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

第十三卷第二期  2017年6月  頁65-102

「閱讀理解策略融入音樂欣賞」之 
音樂批判性思考教學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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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閱讀理解策略」進行音樂欣賞方案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欲達成「音

樂批判性思考」的教學目的。以「閱讀理解策略」設計的音樂欣賞方案實施歷程

中，研究者發現可達成「音樂批判性思考」成效如下：一、預測策略有助於描述

與觀察辨別音樂的問題或情境。二、連結策略運用了核心思考技巧解決音樂的問

題，並且以「音樂本身」進行實際的思考與行動。三、作筆記策略有效協助學生

組織樂段並記錄。四、以公開的創意舞蹈表現出自身對音樂元素的連結與假設，

符合音樂反思的最後階段。五、以心智圖作筆記，提出對於音樂作品中的觀察與

感受，自我監控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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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y”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usic Appreciation Program in order to achieve “critical 
thinking in music.” In the music appreciation teaching program that employed reading 
comprehension strategies, fiv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Prediction strategies 
can help to observe and describe the musical problems or situations. (2) Connection 
strategies use core thinking skills to solve musical problems, and to “the music itself ” 
actual thinking and action. (3) Notes’ strategies can help students organize section 
and record music. (4) Creative dance in a public can show their own connection and 
hypothesis of the musical elements that corresponds with the final stages of musical 
reflection. (5) Mind map can display observation and feelings of musical works as well 
as self-monitoring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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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源起

基礎音樂教育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在於啟蒙孩子聽覺的敏銳度，並且連結聽

覺與大腦的想像力、推理、連結、組織等能力，同時或者內化後透過演唱演奏、

肢體動作、繪畫、文字、記譜、口語表達等可呈現的方式，讓教師看見學生的學

習歷程與效果。整個音樂教學歷程，對於學習者來說，是大腦的全面性體操訓練，

對於心智發展與情緒發展都有良好的影響（Sparks, 2013）。

但是，音樂與大腦內部的連結，具有抽象而難以觀察的特質，因此在教學設

計與實施時，格外重視音樂教學策略的對應與使用，以達成有效音樂教學的目的。

筆者常見教師對於音樂課堂存在迷思，使得音樂教學停留於演奏技巧的反覆練習、

老師彈學生唱的制式化過程。因此，筆者試著在有限的課堂時數中，透過良好的

音樂教學設計，有效提升音樂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音樂學習的所有歷程都包含

了不同層次的音樂批判性思考，教師應該要清楚每一個音樂學習活動背後都有相

對伴隨而來的思考內容，也因為音樂的思考技能提升，學生也能跟著提升對音樂

元素的辨識程度，進而在演奏、編曲、創作、樂曲分析等技能上隨之增能（DeTurk, 

1989）。

但是，有關音樂批判性思考的相關教學研究目前所見不多，要用怎樣的策略

可以促進學習中的音樂批判性思考呢 ? 研究者透過文獻蒐集，整理可提升音樂批

判性思考的理論，試著以國內小學教師較為熟悉的「閱讀理解策略」手冊提到的

教學策略，研發可行的音樂欣賞策略並實施教學，分析教案實施時運用到的理解

策略內容，觀察學生批判性思考產生的方式，以提供未來進行相關音樂教學研發，

與推廣至音樂教學的其他面向做為參考。

二、研究目的

以「閱讀理解策略」設計與實施之音樂欣賞方案，欲達成「音樂批判性思考」

的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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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關於閱讀理解的方法與步驟在國內有不同的研究體系，本研究以教育部委託

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出版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為本，進行音

樂欣賞的教學案例研發。

「音樂批判性思考」可以應用於音樂教學的各種層面，本研究主要以「音樂

欣賞」中的音樂劇賞析為主要教學內容，以音樂批判性思考作為主要教學目的，

教學實施對象為六年級學童。

貳、文獻探討

批判性思考依據美國學者保羅（Richard Paul）之研究，可以說萌芽於 1970 年

代，於 1980 年代進一步掀起了「批判思考運動」之浪潮。學習者被期望從簡單的

事實到複雜的理論皆能理解，也就是不只是能「知道」（know）還能深入的「理

解」（understand）。要達成對事物的知識與理解，需要有對其支持理由、推論規

則與證據之了解，並且掌握住正確評價推論與證據的原則（Siegel, 1988）。批判

性思考的主要思考技能包括：解讀、分析、評估、推理、解釋、自我修正（Facione, 

1998）。也就是說學習者要能以論證的標準和證據的評價以做為學習目標，一旦

領會前提或證據與結論的關聯時，便可知前提和證據構成結論的方式，或其所提

供的理由為何。由於對理由重要性的認識與合適的評價是批判思考的中心特性。

根據學者對於批判性思考的描述與主要思考技能的內涵，分析我國藝術領域

與美國音樂學習規範中，有關於批判性思考的學習要求。

一、音樂批判性思考在我國與美國音樂學習的學習要求

我國藝術領域綱要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草案）（國家

教育研究院，2015），在第二、三階段（三到六年級）核心素養具體內涵共九項

描述中，關於藝術教學批判性思考的，占了至少七項。包括藝 -E-A1 參與藝術活

動，探索生活美感。藝 -E-A2 認識設計式的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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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E-B2 辨別資訊、科技媒體與藝術的關係。

藝 -E-B3 感知藝術與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藝 -E-C1 識別藝術活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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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議題。藝 -E-C3 體驗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性。

而藝 -E-A3 學習規劃藝術活動，豐富生活經驗。可以說是深入理解後的「行

動」；藝 -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是藝術行

動後的延伸學習建立與人互動能力。 

第四階段（七到九年級）藝 -J-A2 嘗試設計式的思考，探索藝術實踐解決問題

的途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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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使用資訊、科技與媒體，進行創作與賞

析。藝 -J-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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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關懷在地及全球藝術與文化的多元與差異。而藝 -J-A1

參與藝術活動，增進美感知能。字面上不易看出增進知能的方法，但對應的總綱

核心素養說明有提到，「透過選擇、分析與運用新知…」可見運用批判性思考技

能。在九項具體內涵中占了至少八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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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藝術行動後的延伸學習建立與人互動能

力。

更聚焦第二到四階段音樂鑑賞中有關批判性思考的學習表現如下：

第二階段（三到四年級）音樂欣賞與審美理解學習表現，包含：音 2- Ⅱ -1 能

使用音樂語彙、肢體等多元方式，回應聆聽的感受。音 2- Ⅱ -2 能認識與描述樂曲

創作背景，體會音樂與生活的關聯。

第三階段（五到六年級）音樂欣賞與審美理解學習表現，包含：音 2- Ⅲ -1 能

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以分享美感經驗。音 2-Ⅲ -2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並表達自我觀點，以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第四階段（七至九年級）音樂欣賞與審美理解學習表現，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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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領域草案中，顯示出在我國藝術課程相

當重視學生的思考、判斷、形成價值的能力，更多了許多有關深度理解後的「藝

術實踐」，以及透過藝術實踐後延伸出與人和社會的互動。也顯示出藝術教育已

經逐漸從技術訓練本位的思維，轉變為以人為本，重視藝術教育中批判思考的鍛

鍊，以及透過思考而進一步產生有意義的行動力。

根據美國音樂教育國家標準幼稚園到四年級提到，傾聽、分析和評價音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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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音樂學習的重要基石，有關批判性思考的內容標準包括：5. 讀與註寫音樂、

6. 傾聽、分析和描述音樂、7. 評價音樂和音樂演奏、8. 了解音樂、其他藝術，和

藝術之外學科間的關係。五至八年級則提到，作曲和即興提供學生在音樂的形式

和結構方面形成獨特的見解，同時幫助他們發展其創造性。各種音樂的廣博經驗，

可以讓學生提升有教養的音樂判斷。相關批判性思考的內容標準包括：6. 必須能

夠聆聽、分析與描述音樂、7. 能夠評說音樂與音樂表演、8. 能夠發展出理解音樂

與其他藝術之間的關聯性，甚至是音樂與其他藝術之外的學科之關聯性、9. 必須

理解音樂與歷史和文化之間的關聯（MENC, 1994）。

相較於我國與美國，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國的音樂學習表現是包含在核心素養

的概念之下，因此有更多關於美感、人與社會關聯的描述文字。而美國在藝術中

分別以音樂、視覺藝術、舞蹈、戲劇四科目作各別描述，聚焦在科目中的學習內

容標準，可見到較為精確的音樂學習詞語。

另外，美國在學習內容標準的詞句多以音樂的「傾聽、分析、讀、寫、描述、

評說」等具體動詞呈現，「理解音樂與其他項目之關聯性」則是思考技能之延伸

的一種表現。我國音樂鑑賞學習表現使用詞句則以多樣的「能使用音樂語彙描述

表現、以多元方式回應聆聽感受、認識與描述創作背景……體會關聯、分享美感

經驗、探索……關聯、表達觀點、體認價值、賞析作品、體會藝術文化之美、探

究關聯及其意義」等詞語，引導教師做有深度的音樂鑑賞教學活動。

二、音樂認知發展與閱讀認知層次的對應

音樂的學習歷程中，除了聽覺的辨識與訓練，也大量的運用到閱讀，以及閱

讀理解歷程，更進一步連結到樂器學習表現。因此，音樂認知發展，包括了閱讀

樂譜，也同時包括了演奏動作，以及聆聽比對聲音。此認知歷程在讀譜時可以對

照閱讀認知層次，但是延伸到樂器演奏表現部分又較閱讀文字的認知層次更為複

雜。

1965 年 Robert 提出的學習階層對應音樂認知發展與論述（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4），將音樂學習認知發展分成八個階段，每個階段的讀譜都將回應

