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跨 領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 

北 區 ／ 新 竹 市 立 三 民 國 民 中 學 

學校名稱 新竹市立三民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洪碧霜校長、謝偉傑主任、曾筱婷組長、王香孌老師、鍾華琳老師 

跨領域學科 國文 藝術學科 音樂 

教學對象 

先備能力 

一、教學對象：九年級學生 

二、先備能力： 

1.國文：學生已具備中國文學裡韻文的詩詞格律常識。 

     2.音樂：學生已具備音樂節奏及創作概念。 

跨領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本課程配合國文第六冊教材「元曲選」單元，設計兩大主軸課程活動：

一是以文學為軸，藉著依曲牌格律填詞，以認識填詞創作要點，同時在朗讀

作品時，體認聲音的情緒表達。輔以和天淨沙．秋思相同的思鄉題材之音樂

文本，作為類文延伸閱讀，並藉不同文本比較，提升學生的歌詞鑑賞力。

另一則是以音樂為軸，依天淨沙曲牌平仄聲調的格律，設計不同的聲音或

肢體動作，體驗音樂節奏的規律性。最後則是透過音樂人現身說法，以了

解音樂的創作歷程。 

 

跨領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略 

應用策略 (請勾選) 

使用時機 

□課前預習 

■引起動機 

教學策略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 

□虛擬實境之情境教學 

評量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網路資源之體驗學習教學 

□應用藝術類數位典藏資源之

探究式教學 

■合作學習式教學 

■專題討論式教學 

■協同教學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遊戲評量 

■專題報告製作

■展演實作 

□影音紀錄 

□其他 

課程架構

與跨領域

課程設計

概念 

課程架構圖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一曲鄉思 青春「樂」起來 

教學時數 6 節課 實施班級 905 906 

設計理念 

國古典韻文詩詞曲是國文科重點課程，而韻文是一門結合文字、音樂的藝

術，為了便於朗誦或詠唱，使其產生鏗鏘和諧的節奏與旋律，衍生出韻文的

格律。在課程中讓學生練習依聲律填詞，體驗中國古典韻文聲韻旋律之美，

並透過朗讀學生自行創作歌詞，了解聲音與情感表達的相關性。再者，安排

歌詞文本的比較，使學生進一步了解音樂與文學的密切關係，在欣賞流行音

樂之際，透過文本比較的練習，提升學生的歌詞鑑賞力。另外，在國文課已

對元曲曲牌格律介紹後，音樂課帶領學生利用韻文中的平仄聲調，設計不同

聲音或肢體動作的節奏，體驗中國韻文裡的音樂性。最後課程邀請致力於母

語音樂創作的校友返校分享經驗，讓學生對音樂創作與文化工作有深入的認

知，同時客語音樂中的客家概念，也使課程的首尾主題相呼應，由馬致遠的

天淨沙．秋思出發，最後他鄉變故鄉作結。 



藝術概念與 

美感元素 

曲調、節奏、音色、織度、曲式、音階、音調、反覆、統一、對比、韻律、

聲情 

教學方法 講述法、問答法、討論法、合作學習法、發現法、練習法、發表法、欣賞法。

教學資源 

教材來源：翰林版國文第六冊第三課、自編教材 

硬體設備：電腦、單槍投影機、自製教具、平板電腦。 

教學場域：教室。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認識中國韻文元曲〈天淨沙〉的曲式特徵。 

2.運用元曲〈天淨沙〉的曲式填寫新詞。 

3.透過朗讀表達作品之聲情。 

4.使用不同聲音進行音樂節奏創作。 

5.瞭解歌詞中的文學思鄉題材並能進行音樂文本比較。 

6.從閱讀歌詞、聆聽歌曲中培養音樂鑑賞力。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1 
古調今人多不愛 

依聲填詞自己來 
能認識元曲曲牌格式並依格律填入新詞。 

電腦、單槍投影

機、課程簡報、

辭典 

2 聲音傳情 能了解並以聲音傳達自己作品的情感。 

電腦、單槍投影

機、課程簡報、

自製教具 

3 找聲音玩節奏 能以身體聲音或肢體動作設計音樂節奏。 
電腦、單槍投影

機、課程影片 



4 魯蛇回鄉之路 能分析、比較相同主題流行歌曲之歌詞。 

電腦、單槍投影

機、課程簡報、

課程影片 

5 聽!學長唱故事 
能以文字寫出音樂作品之創作特色及感

受。 

電腦、單槍投影

機、課程簡報、

音 響 器 材 、 海

報、邀請卡、指

示牌 看板

教學流程 

節次 活動 時間 
藝術媒介

藝術資源

藝術概念

美感元素

跨領域 

策略 
評量模式 備註 

一 

準備活動： 

教師製作教

材。 

      

