賞。」看了有點心疼與欣慰，心疼是孩

子對演戲有壓力；欣慰是孩子有責任心，要把事情做好。身為導師的我，雖然也有

教學與評量的壓力，相信我也可以做好份內之事。

3.  經過不斷排練，孩子們自己分配要帶的道具，還有家長共同製作道具後，終於要上

場演出。首先告知他們演戲不是個人秀而是團體合作的展現；看戲的人要遵守禮儀

與規則，才是好的觀眾。演出時雖然有忘詞、動作走位錯誤、表情僵硬…等狀況，

但是也有爆笑即興的演出…，孩子們的第一次很棒，觀眾們有掌聲也有笑聲，我們

看了五場好戲呢！經過戲劇演出後，大部分的孩子學會與人互動，學會分工合作與

分享，這種內化情意的行為展現，對一年級的孩子來說是寶貴的初體驗。

捌、後記

◆ 一年級的孩子學習步調慢，原本的教學架構也時時修正。因為多元評量，透過教學

觀察與紀錄，更能了解孩子的學習程度與特殊狀況。

◆ 思考形成性評量與分數轉化，著實傷透腦筋，與輔導團的校長們討論，形成性不一

定要給分數，只做質性描述紀錄，當作教學觀察、學生反應與課程修正的依據。確

實，在教學的過程中，要顧及教學、打成績或是紀錄，對於教師來說是非常吃力的

一件事情。如能在教學後做學生觀察紀錄，既能即時反省教學又能知道孩子當時的

想法與學習狀況，再及時修正教學或是補救教學，是個不錯的方式。但是對於作業

單與作品，個人認為還是需要給予學生成績與及時回饋，給孩子肯定與鼓勵。

◆評量的方法與時機點需要再精確與精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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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評述 

「聲音愛玩家」是一份優良的教學案例，除了考量孩子的學習興趣和能力

外，還透過點點滴滴的關懷去溫暖孩子的內心，讓孩子除了在各項聲音的體驗

探索外，也能有被認可和成功的的舞台。以下是我對「聲音愛玩家」這份教學

的看見：

一、 教師的細膩度：課程鷹架的搭設環顧每個環節，且每個環節鋪陳十分細

膩，讓孩子對聲音這件事不是只有單純的「聽見」，而是能享受全面的

「聽見」，並且快樂融入其中。且每個小單元間的銜接也能依孩子的學習

興致，循序漸進的引導，讓孩子的學習面向多元化、活潑化。

二、 真實情境脈絡：透過孩子生活的日常情境，收集各方的聲音，用錄音的方

式讓孩子聆聽，閉上眼聆聽校園的聲音，以及聽辨同學熟悉的聲音，這一

切的聲音，對低年級的孩子而言是非常熟悉也非常陌生，熟悉的是每天都

在沉浸在這些聲音裡，陌生的是未曾停駐專心聆聽。藉由課程的鋪陳能讓

孩子在生活中找回熟悉的聲音，並對日後各種聲音產生感知，有了更佳的

敏銳度。校園中的「聲音走廊」，讓孩子深歷其境去體驗和探索，聲音不

只「聽」，還可以「製造」，還可以「玩」，所以「聲音」是多麼有趣味

性啊！而這一切全在孩子真實生活情境脈絡下發生。

三、 察覺差異性：探索最終目的，就是覺察差異性和同質性。在課程的引導

下，孩子的聆聽提高品質，不是只有聽「聲音」，還要辨「聲音」，並且

瞭解「聲音」所帶來的意義。所以這個課程不單單是玩「聲音」而已，反

倒是在課程的脈絡中隱藏了很多有教育性的生活素材，最有意思的是「聲

音傳遞訊息」的反應探討，通常教師教學很少處理這部分，但此課程卻很

清晰的讓孩子去感受聲音所傳遞的訊息，並做出適切的反應，對日後學童

的經驗有加乘的效果。

四、 重視合作性：低年級的學童以自我為中心，合作性較差，所以合作需要透

過不斷的鼓勵和引導，在省思中教師也提及發現孩子的狀態，而這些狀態

對日後教師在分組合作的前提下，能做更深層的能力考量與更多的引導。

經由一次又一次的學習碰撞，最後，孩子的戲劇演出不論是否最優，卻是

最真實、最感人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