在樂器的演奏表現上。

第一階層是信號學習，例如看見高音譜號上第三線的音，可以小號按出對應

的第二鍵指法。第二階層是刺激與回應，例如看見記譜 B 音，能正確按下小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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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鍵並且吹奏準確音高，因此行為受到獎勵導致於更有可能再次做出正確的指定

行為。第三階層是鏈接經驗，例如看見一個樂句的記譜，能以小號按出正確按鍵

並且嘴唇共鳴，以達到連續的正確音高。第四階層是語言連結，例如告訴學生長

笛的八度音是相同指法，因此，在高音譜號記譜上第一線與第四間是同指法，學

生習得此認知連結後，可以類推其他的音與記譜規則。

這四階層都聚焦在樂譜音符的辨識與做出對應演奏動作的連結上。學習者尚

在建構符號與演奏動作的解碼與配對層次。

第五學習階層—多元辨識，也就是將刺激與回應連結做組合。例如演奏者閱

讀作品譜例時，能夠區別譜例中序列音符的不同（如降 B 大調音階和降 B 曲調小

音階），然後用正確的指法做音階練習。第六學習階層是概念學習，將更多樂譜

中的多元訊息進行辨識與解讀，而且可以用概念性的音樂術語做描述，例如 : 這是

大調音階。

第五、六階層已熟悉樂譜與演奏動作的解碼與配對，進一步將譜例中的前後

組合找出有意義的脈絡，進一步區別序列的不同概念，而表現相對應演奏動作。

第七學習階層—原則性學習，學習者能連結一系列概念，掌握概念之原則，

重組結構而發展為變奏曲或移調音樂。此時學習者展現了對樂譜內容更深的理解，

能統整概念，有組織地歸納出最重要的音樂動機或主題，再以自身的音樂經驗，

發展或詮釋出有依據且更豐富的演奏。

第八學習階層—解決問題，學習者具備合併各項原則形成長篇創作的階段，

能解決自我遇到的問題，

形成高階原則（higher-order 

principles）。不但能監控與

解決樂譜與演奏的問題，甚

至發展出高階創作能力。

在音樂學習認知發展

八 個 階 段 而 對 照 以 Ellen

（1985），同樣以認知學派

的觀點，依個體認知層次將

整個閱讀過程分為四大部

分：解碼（decoding）、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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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965 年 Robert 提出的學習階層對應音樂認知發展與論述（Abeles, Hoffer, & 

Klotman, 1994），將音樂學習認知發展分成八個階段，每個階段的讀譜都將回應

在樂器的演奏表現上。 

       第一階層是信號學習，例如看見高音譜號上第三線的音，可以小號按出對應

的第二鍵指法。第二階層是刺激與回應，例如看見記譜 B音，能正確按下小號第

二鍵並且吹奏準確音高，因此行為受到獎勵導致於更有可能再次做出正確的指定

行為。第三階層是鏈接經驗，例如看見一個樂句的記譜，能以小號按出正確按鍵

並且嘴唇共鳴，以達到連續的正確音高。第四階層是語言連結，例如告訴學生長

笛的八度音是相同指法，因此，在高音譜號記譜上第一線與第四間是同指法，學

生習得此認知連結後，可以類推其他的音與記譜規則。 

       這四階層都聚焦在樂譜音符的辨識與做出對應演奏動作的連結上。學習者尚

在建構符號與演奏動作的解碼與配對層次。 

       第五學習階層—多元辨識，也就是將刺激與回應連結做組合。例如演奏者閱

讀作品譜例時，能夠區別譜例中序列音符的不同（如降 B 大調音階和降 B曲調小

音階），然後用正確的指法做音階練習。第六學習階層是概念學習，將更多樂譜

中的多元訊息進行辨識與解讀，而且可以用概念性的音樂術語做描述，例如:這

是大調音階。 

       第五、六階層已熟悉樂譜與演奏動作的解碼與配對，進一步將譜例中的前後

組合找出有意義的脈絡，進一步區別序列的不同概念，而表現相對應演奏動作。 

第七學習階層—原則性學習，學習者能連結一系列概念，掌握概念之原則，

重組結構而發展為變奏曲或移調音樂。此時學習者展現了對樂譜內容更深的理解，

能統整概念，有組織地歸納出最重要的音樂動機或主題，再以自身的音樂經驗，

發展或詮釋出有依據且更豐富的演奏。 

       第八學習階層—解決問題，學習者具備合併各項原則形成長篇創作的階段，

能解決自我遇到的問題，形成高階原則（higher-order principles）。不但能監控與

解決樂譜與演奏的問題，甚至發展出高階創作能力。 

       在音樂學習認知發展八個階段

而對照以 Ellen（1985），同樣以認

知學派的觀點，依個體認知層次將

整個閱讀過程分為四大部分：解碼

（decoding）、詞面文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推論理解

（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以及

理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如圖 1.  

1. 解碼（ decoding）： 

此階段主要在辨識字，這過程

包含了訊息經過讀者感官接收後，來到長期記憶中尋找與辨識字。此階段可分為 

圖 1　Gagné 的閱讀理解歷程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綜合整理至李慧慧（2006）、莊人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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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文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以及

理解監控（comprehension monitoring），如圖 1

1. 解碼（decoding）：

此階段主要在辨識字，這過程包含了訊息經過讀者感官接收後，來到長期記

憶中尋找與辨識字。此階段可分為 「配對」（matching）與「轉錄」（recoding）：

配對是指直接見字知義的途徑，不用經過發音歷程；轉錄則是指識字過程中需先

經由發音歷程辨識文字，再從長期記憶中檢索出適當字義之歷程。

2. 詞面文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

經由上一階段解碼結果，進一步根據文句上下脈絡擷取適當詞義。此階段包

含了 「詞義取得」（lexical access）與「語法分析」（parsing）：詞義取得是指讀

者在解碼文字後，能依文字組合的詞彙來挑選該詞彙合適的語意或解釋；而語法

分析是指在詞義取得後，依文句的上下脈絡或語法進一步獲得真正之文意，亦可

稱為表層文義理解。

3. 推論理解（inferential comprehension）：

指讀者對文章內容的更進一步瞭解及推論文章背後之意義，亦可稱為深層文

義理解。包含了「統整」（integration）、「摘要」（summari-zation）及「闡述」

（elaboration）三種方式：統整是指讀者察覺句子與句子間的概念關連性，於概念

串連後整理成有意義的敘述；摘要是指讀者讀完整篇文章後能整理重點，有組織

地歸納出一個主要概念；闡述是指讀者運用本身的經驗、或先備知識與文章內容

做連結，而表現出更豐富的意義。

4. 理解監控（ comprehension monitoring）：

理解監控是一種後設認知歷程，是指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不斷地監控自我閱

讀的效率與效能，並可依情況隨時進行策略調整，也就是以下四個歷程：閱讀「目

標設定」、閱讀「策略選擇」、閱讀「目標檢視」和閱讀「修正補強」。

由上可以知道音樂認知發展與閱讀認知發展有類似的歷程，從單字或單音的

辨識開始，經歷文義理解或音樂概念理解，再更深層的推論與解釋，此階段在音

樂中則是掌握概念作延伸的變化表現，最後都能形成後設認知，自我監控與解決

自我問題。

不同的是，音樂的讀譜認知要即時回應在音樂演奏的表現中，在解碼的歷程

中，不只是辨識或說出樂譜符號，還要求能夠對應演奏的能力相互連結，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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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下方表一清楚的看見閱讀理解層次一對於音樂認知學習來說，已經包括了