引導活動： 

1.教師介紹課

程活動內容及

說明分組競賽

規則。 

2.教師播放元

曲吟唱與動

畫。 

5 分鐘 
教師自製影

片 
聲情 

網路資源之

體驗學習教

學 

  



發展活動： 

1.教師講述元

曲〈天淨沙〉

曲牌格式。 

2.說明中國五

聲音階與文

字聲調關

係，並標示

出〈天淨沙〉

曲牌格式所

對應之中國

五聲音階。 

3.進行「古調

今人多不愛， 

依聲填詞自己

來 活動 教

30 分鐘 

教師自製

PPT 

活動單 

曲式 
合作學習式

教學 

學習單 

活動參與 
 

綜合活動： 

1. 教師說明

填詞作品

評分項目。

2.教師展示各

組作品，請學

生依次評分。 

10 分鐘 學生作品 曲式 

應用藝術素

材之問題導

向教學 

作品展示 

活動評分表 
 

二 

準備活動： 

教師製作教

具，學生練習

朗讀自行填詞

的作品。 

      



引導活動： 

教師呼喊學生

名字，請學生

猜測教師的情

緒或可能發生

什麼事。 

5 分鐘  

音階 

音調 

節奏 

   

發展活動： 

1.教師講解聲

音的音

階、音

調、節奏

不同產生

不同的聲

音表情。 

2.進行「聲音

傳 情 」 活

動，教師說

35 分鐘 

教師自製教

具 

教師自製

PPT 

音階 

音調 

節奏 

聲情 

應用藝術素

材之問題導

向教學 

合作學習式

教學 

活動參與 

作品展演 
 

綜合活動： 

教師進行競賽

結果計分並對

各組活動表現

講評。 

5 分鐘    活動計分表  



三 

 

︵ 

音 

樂 

課 

︶ 

準備活動： 

教師製作教

材，學生設計

聲音或動作節

奏。 

      

引導活動： 

教師播放利用

身體發出的聲

音設計為音樂

節奏的影片。 

5 分鐘 
教師自製影

片 
節奏    

發展活動： 

1.教師講解如

何以〈天淨

沙〉曲牌格

式中的平與

仄，作為設

計節奏的元

素。 

2.進行「找聲

音玩節奏」

活動，請學

30 分鐘 學生作品

節奏 

織度 

反覆 

統一 

合作學習式

教學 

創造思考教

學 

活動參與  



綜合活動： 

教師進行競賽

結果計分並對

各組作品展演

講評。 

10 分鐘    
作品展演 

活動計分表 
 

四 

準備活動： 

教師製作教

材，學生蒐集

流行音樂中歸

鄉主題的歌

詞。 

      

引導活動： 

教師播放林生

祥〈風神 125〉

講解歌詞內

容，說明一位

魯蛇的回鄉之

路與所反映的

社會現實。 

5 分鐘 
教師自製影

片 
    



發展活動： 

1.教師講述民

間歌謠具語

言質樸自

然、手法具

敘事性、句

式反覆吟

詠、內容反

映社會現實

之特色。 

2.進行「魯蛇

30 分鐘 

教師自製

PPT 

流行音樂歌

詞 

對比 

反覆 

韻律 

節奏 

應用藝術素

材之問題導

向教學 

合作學習式

教學 

學習單 

活動參與 
 

綜合活動： 

1.學生依分組

討論內容

上台報

告。 

2.教師進行競

賽結果計

分並對各

組報告內

容講評。 

10 分鐘    
分組報告 

活動計分表 
 

五 

準備活動： 

1.教師說明參

加音樂會禮

儀。 

2.教師介紹學

長黃子軒

音樂特

色，講解

音樂創作

歌詞內

容。 

 

教師自製影

片 

教師自製

PPT 

  活動參與  



引導活動： 

教師進行開場

白，說明籌辦

講唱會緣由。 

10 分鐘      

發展活動： 

1.進行「聽!