層次一至層次四的學習歷程，相對來說，音樂認知發展是比閱讀文字更為困難。

音樂認知第五、六階層是辨識與解讀樂譜中大量的音樂概念，包括了調性、

音階、音型、曲式、音程等，對照於閱讀理解層次二是解讀表層文義，進一步依

據句子的上下脈絡來擷取適當詞義。

在音樂認知第七層發展中，已能掌握與解讀一系列的音樂概念，並且以此作

為重組、變奏、移調等的整合性、創造性表現，對照於閱讀理解層次三進入深層

文意理解，在這個階段中，無論對於閱讀者或者是音樂學習者，都從詞彙或單音

表現開始進入文句與樂句的理解與應用，是非常重要的發展歷程，需要好的教學

策略引導學生一步步朝向高層次認知發展。最後達到認知歷程中的後設認知階段，

學習者有能力自我監控學習並且調整策略與解決問題。依照學者提出的認知發展

階層，整理如下表：

表 1　Robert M. Gagné 音樂認知發展與 Ellen D.Gagné 閱讀認知發展對

　　    照表

Robert M. Gagné 音樂認知發展 Ellen D.Gagné 閱讀認知發展

1. 信號學習，例如看見高音譜號上第三線的音，可以

小號按出對應的第二鍵指法。

2. 刺激與回應，例如看見記譜 B 音，能正確按下小號

第二鍵並且吹奏準確音高，因此行為受到獎勵導致

於更有可能再次做出正確的指定行為。

3. 鏈接經驗，例如看見一個樂句的記譜，能以小號按

出正確按鍵並且嘴唇共鳴，以達到連續的正確音高。

4. 語言連結，例如告訴學生長笛的八度音是相同指法，

因此，在高音譜號記譜上第一線與第四間是同指法，

學生習得此認知連結後，可以類推其他的音與記譜

規則。

1. 解碼

訊息經讀者感官接收後，到長期記憶

中尋找與辨識字的一個過程。此階段

可分為 「配對」（matching）與「轉錄」

（recoding）。

5. 多元辨識，也就是將刺激與回應連結做組合。例如

演奏者閱讀作品譜例時，能夠區別譜例中序列音符

的不同（如降 B 大調音階和降 B 曲調小音階），然

後用正確的指法做音階練習。

6. 概念學習，將更多樂譜中的多元訊息進行辨識與解

讀，而且可以用概念性的音樂術語做描述，例如：

這是大調音階。

2. 詞面文義理解

進一步依據句子的上下脈絡來擷取

適當詞義。此階段包含了「詞義取

得」（lexical access）與「語法分析」

（parsing），語法分析是依據句子的

上下脈絡或語法進一步獲得真正之文

意，此亦可稱為表層文義理解。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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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M. Gagné 音樂認知發展 Ellen D.Gagné 閱讀認知發展

7. 原則性學習，學習者能連結一系列概念，掌握概念

之原則，重組結構而發展為變奏曲或移調音樂。

3. 推論理解

對文章內容的更進一步瞭解及推論文

章背後之意義，亦可稱為深層文義理

解。推論理解包含了「統整」、「摘要」

及「闡述」三種方式。

8. 解決問題，學習者具備合併各項原則形成長篇創作

的階段，能解決自我遇到的問題，形成高階原則

（higher-order principles）

4. 理解監控

是一種後設認知歷程，讀者在閱讀過

程中能不斷地監控自我閱讀的效率與

效能，並能隨時進行策略調整，也就

是以下四個歷程：閱讀「目標設定」、

閱讀「策略選擇」、閱讀「目標檢視」

和閱讀「修正補強」。

資料來源：整理自 Robert M. G. (1965)、Ellen D. G. (1985)。

三、音樂批判性思考之概念與提升音樂理解之相關研究

音樂批判性思考奠基於各科領域中關於批判性思考的理論與知識。這複合

範圍的教育理論、哲學與做法，在近四十年間有大量的個別研究出現，不過，從

各項回應來看，仍屬於一個形成性的階段。儘管如此，音樂批判性思考的討論，

仍然成為研究者由多樣的透視，形成一個概念性的課題（Richardson & Whitaker, 

1992）。

DeTurk（1989：22）描述好的音樂批判性思考表示他們的評論基礎都應該源

自於音樂上的證據，對於作品批判性的評價來自於理解音樂，以及理解音樂部分

與整體的價值…因此，評價來自於音樂上的證據，而不是同儕壓力、突發奇想或

是流行用語。

音樂教師期待孩子對於音樂作品產生的喜好或評論，是有所根據或經驗而提

出的判斷，而不願見到學生在某種次文化流行用語中，或者同儕的壓力下，隨意

發言，看似踴躍回應，但是卻毫無音樂根據。

根據DeTurk觀點，音樂批判性思考應具有三個內涵：一是必須理解音樂元素，

表 1　Robert M. Gagné 音樂認知發展與 Ellen D.Gagné 閱讀認知發展對

　　    照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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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從對照的音樂作品中，能夠支配應用曾經儲存的音樂經驗，三是音樂批判性

思考是一個後設認知策略與性向形成的歷程，學生同時期待與知道如何進行音樂

批判性思考。

May（1989）和 Beane（1989）是兩位對於音樂思考提出重要定義與描述的學

者。May（1989：82）指出音樂中的社會與歷史脈絡是必要的知識，是音樂批判性

思考的基礎。音樂的評判（musical criticism）定義為「對於音樂形式能做出有效的、

有價值而成功的具體評價回應」。在她的觀點中，音樂批判性思考不是脫離音樂

活動單獨存在的，它最好是在一個音樂課程持續的活動中來實施。

如同閱讀理解策略實施於閱讀活動中，音樂批判性思考也必須實施在一個連

續的、有學習程序的音樂教學活動中。依據 DeTurk、May、Beane 學者所提出的

觀點，有助於我們釐清音樂批判性思考的定義與內涵。

Beane（1989）描述藝術的批判性思考技巧包含以下內涵：後設認知、知識認

知、分等級、比較與相對、模組辨認、因果關係、因果連結、辨識主想法、先後

次序、發展判斷的準則、統合。關於音樂批判性思考技能 Brophy（2000）提出包

含了知識認知、分等級、比較與相對、聯想連結、模組辨認、因果連結、摘要、

先後次序、形成評價與統整能力。顯示出 Brophy 提出的音樂批判性思考技能與

Beane 描述的藝術批判性思考技巧幾乎一致。這些思考技巧，提供了教學者在設計

音樂教學時，在教材選擇或者是在提問設計上，都有更明確依循的目標。

Elliott（1995）提出音樂批判性思考的觀點，他表示音樂批判性思考應該奠基

於有程序的音樂能力要素（procedural essence of musicianship）。進一步定義了四

個有程序的音樂能力知識分級：（1）正規音樂知識，例如概念、理論等（2）非

正規音樂知識，例如批判性回饋能力、做出評論、在音樂脈絡中理解音樂（3）給

人深刻印象的音樂知識，例如敏銳的洞察力（4）關於管理的音樂知識，知道如何

經營、指導、提供音樂能力的建議。Elliott（1995：76）認為音樂批判性思考發生

在「行動中」，或者具有程序性的。他不是完全否認口語理解與知識的重要性，

而是認為「一個音樂的表現理應體現在於他原本音樂的樣子：給予學生音樂理解

功課的實施方案能與後續的練習與實踐有關」。他所提的音樂能力知識分級，涵

蓋的層面相當廣泛，在第四個程序所指的角色甚至包括了樂團指揮、音樂教師等。

Woodford（1994, 1995）發表有關音樂批判性思考的觀點，其觀點導源於杜威

（Dewey）的反思概念（concept of reflective）。他定義了五個音樂反思的階段 :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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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為了解決困惑需求而提出音樂的建議和音樂的行動，以「音樂本身」來進

行實際的音樂的思考與行動。階段二、使音樂的問題更理智化，當個人能感知音

樂的問題，而進行直覺但是有目的的音樂建議與音樂行為。階段三、具備反思能

力時，可以做出指導音樂的假設架構。階段四、音樂推理，經由推理聯想而連結

了音樂證據、行動、想法、概念，形成連鎖的音樂想法。階段五、此階段的反思，

出現在經由公開行動實驗，以驗證音樂的假設。這些階段有四個不可分離的普遍

思考技巧歷程，（1）音樂的觀察力（2）判斷力（3）分析與統整（4）音樂的想像力。

Brophy（1995）統整了音樂批判性思考的歷程，以三個階段呈現如下：（1）

經由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的問題或情境，這是批判性思考經驗的開端。（2）對

於問題或情境產生解決之道以及試著解決問題，此階段同時運用了核心思考技巧

與後設認知技巧。（3）發展出充足的策略，能基於音樂的證據做出評價，使得音

樂作品及表演與個人之間產生連結與意義。

Brophy（2000）還提出實施於音樂教學中的思考歷程，要掌握兩個主要的步

驟，一、定義特定的學習內容鎖定目標與預期的回應方式。描述期望的學習內容

訂定評量規準的用字遣詞很重要，明確而具體的詞句有助於學生客觀的了解自己

學習情形。二、知道批判性思考技巧預期呈現的言語的和表演的成果。此步驟在

教學設計時，就要依據經驗定義技能了，同時知道批判性思考採取的典型口語回

應連結為何。這裡提醒了教學目標與教學活動及評量三者應該互相有關連，以及

評量規準的良好設計可以幫助學生監控自我學習情形。

以上學者的的理論與建議，提供了音樂教學時，檢視是否達到音樂批判性思

考的依據，然而，例如Woodford、Brophy提出的這些思考歷程如何在教學中實施？

教學步驟為何？仍需要更進步的具體設計出教學方案，在實施音樂教學時再進行

評估。

四、「閱讀理解策略」之相關理論與「音樂批判性思考」之對照

（一）「閱讀理解策略」之相關理論

從上述文獻資料知道，為提升閱讀理解層次，讀者需要良好的教學策略，特

別在於低層次識字能力進入中、高層次閱讀理解的關鍵階段。

   閱讀策略教學是研究者最常採取的方法之一。閱讀策略教學除了提升學生

的閱讀理解能力外，也促進學生的主動學習與高層次思考（Rosenshine & Me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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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或提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Schunk & Rice, 1992）。無論是對於改善基

礎識字層次的問題，或提升較高層次的文章理解能力（De Corte, Verschaffel, & De 

Van, 2001; Johnson-Glenberg, 2000），閱讀策略教學都發現有相當良好的效果。

近年來不少學者嘗試從實徵的研究中歸納出較為有效的閱讀策略（Dole, Duffy, 

Roehler, & Pearson, 1991; Mastropieri & Scruggs, 1997; Pressley, Johnson, Symons, 

McGoldric, & Kurita, 1989），其中學者一致推薦的取向大致有：利用輔助訊息（如

插圖、文章結構圖、心象），決定重點（如摘要），提問與答問（如自我發問），

後設認知（如理解監控）等。

教育部在 2010 年邀集國內研究團隊製編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以下列

策略與步驟提供教學參考：一、預測，利用文本預期接下來將要發生的情節，是

否與作者的陳述一致。在九年一貫指標中預測與下結論並列放在七至九年級（3-2-

10-6），認為小學生可以學習邊讀邊預測，檢視自己的理解。二、連結，將所讀文

本與自己的經驗、背景知識連結或是與其他類似文本串聯，就是做文 -我、文 -文、

文 - 世界的連結，目的在擴大文本理解層面。三、摘大意又稱摘要，學生精簡的重

述所讀到的訊息。四、找主旨，摘出文章大意後進一步找出自己認為文章主要的

論點。五、作筆記，主要在幫助學生有效組織文章內容以及監督自己的思考歷程

與理解程度。

Paris與 Paris（2001）歸納出成功的閱讀策略教學大致上有幾個重要特色：（1）

採用多重策略的教學；（2）能提供明確的運用訊息，如為何、如何、和何時使用

策略；（3）讓學生將學習成果能歸因於正確地使用策略；（4）使用於同儕互動

中應用策略；（5）將認知策略融入更大範圍的自我調整學習領域；（6）使策略

能嵌入日常的閱讀活動，提供更多的應用和練習機會。

（二）「閱讀理解策略」與「音樂批判性思考」之對照

整體來說，「閱讀理解策略」與「音樂批判性思考」這兩種思考策略都屬於

認知心理學的研究範疇，目的在於使學習者從一般知識認知，透過策略或教學引

導，提升思考的層次，最終能達到後設認知能力與自我成就感受。 

研究者將前段文獻中 Brophy（1995）與 Woodford（1994, 1995）提出了與音

樂批判性思考有關的歷程，與教育部（2010）製編的「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

提出的五項策略與步驟，提取其中相近之處製作對照表，透過教學手冊的對照，

可以更清楚對照出音樂批判性思考在教學設計時，可進行的教學策略，對照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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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表 2　音樂批判性思考與閱讀理解策略實施步驟對照表

音樂批判性思考歷程 五個音樂反思的階段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

1. 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的

問題或情境。

1. 為了解決困惑而提出音樂的

建議和行動，以「音樂本

身」進行實際的思考與行

動。

1. 預測，利用文本預期接下來將

要發生的情節，是否與作者的

陳述一致。小學生可以學習邊

讀邊預測，檢視自己的理解。

2. 對於問題或情境產生解決

之道以及試著解決問題，

此階段同時運用了核心思

考技巧與後設認知技巧。

2. 使音樂的問題更理智化，當

個人能感知音樂的問題，而

進行直覺但是有目的的音樂

建議與音樂行為。

3. 具備反思能力時，可以做出

指導音樂的假設架構。

2. 連結，將所讀文本與自己的經

驗、背景知識連結或是與其

他類似文本串聯，就是做文 -

我、文 -文、文 -世界的連結，

目的在擴大文本理解層面。 

3. 發展出充足的策略，能基

於音樂的證據做出評價，

使得音樂作品及表演與個

人之間產生連結與意義。

4. 音樂推理，經由推理聯想而

連結了音樂證據、行動、想

法、概念，形成連鎖的音樂

想法。

3. 摘大意又稱摘要，學生精簡的

重述所讀到的訊息。（4）找

主旨，摘出文章大意後進一步

找出自己認為文章主要的論

點。

5. 最後階段的反思出現在經由

公開行動實驗以驗證音樂的

假設。

5. 作筆記，主要在幫助學生有效

組織文章內容以及監督自己

的思考歷程與理解程度。

資料來源：Brophy（1995）、Woodford（1994, 1995）、教育部（2010）。

與音樂批判性思考實施步驟相較，「預測」是對於作品的初始探索，並引發

自身對作品的好奇與提問，並做出有所依據的推測，是一個強化學生觀察問題與

線索的理解階段，同理，可以運用於對於音樂作品的最初認識步驟，透過描述與

觀察辨別出音樂作品的情境，進行思考或提出問題。

「連結」步驟，將所讀文本與自己的經驗、背景知識連結或是與其他類似文

本串聯，就是做文 - 我、文 - 文、文 - 世界的連結。相對於音樂批判性思考歷程，

開始以核心思考技巧，也就是運用了問題聚焦、記憶、組織、分析、衍生、整合

等思考技巧，將曾經學習音樂的舊經驗，或者與自己生活相關的音樂經驗做連結，

使音樂的問題更理智化（與直覺化相對），而提出有目的音樂行為或提出音樂的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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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大意」與「找主旨」，從表層文意理解進入深層文意理解，從文本提取

重要線索，依據自我對作品的理解組織論點。對於音樂批判性思考而言，能基於

音樂的證據做出評價，經由推理聯想而連結了音樂證據、行動、想法、概念，形

成連鎖的音樂想法。使得音樂作品及表演與個人之間產生連結與意義。

「作筆記」，主要在幫助學生有效組織文章內容以及監督自己的思考歷程與

理解程度。在音樂學習各階段歷程中都有做筆記的要求，不過，在音樂批判思考

歷程中，最後階段的反思出現在公開行動實驗以驗證對音樂的假設，這些關於音

樂行動實驗當然不限定是以筆記的形式出現，作筆記僅提供各種反思行為與理解

監控的其中一種途徑。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歷程

透過文獻蒐集研發可行之教學方案，經過方案設計與修正後，在課堂實施，

紀錄並且再次做教學修正，接著以「音樂批判性思考」檢視「閱讀理解策略」設

計之音樂欣賞方案實施歷程，最後進行研究討論，共分為三階段實施流程，如圖 2

圖 2　三階段研究實施流程圖

一　 教材研發與修正 二　 教學實施與發表 三　 理論歸納與建議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蒐集與教材研發

邀請具有音樂教育專業背景的教授擔任教案修正建議之專家。接著進行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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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教學研發，蒐集「閱讀理解策略」、「音樂批判性思考」相關文獻。釐清

閱讀理解策略之內涵，選定可研發之音樂欣賞教材，研擬可行之音樂批判性思考

教學目標、策略與步驟，進行教案撰寫與修正。

（二）教學實施與修正

研究者以學習單、照片以及影片記錄學生表現，並且課堂觀察撰寫省思紀錄，

做為日後修正教案之參考。

（三）教學理論歸納與提出建議

探討「閱讀理解策略融入音樂欣賞教學」之教學歷程與結果，是否達成「音

樂批判性思考」之教學目的。

二、教學方案實施歷程與省思

以下，為音樂欣賞方案的流程及教學省思。

（一）預測策略教學活動設計

15 

 

（一）預測策略教學活動設計 

1.