學長唱故

事」活動，

認識黃子

軒學長音

樂創作歷

程與特

色。 

2.學生聆聽

「母語音

60 分鐘 

講師自製

PPT 

吉他 

音響器材

曲調 

節奏 

音色 

織度 

應用藝術素

材之問題導

向教學 

活動參與 

學習單 
 

綜合活動： 

1.講唱會 Q&A

時間。 

2.教師總結課

程活動。 

20 分鐘    活動計分表  



教學省思與建議 

一、在第二次循環課程設計，國文科嘗試跨域聽覺藝術，由於音樂是自己不熟悉的領域，想

把音樂元素融入課程中有些困難，特別是「曲式」、「力度」、「織度」等音樂元素概念，

因無法理解而在設計課堂呈現的形式上經常出現瓶頸，音樂老師也不清楚自己所要強化的學

科概念為何？需要經過多次討論和溝通，才找到兩個領域的共同點。但也因為跨領域，彼此

的學科觀點互相激盪，使教師在日後教學創意上，得到不少啟發。 

二、任何課程實驗計畫，皆需要學校行政單位作為後盾，否則常因教師配課問題，在授課年

段、教學對象、課程研發團隊上無法有適切的安排。兩次循環課程經歷兩所學校，分配到的

都是九年級，課程內容與實施時間都面臨挑戰，合作對象也只能從該班藝文領域授課教師徵

詢意願。大部分參與計畫的教師會覺得負荷沉重，是因為平日學校工作的業務量並沒有減

輕，咬牙勉力執行是為了僅存的熱情，若能落實減課或減少兼職工作，必能吸引更多教師的

投入。 

三、參與許多的計畫，受惠者往往是教師本身，因為跨領域計畫的執行需要和異界往來，也

因為接觸不同文化工作者，帶給教師不同的思考刺激。譬如在第一場工作坊，對目前社會環

境從事相聲說唱藝術工作有所新認識，而說唱藝術對於語調聲音變化的要求，讓人體驗到語

音韻律、節奏之美。聲音可以傳達感情，使聲音有畫面感、層次感;另外第二場工作坊，透過

母語音樂創作者的介紹，發現語言裡的語氣、口氣會影響到音樂情感的表達，母語成為聲情

表達的新媒介。這些收穫將是往後教學上的新養分。 

四、兩次循環課程都是九年級學生，離校在即的校園生活中，也留下了深刻的美感經驗：從

學生的填詞作品窺見學生生活的心理狀態，而設計聲音節奏單元上，課業成就表現不佳的學

生也能引起學習興趣，發揮創意。最後邀請校友分享音樂創作，雖然新竹市客家族群不多，

但異質文化透過音樂感染力也能產生共鳴，接受生活中的共同經驗，隨著音樂哼唱、打起節

拍來。 

五、計畫的經費使用上，特別是在實作課程裡，有些成品需要數位化科技軟體、器材製作，

或外聘專業師資授課，在經費使用上有較多限制而無法購置，不然就是鐘點費單價低廉，放

棄聘請專才指導。 

教學研發成果 

一、 教具 



二、 活動單 



未來推廣計畫 

 

1.運用跨領域設計，活化語文課程： 

任何一個學科若能做跨領域課程設計，必能增進該學科的學習內涵。語言作為工具，可與各

跨領域結合，文學與藝術關係密不可分，同為美學的範疇，與藝文領域跨界合作成為語文課

程的教學策略，不僅引起學生學習興趣，還能透過不同學科的觀點，強化學習的概念。例如:

本次實驗課程將中國韻文與音樂節奏元素結合，突顯詩詞曲中格律的音樂性概念。 

2.嘗試跨校課程交流與合作，開拓美感視野： 

教師除了在校內開發美感教育課程外，希望還可以和他校同好進行合作與交流，特別是發展

藝術教育之特色學校，因為校區城鄉差異或地域族群文化相異，帶來迥異的美感經驗，擴展

藝術、文化視野。 

3.多元媒介與資源，培養審美能力： 

在藝術媒介和資源上，可利用數位科技轉換成不同的感官藝術形式呈現，並尋求多元的資源

融入課程，包括藝術專才、文化工作者、駐村(校)藝術家、藝術團體、藝術展演空間或活動

等，豐富的美感經驗的刺激，訓練學生的審美能力。 

4.計畫目標： 

生活本身就是藝術的文本，學生藉由課程設計提升美感素養，能對生活周遭細心觀察，以美

感的心靈關注身邊的人、事、物。 



課程實施紀錄（教學照片 10 張加說明） 

 

教師講解元曲〈天淨沙〉曲牌格式 學生分組練習填詞活動 

 

學生對各組填詞作品進行評分 

 

各組上台朗讀自己組別的作品進行「聲音傳情」活動 



音樂老師指導學生進行「找聲音玩節奏」活動 音樂老師指導學生進行「找聲音玩節奏」活動 

學生分組討論音樂文本比較活動 學生上台報告音樂文本比較後各文本的特色 

 

黃子軒學長返校分享音樂創作歷程 學生參加黃子軒學長音樂創作分享講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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