教學省思： 

步驟（2）有助於迅速進入故事的人物關係，引發學生對於劇情的好奇，透過

提問，強化推測能力。大多數的孩子能預測出主要人物之間的關聯。 

步驟（3）透過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作品的情境並提出問題，推論可能的答

案。學生在沒有畫面，不懂法文歌詞的情境下，只能根據音樂中的各項元

素，預測音樂想傳遞的情感。而學生在此時，聽覺變得更加敏銳，所有預

測也只能依據所聽見的音樂元素做出描述。 

2.教學觀察：預測策略有助於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的問題或情境。 

（二）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一 

1. 教學省思：

步驟（2）有助於迅速進入故事的人物關係，引發學生對於劇情的好奇，透過

提問，強化推測能力。大多數的孩子能預測出主要人物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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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3）透過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作品的情境並提出問題，推論可能的答

案。學生在沒有畫面，不懂法文歌詞的情境下，只能根據音樂中的各項元素，預

測音樂想傳遞的情感。而學生在此時，聽覺變得更加敏銳，所有預測也只能依據

所聽見的音樂元素做出描述。

2. 教學觀察：預測策略有助於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的問題或情境。

（二）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一

15 

 

（一）預測策略教學活動設計 

1.

教學省思： 

步驟（2）有助於迅速進入故事的人物關係，引發學生對於劇情的好奇，透過

提問，強化推測能力。大多數的孩子能預測出主要人物之間的關聯。 

步驟（3）透過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作品的情境並提出問題，推論可能的答

案。學生在沒有畫面，不懂法文歌詞的情境下，只能根據音樂中的各項元

素，預測音樂想傳遞的情感。而學生在此時，聽覺變得更加敏銳，所有預

測也只能依據所聽見的音樂元素做出描述。 

2.教學觀察：預測策略有助於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的問題或情境。 

（二）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一 

1. 教學省思：

步驟（5）聚焦於曲名與曲調音型，分析與整合思考大教堂的特徵，進行作品

與背景知識的連結。學生在譜例畫出主題的音型後，幾乎都能清楚的觀察與說出

主題是漸次上行的音型。與曲名大教堂聯想，可以連結教堂常出現高聳尖頂的外

觀。

步驟（6）進一步觀察光影與舞台，提出自己對此音樂作品的思考與推論。學

生A在舞台呈現畫面看見了花窗的光影，連結曾經在高雄玫瑰堂看過花窗的經驗。

2. 教學觀察：

（1）連結策略運用了核心思考技巧，以解決音樂的問題，並產生策略與行動，

甚至提出音樂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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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辨識主題譜例，符合詞面文意理解，對應於音樂認知發展的多元辨識與

概念學習。

（三）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二

16 

 

1.教學省思： 

步驟（5）聚焦於曲名與曲調音型，分析與整合思考大教堂的特徵，進行作品

與背景知識的連結。學生在譜例畫出主題的音型後，幾乎都能清楚的觀察

與說出主題是漸次上行的音型。與曲名大教堂聯想，可以連結教堂常出現

高聳尖頂的外觀。 
步驟（6）進一步觀察光影與舞台，提出自己對此音樂作品的思考與推論。學

生 A 在舞台呈現畫面看見了花窗的光影，連結曾經在高雄玫瑰堂看過花窗

的經驗。 

2.教學觀察： 

 （1）連結策略運用了核心思考技巧，以解決音樂的問題，並產生策略與行

動，甚至提出音樂的假設。 

 （2）辨識主題譜例，符合詞面文意理解，對應於音樂認知發展的多元辨識

與概念學習。 

（三）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二 

1.教學省思：將所讀文本與自己的經驗作連結，但是以劇情作連結策略已脫離

音樂本身，所以沒有產生音樂批判性思考的歷程。 

（四）作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一 

1. 教學省思：將所讀文本與自己的經驗作連結，但是以劇情作連結策略已脫

離音樂本身，所以沒有產生音樂批判性思考的歷程。

（四）作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一

16 

 

1.教學省思： 

步驟（5）聚焦於曲名與曲調音型，分析與整合思考大教堂的特徵，進行作品

與背景知識的連結。學生在譜例畫出主題的音型後，幾乎都能清楚的觀察

與說出主題是漸次上行的音型。與曲名大教堂聯想，可以連結教堂常出現

高聳尖頂的外觀。 
步驟（6）進一步觀察光影與舞台，提出自己對此音樂作品的思考與推論。學

生 A 在舞台呈現畫面看見了花窗的光影，連結曾經在高雄玫瑰堂看過花窗

的經驗。 

2.教學觀察： 

 （1）連結策略運用了核心思考技巧，以解決音樂的問題，並產生策略與行

動，甚至提出音樂的假設。 

 （2）辨識主題譜例，符合詞面文意理解，對應於音樂認知發展的多元辨識

與概念學習。 

（三）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二 

1.教學省思：將所讀文本與自己的經驗作連結，但是以劇情作連結策略已脫離

音樂本身，所以沒有產生音樂批判性思考的歷程。 

（四）作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一 

1. 教學省思：

步驟（2）個人能感知音樂的拍子變化，而進行直覺但是有目的的音樂律動。

步驟（4）聆聽音樂時，以口語表達與筆記，運用核心思考技巧，並串聯音樂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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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 音樂的連結，做出個別化的圖像紀錄。

2. 教學觀察：聆聽音樂做律動，符合運用核心思考技巧，以解決音樂的問題，  

並產生策略與行動，甚至提出音樂的假設。

（五）摘大意找主旨 + 作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計

17 

 

1.教學省思： 

 步驟（2）個人能感知音樂的拍子變化，而進行直覺但是有目的的音樂律動。

步驟（4）聆聽音樂時，以口語表達與筆記，運用核心思考技巧，並串聯音樂

-我、音樂-音樂的連結，做出個別化的圖像紀錄。 

2.教學觀察：聆聽音樂做律動，符合運用核心思考技巧，以解決音樂的問題，  並

產生策略與行動，甚至提出音樂的假設。 

（五）摘大意找主旨+作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計 

1.教學觀察：以「摘大意、找主旨」，能協助學生找到音樂中的主要刺激元素，

經由推理、聯想而連結了音樂的想法與行動，以自己的方式組織樂段並記錄

內容。「筆記策略」協助學生引導注意，進而持續注意與紀錄，並建立自己與

音樂的內在連結，寫下樂段特色與感受，進而創作動作與音樂呼應，形成外

在連結。摘要筆記之後的創意舞蹈，表現出自身對音樂元素的連結與假設，

讓現場學生公開驗證，形成後設認知歷程，符合音樂反思的最後階段。 

 

1.教學觀察：以「摘大意、找主旨」，能協助學生找到音樂中的主要刺激元素，

經由推理、聯想而連結了音樂的想法與行動，以自己的方式組織樂段並記錄內容。

「筆記策略」協助學生引導注意，進而持續注意與紀錄，並建立自己與音樂的內

在連結，寫下樂段特色與感受，進而創作動作與音樂呼應，形成外在連結。摘要

筆記之後的創意舞蹈，表現出自身對音樂元素的連結與假設，讓現場學生公開驗

證，形成後設認知歷程，符合音樂反思的最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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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計二

1. 教學省思：心智圖包含劇情中的角色與關係、歌曲作品與情感、舞台效果

與燈光、個人觀察與感想。以心智圖作筆記，提出對於音樂劇的各項綜合藝術表

現的歸納與感受，自我監控學習成果。

（七）檢視學習目標與教學策略

以下逐項檢視方案所實施的「閱讀理解策略」是否達成音樂欣賞教學學習目

標，以及學習目標所對應的音樂批判性思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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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學習目標與閱讀理解教學策略之對應

學習目標 教學策略 音樂批判性思考

1. 認識「鐘樓怪人」

音樂劇中的的劇情

脈絡、人物個性與

身分。

以「預測策略教學活動設

計」有助於認識「鐘樓怪

人」音樂劇中的的劇情脈

絡、人物個性與身分。

無。此學習目標與策略在於讓學生掌握劇

情與人物關係，尚未音樂作品欣賞。

2. 能觀察與辨別樂曲

中的音樂元素、燈

光變化、舞台道具、

舞蹈與服裝特徵。

透過「預測策略教學活動設

計」能觀察與辨別樂曲中的

音樂元素、燈光變化、舞台

道具、舞蹈與服裝特徵。

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作品的情境並提出

問題，推論可能的答案。

3. 能連結與分析音樂

元素、燈光變化、

舞台道具、舞蹈與

服裝所表現的情感

與意念。

透過「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

計」能連結與分析音樂元

素、燈光變化、舞台道具、

舞蹈與服裝所表現的情感與

意念。

1. 連結策略運用核心思考技，以解決音樂

的問題，並產生策略與行動，甚至提出

音樂的假設。

2. 辨識主題譜例，符合詞面文意理解，對

應於音樂認知發展的多元辨識與概念學

習。

4. 能夠從作品的內涵

與生活經驗作連結

與思考。

透過「連結策略教學活動設

計」能夠從作品的內涵與生

活經驗作連結與思考。

無。將所讀文本與自己的經驗作連結，但

是以劇情作連結策略已脫離音樂本身，所

以沒有產生音樂批判性思考的歷程。

6. 能記錄與描述音樂

作 品 中 的 音 樂 元

素。

以「摘大意、找主旨」，能

記錄與描述音樂作品中的音

樂元素。

能協助學生找到音樂中的主要刺激元素，

經由推理、聯想而連結了音樂的想法與行

動，以自己的方式組織樂段並記錄內容。

7. 以創作舞蹈，表現

出對音樂元素的理

解。

透過「筆記策略教學活動設

計」能記錄，輔助以創作舞

蹈，表現出對音樂元素的理

解。

筆記策略協助學生引導注意，進而持續注

意與紀錄，並建立自己與音樂的內在連

結，寫下樂段特色與感受，進而創作動作

與音樂呼應，形成外在連結。摘要筆記之

後的創意舞蹈，表現出自身對音樂元素的

連結與假設，讓現場學生公開驗證，形成

後設認知歷程，符合音樂反思的最後階

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整體來說，閱讀理解策略的實施，解決以往的音樂欣賞教學的困境。過去一

直期望孩子可以在欣賞教學中，提升觀察與鑑賞的敏銳度，更期待能夠觀照劇中

人物與自己內心的連結，並對照我們所處的社會現象。以及劇中以音樂作品傳遞



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第十三卷第二期）2017.6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86

的角色性格與情緒轉折。但受限於教學策略不足，教學時總覺得問不深入、看不

到孩子內心想法，不確定學生音樂理解程度，甚至教師引導觀點多於孩子自身對

作品的觀察。

這次的教學設計，以閱讀理解策略實施在音樂欣賞教學，做了許多教學嘗試。

預測策略、連結策略的提問設計，減少了教學贅詞與教師個人觀點。在教學現場，

我開始聽見孩子表達個人觀點；在學習單上看見孩子的聯想與創意，覺察孩子用

更潛沉的寧靜來體會角色的情緒；在有系統的提問與筆記教學策略下，學生有效

提升認知層次。學習單、小組討論、律動與舞蹈等發表與表演，學生表現出自身

對音樂元素的連結與假設，呈現更有層次的學習成果。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從理論基礎來說「音樂批判性思考」與「閱讀理解策略」有三個相似之處：1.同

屬於認知心理學的研究範疇，有相似的教學策略。2. 兩者皆為了使學習者從一般

知識認知，透過策略或教學引導，提升思考的層次，最終能達到後設認知能力與

自我成就感受。3. 如同閱讀理解策略實施於閱讀活動中，音樂批判性思考也必須

實施在一個連續的、有學習程序的音樂教學活動中，而不是單獨存在的教學。

本研究「閱讀理解策略」設計之音樂欣賞方案，可達成「音樂批判性思考」

教學目標如下：1. 預測策略有助於描述與觀察辨別出音樂的問題或情境。2. 連結

策略與聆聽音樂做律動運用了核心思考技巧，以解決音樂的問題，並產生策略與

行動，甚至提出音樂的假設。3.「摘大意、找主旨」能協助學生找到音樂中的主要

刺激元素，經由推理、聯想而連結了音樂的想法並組織樂段記錄內容。4. 以公開

的創意舞蹈表現出自身對音樂元素的連結與假設，形成後設認知歷程，符合音樂

反思的最後階段。5. 以心智圖作筆記，提出對於音樂劇的各項綜合藝術表現的歸

納與感受，自我監控學習成果。

二、建議

（一）為了達成音樂有效教學，閱讀理解策略使用在音樂欣賞教學，不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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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閱讀，目的仍然要聚焦在音樂的學習，以及提升學童音樂理解的層次。這樣

的原則可以提供給後續研究做為參考。

（二）自九年一貫實施後，藝文課程已經從技術本位的教學思維，轉移為給

孩子帶著走的能力為導向，未來，在實施十二年國教的路上，更強調核心素養的

建立。朝向能夠提升學童音樂鑑賞層次的教學設計，以有效增進學生音樂學習成

效並建立良好學習態度。

（三）本研究初步整理出有關音樂批判性思考的文獻，並將閱讀理解策略融

入音樂欣賞教學實施而整理了實施成果。但是，對於音樂批判性思考、閱讀理解

策略、音樂欣賞三者之間的相關文獻，未來可以持續做蒐集，使其文獻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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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教學方案

壹、單元名稱：閱讀鐘樓，戲看人生 設計 /教學：小輪老師（化名）

貳、單元計畫：

一、設計理念（部分省略）

「讓孩子透過閱讀，看見全世界」，「閱讀能力」不限於文字的閱讀，在藝

術的天地中，如何帶領孩子從劇本故事、音樂表現、燈光、…綜合媒材中，觀察、

發現、理解、感受，進而培養出推論與連結生活經驗等能力。

六年級兒童對社會的認識已脫離王子公主、巫婆天使的二分法階段，此階段

兒童正在形成對於社會習俗、道德約束與法律規範的道德認知。…帶領孩子用更

多元開放的觀點，架構道德認知發展。

此教案設計，將閱讀理解策略與音樂欣賞策略交替使用，…用耳朵「閱讀」

音樂元素，用眼睛閱讀「綜合藝術元素」，能豐富孩子聆賞音樂劇的感官與心靈

感受。…（略）

二、學習目標

（一）教學目標與能力指標編號（包含藝術領域音樂欣賞與審美理解學習表

現、語文領域 - 閱讀能力）

1. 認識「鐘樓怪人」音樂劇中的的劇情脈絡、人物個性與身分（E-1-7-5、

E-2-5-7）

2.能觀察與辨別樂曲中的音樂元素、燈光變化、舞台道具、舞蹈與服裝特徵（音

2- Ⅲ -1、E-2-8-5-3）

3. 能連結與分析音樂元素、燈光變化、舞台道具、舞蹈與服裝所表現的情感

與意念（音 2- Ⅲ -1、E-1-7-5、E-1-7-7）

4. 能夠從作品的內涵與生活經驗作連結與思考（E-2-10-10-2、E-2-4-7、E-2-8-

5-1、E-2-8-5-2、E-3-3-1）

5. 能記錄與描述音樂作品中的音樂元素（音 2- Ⅲ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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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創作舞蹈，表現出對音樂元素的理解（音 2- Ⅲ -2） 

三、教材架構與節數



「閱讀理解策略融入音樂欣賞」之音樂批判性思考教學行動研究李宛倫 93

四、學習評量

活動名稱 評量方式 評量內容 活動材料

（一）教堂與鐘樓

　1. 預測策略

　2. 主題音畫

　3. 讀譜分析

態度 ●  能專心與安靜觀賞影片，或欣賞音樂

●  能參與討論，聆聽與發表意見

1. 音樂欣賞學習單

2.「鐘樓怪人」音

樂劇 DVD

3.「大教堂時代」

樂譜

鑑賞與感受 ●  能用音樂術與表達音樂欣賞中的元素

●  能說出觀察到舞台上的綜合藝術元素

●  能說出舞台上藝術元素要表達的意涵

學習單

樂譜

●  能完成人物關係圖的預測

●  能完成主題音畫

●  能數出主題出現次數

●  能在樂譜標示曲調進行的輪廓

（二）愚人教皇

　1. 音樂拍子律動

　2. 連結與預測

態度 ●  能專心與安靜觀賞影片，或欣賞音樂

●  能參與討論，聆聽與發表意見

1. 音樂欣賞學習單

2.「鐘樓怪人」音

樂劇 DVD
鑑賞與感受 ●  能跟著音樂拍子做出正確律動

●  能說出不同拍子表現的感覺

學習單 ●  能連結自己經驗，並預測角色的的想

法

（三）狂想之舞

　1. 聆聽段落做筆記

　2. 舞蹈創作

態度 ●  能專心與安靜觀賞影片，或欣賞音樂

●  能參與討論，聆聽與發表意見

●  能欣賞同學的表演，並給予回饋

1. 音樂欣賞學習單

2.「鐘樓怪人」音

樂劇 DVD

鑑賞與感受 ●  能跟隨音樂輕數拍子

●  能分辨樂曲中的段落與次數

●  能排列樂曲段落出現的順序

創意

舞蹈

●  能為音樂段落設計舞蹈動作

●  能跟隨音樂完成全曲的動作表現

（四）道具的象徵

　1. 道具聯想

　2. 頑固伴唱

　3. 主題聽辨

　4. 劇情心智圖筆記

態度 ●  能專心與安靜觀賞影片，或欣賞音樂

●  能參與討論，聆聽與發表意見

●  能欣賞同學的表演，並給予回饋

1. 布、寶特瓶（可

替換其他生活素

材）

2. 欣賞學習單

3.「鐘樓怪人」音

樂劇 DVD

鑑賞與感受 ●  能觀察與說出舞台上的道具象徵意函

●  能聽辨主題，並數算出現次數

學習單 ●  能畫出音樂劇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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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材內容

一、「鐘樓怪人」DVD

由加拿大劇作家帕拉蒙多（Luc 

Plamondon）編劇、寫詞，作曲家

科西安提（Richard Cocciante）寫曲

共同完成的「鐘樓怪人」，這齣長

達三小時的法文音樂劇，早在 1997

年便發行原聲帶唱片，…（略）。

二、譜例「大教堂時代」（擷取部分）

如右圖

三、學習單「鐘樓怪人」（擷取部分學習單）

25 

 

参参参参、、、、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    

一一一一、「、「、「、「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DVDDVDDVDDVD    

    由加拿大劇作家帕拉蒙多（Luc 

Plamondon）編劇、寫詞，作曲家科西安

提（Richard Cocciante）寫曲共同完成

的「鐘樓怪人」，這齣長達三小時的法文

音樂劇，早在 1997 年便發行原聲帶唱

片，…（略）。 

二二二二、、、、譜例譜例譜例譜例「「「「大教堂時代大教堂時代大教堂時代大教堂時代」」」」（（（（擷取部分擷取部分擷取部分擷取部分））））    

如右圖 

 

三三三三、、、、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擷取部分學習單擷取部分學習單擷取部分學習單擷取部分學習單））））    

25 

 

参参参参、、、、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    

一一一一、「、「、「、「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DVDDVDDVDDVD    

    由加拿大劇作家帕拉蒙多（Luc 

Plamondon）編劇、寫詞，作曲家科西安

提（Richard Cocciante）寫曲共同完成

的「鐘樓怪人」，這齣長達三小時的法文

音樂劇，早在 1997 年便發行原聲帶唱

片，…（略）。 

二二二二、、、、譜例譜例譜例譜例「「「「大教堂時代大教堂時代大教堂時代大教堂時代」」」」（（（（擷取部分擷取部分擷取部分擷取部分））））    

如右圖 

 

三三三三、、、、 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學習單「「「「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鐘樓怪人」」」」（（（（擷取部分學習單擷取部分學習單擷取部分學習單擷取部分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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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方法與流程

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一

、

二

節

︵

80

分

鐘

︶

︵
一
︶
教
堂
與
鐘
樓

一、引起動機

（1）「鐘樓怪人」這個故事，看過的請舉手，包括電影、卡通、

小說…。

（2）聽過作家「雨果」的請舉手。

　　  好，那我們就開始認識這個作品的創作背景了

（3）閱讀與完成學習單（一、作者介紹）教師簡單解釋「浪漫

主義」、「反封建」、「哀艷」

二、發展活動

預測策略

（1）以故事名稱預測主角性格

（2）以人物關係圖，預測人物之間的關係，記錄在學習單。

肆肆肆肆、、、、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    
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一 
、 
二 
節 
︵ 
80 
分 
鐘 
︶ 

(

一)

教
堂
與
鐘
樓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1)「鐘樓怪人」這個故事，看過的請舉手，包括電影、卡通、小說…。 

(2)聽過作家「雨果」的請舉手。 

  好，那我們就開始認識這個作品的創作背景了 

(3)閱讀與完成學習單(一、作者介紹)教師簡單解釋「浪漫主義」、「反封

建」、「哀艷」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預測策略 

(1) 以故事名稱預測主角性格 

(2) 以人物關係圖，預測人物之間的關係，記錄在學習單。 

(3) 聆聽兩段音樂「大教堂時代」、「非法移民」片段(教師先不說曲名，

只聆聽不看畫面) ，請學生說一說聆聽到的速度、音樂的線條、伴

奏方式、展現的感覺與情感。 

(4)發下學習單 p.2，再次聆聽兩段音樂，紀錄在學習單三、(一)。學生

分組討論並派一名同學報告。 

主題音畫 

(5) 欣賞「大教堂時代」主題段落，教師帶領學生隨琴及教師的歌聲嘗

試哼唱看看，並提問，曲名與劇情，與音樂元素的特色有關連嗎?(曲

調音型的爬升很像教堂尖塔)  

(6) 聆聽「大教堂時代」，隨著音樂的線條，在學習單背面畫出自己心

中的大教堂，並且數一數，主題一共出現幾次(8 次)。 

你還注意到什麼?(地上的圓形光影象徵教堂花窗、歌詞是法文、移

動的柱子上有怪獸雕像) 

讀譜分析 

(7) 隨著音樂閱讀「大教堂時代」樂譜，你觀察到什麼?(轉調、主題升

高…)。 

(8)用螢光筆，在譜上沿著音符，畫出教堂的主題(8 次)。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說說看，你在「大教堂時代」、「非法移民」兩首作品中，還觀察到什麼

相同或不同的特色? 

 

 

 

 

學習單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口語

發表 

 

學習

單評

量 

 

 

 

 

學習

單評

量 

 

 

 

 

 

 

 

 

 

 

 

 

 

 

 

 

 

 

 

 

 

 

 

 

 

 

 

 

 

 

口語

發表 

（3）聆聽兩段音樂「大教堂時代」、「非法移民」片段（教師

先不說曲名，只聆聽不看畫面），請學生說一說聆聽到的

速度、音樂的線條、伴奏方式、展現的感覺與情感。

（4）發下學習單 p.2，再次聆聽兩段音樂，紀錄在學習單三、

（一）。學生分組討論並派一名同學報告。

主題音畫

（5）欣賞「大教堂時代」主題段落，教師帶領學生隨琴及教師

的歌聲嘗試哼唱看看，並提問，曲名與劇情，與音樂元素

的特色有關連嗎？（曲調音型的爬升很像教堂尖塔）

（6）聆聽「大教堂時代」，隨著音樂的線條，在學習單背面畫

出自己心中的大教堂，並且數一數，主題一共出現幾次（8

次）。

學習單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口語

發表

學習單

評量

學習單

評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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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一

、

二

節

︵

80

分

鐘

︶

︵
一
︶
教
堂
與
鐘
樓

　　  你還注意到什麼？（地上的圓形光影象徵教堂花窗、歌詞

是法文、移動的柱子上有怪獸雕像）

讀譜分析

（7）隨著音樂閱讀「大教堂時代」樂譜，你觀察到什麼？（轉調、

主題升高…）。

（8）用螢光筆，在譜上沿著音符，畫出教堂的主題（8 次）。

肆肆肆肆、、、、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與流程    
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一 
、 
二 
節 
︵ 
80 
分 
鐘 
︶ 

(

一)

教
堂
與
鐘
樓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1)「鐘樓怪人」這個故事，看過的請舉手，包括電影、卡通、小說…。 

(2)聽過作家「雨果」的請舉手。 

  好，那我們就開始認識這個作品的創作背景了 

(3)閱讀與完成學習單(一、作者介紹)教師簡單解釋「浪漫主義」、「反封

建」、「哀艷」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預測策略 

(1) 以故事名稱預測主角性格 

(2) 以人物關係圖，預測人物之間的關係，記錄在學習單。 

(3) 聆聽兩段音樂「大教堂時代」、「非法移民」片段(教師先不說曲名，

只聆聽不看畫面) ，請學生說一說聆聽到的速度、音樂的線條、伴

奏方式、展現的感覺與情感。 

(4)發下學習單 p.2，再次聆聽兩段音樂，紀錄在學習單三、(一)。學生

分組討論並派一名同學報告。 

主題音畫 

(5) 欣賞「大教堂時代」主題段落，教師帶領學生隨琴及教師的歌聲嘗

試哼唱看看，並提問，曲名與劇情，與音樂元素的特色有關連嗎?(曲

調音型的爬升很像教堂尖塔)  

(6) 聆聽「大教堂時代」，隨著音樂的線條，在學習單背面畫出自己心

中的大教堂，並且數一數，主題一共出現幾次(8 次)。 

你還注意到什麼?(地上的圓形光影象徵教堂花窗、歌詞是法文、移

動的柱子上有怪獸雕像) 

讀譜分析 

(7) 隨著音樂閱讀「大教堂時代」樂譜，你觀察到什麼?(轉調、主題升

高…)。 

(8)用螢光筆，在譜上沿著音符，畫出教堂的主題(8 次)。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說說看，你在「大教堂時代」、「非法移民」兩首作品中，還觀察到什麼

相同或不同的特色? 

 

 

 

 

學習單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口語

發表 

 

學習

單評

量 

 

 

 

 

學習

單評

量 

 

 

 

 

 

 

 

 

 

 

 

 

 

 

 

 

 

 

 

 

 

 

 

 

 

 

 

 

 

 

口語

發表 三、綜合活動

說說看，你在「大教堂時代」、「非法移民」兩首作品中，還觀

察到什麼相同或不同的特色？

口語

發表

第

三

、

四

節

︵

80

分

鐘

︶

︵
二
︶
愚
人
教
皇

一、引起動機 ~ 請你跟我這樣做 ~ 拍子的律動

　　教師做出六拍子、四拍子、六拍加四拍的律動，學生模仿

二、發展活動

音樂拍子律動作筆記

（1）請學生描述六拍子、四拍子、交錯拍在拍打時，有怎樣不

同的感受？

（2）聆聽與辨識六八拍

　　  教師播放「鑽石般的眼眸」，請學生跟隨音樂做出合適的

律動拍奏。

　　  請學生說說看，音樂的拍子（六八拍）、演唱方式是（男

女二重唱）、音樂表現的感覺是（流動、溫馨…）

（3）聆聽與辨識四四拍

　　  教師播放「愚人慶典」，請學生試著跟隨音樂做出合適的

律動拍奏。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律動

實作

評量

口語

發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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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三

、

四

節

︵

80

分

鐘

︶

︵
二
︶
愚
人
教
皇

（4）聆聽與辨識交錯拍

　　  教師播放「誘拐」，請學生試著跟隨音樂做出合適的律動。

　　  請學生說說看，音樂的速度（自由的）、演唱方式（男女

對唱）、音樂表現感覺（神秘）

連結  主題「愚人教皇」

（1）「想想看，你有沒有『不受歡迎、被嘲笑』的經驗？」帶

著經驗，欣賞「愚人教皇」歌詞中提起自己曾飽受嘲弄，

再次喚起經驗。教師問：「作品唱的跟自己的經驗一樣

嗎？」「愛絲梅拉達會因為加西莫多當選愚人教皇而喜歡

他嗎？」

（2）欣賞「愚人慶典」、「愚人教皇」，描述在舞台上看見的

道具有哪些，代表什麼意思？

（3）欣賞「女巫」、「孤兒」，說一說浮羅洛為何這樣說艾斯

梅拉達？以及加西莫多與弗羅洛是怎樣的關係，有如何的

情感？

（4）統整歸納意義：

　　  關於『愚人教皇』這個主題，你認為這個橋段主要在說什

麼？

（5）比較文章與經驗的差異：

　　  教師問：「比較你原先對『不受歡迎、被嘲笑』的看法和

劇本所談到的有何異同？」

三、綜合活動 ~ 進一步評估作者的想法

討論作者主要的想法是什麼？為什麼？作者在劇本中提到的訊息

清楚表達了他的想法嗎？為什麼？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學習單

評量

口語

發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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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五

、

六

節

︵

80

分

鐘

︶

︵
三
︶
狂
想
之
舞

一、引起動機

以八拍為單位做模仿遊戲，教師以拍手、拍肩、轉手…帶孩子用

身體感受固定拍子，以及發展身體動作的各種組合。

二、發展活動

聆聽段落作筆記

（1）聆聽「心痛欲裂」輕輕拍手，數一數 A 段有幾個八拍（4
個八拍） B 段有幾個八拍（4 個八拍）。紀錄在學習單五、

（一）表格中

（2）小組互助，數一數，指定的音樂段落中，有幾個 A 段（5
個 A 段）有幾個 B 段（2 個 B 段），順序 AABAABA

（3）小組討論與描述 A、B 段的音樂特色與個人感受，記錄在

表格。

創意舞蹈

（4）小組討論，為段落設計相同或不同的動作，向老師說明設

計想法。

（5）分組練習時間，將設計的動作配上音樂串聯起來，做到熟

練。

（6）各組發表，與同儕回饋

第 
五 
、 
六 
節 
︵ 
80 
分 
鐘 
︶ 

(

三)

狂
想
之
舞 

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以八拍為單位做模仿遊戲，教師以拍手、拍肩、轉手…帶孩子用身體感

受固定拍子，以及發展身體動作的各種組合。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聆聽段落作筆記 

(1)聆聽「心痛欲裂」輕輕拍手，數一數 A段有幾個八拍(4個八拍) B段

有幾個八拍(4個八拍)。紀錄在學習單五、(一)表格中 

(2) 小組互助，數一數，指定的音樂段落中，有幾個 A段(5個 A段)有

幾個 B段(2個 B段)，順序 AABAABA 

(3) 小組討論與描述 A、B段的音樂特色與個人感受，記錄在表格。 

創意舞蹈 

(4)小組討論，為段落設計相同或不同的動作，向老師說明設計想法。 

(5)分組練習時間，將設計的動作配上音樂串聯起來，做到熟練。 

(6)各組發表，與同儕回饋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根據今天的課程，請學生想一想，說一說，在音樂、舞蹈、合作與討論、

欣賞與創作，的學習歷程中，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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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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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狂
想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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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引起動機 

以八拍為單位做模仿遊戲，教師以拍手、拍肩、轉手…帶孩子用身體感

受固定拍子，以及發展身體動作的各種組合。 

二二二二、、、、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發展活動 

聆聽段落作筆記 

(1)聆聽「心痛欲裂」輕輕拍手，數一數 A段有幾個八拍(4個八拍) B段

有幾個八拍(4個八拍)。紀錄在學習單五、(一)表格中 

(2) 小組互助，數一數，指定的音樂段落中，有幾個 A段(5個 A段)有

幾個 B段(2個 B段)，順序 AABAABA 

(3) 小組討論與描述 A、B段的音樂特色與個人感受，記錄在表格。 

創意舞蹈 

(4)小組討論，為段落設計相同或不同的動作，向老師說明設計想法。 

(5)分組練習時間，將設計的動作配上音樂串聯起來，做到熟練。 

(6)各組發表，與同儕回饋 

三三三三、、、、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綜合活動 

根據今天的課程，請學生想一想，說一說，在音樂、舞蹈、合作與討論、

欣賞與創作，的學習歷程中，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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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根據今天的課程，請學生想一想，說一說，在音樂、舞蹈、合作

與討論、欣賞與創作，的學習歷程中，自己的心得與感受。

學習單

DVD

影音設

備

實作

評量

作業

評量

口語

發表

實作

評量

口語

發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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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節 
次

名 
稱

教學流程
教學

資源

評量

方式

第

七

、

八

節

︵

80

分

鐘

︶

︵
四
︶
道
具
的
象
徵

一、引起動機

道具聯想

教師示範一枝筆的道具延伸聯想（梳子、牙刷、口紅…），邀請

學生加入聯想與表演。

二、發展活動

（1）各組給予一個道具（布、飛盤、寶特瓶），請學生做道具

的延伸聯想

（2）欣賞作品「渴求甘霖」、「致命狂戀」說說看道具的使用，

與劇情和角色的關聯。

（3）欣賞作品「囚籠之鳥」，教師問：「男女對唱的兩人在劇

中看的見彼此嗎？」「你認為他們看不見對方的理由何

在？」「道具在這裡暗示了什麼？」

頑固伴唱

（4）聆聽「襲擊聖母院」，歌詞「我們是異鄉人，非法移民，

男男女女，無家可歸，啊！聖母！我們向您乞求，收容！

庇佑！」，說說看音樂段落到哪裡算一次（收容！庇

佑！）。數一數，全曲一共出現幾次？（5 次）

（5）跟著曲調輕輕哼唱，說說看，這 5 次反覆的演唱，你還聽

見什麼？

主題聽辨

（6）聆聽「舞吧艾絲梅拉達」，副歌的主題，重複了幾次？（5

次）重複的過程中，有什麼變化嗎？ 作曲者這樣的設計有

怎樣的用意？

劇情心智圖筆記

（7）依據學習單的角色與詞語題示，小組討論後，繪製鐘樓怪

人心智圖，包含角色、關係、性格、印象深刻的歌曲、舞

台效果、感想…。

DVD

影音設

備

學習單

彩色筆

實作

評量

口語

發表

口語

發表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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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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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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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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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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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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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

︵
四
︶
道
具
的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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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活動

心智圖分組欣賞與解說。

作品

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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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作品

圖一、預測與連結（一） 圖二、預測與連結（二）

圖三、預測與連結（三） 圖四、預測與連結（四）

圖五、律動、聆聽與情感連結 圖六、讀樂譜數畫主題次數

圖七、看人物關係圖預測角色關係（一） 圖八、看人物關係圖預測角色關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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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分析音樂做創意舞蹈（一） 圖十、分析音樂做創意舞蹈（二）

圖十一、分析音樂做創意舞蹈（三） 圖十二、分析音樂做創意舞蹈（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