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壹、 學校名稱：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貳、 團隊成員：(教學)自然科教師林建義、視覺藝術科教師李婉琪 

                 (行政)宋文章校長、教務主任洪湧泉、教學組長楊喻評 

參、 跨領域科目：自然與生活科技、視覺藝術 

肆、 教學對象與先備能力 

一、 教學對象：國中二年級學生(801、802)，三年級學生(901、902) 

二、 先備能力 

1. 自然：對波動現象與樂音三要素有基本的認知，並了解聲音的傳遞

是 

  空氣振動的現象。 

2. 視覺藝術：具備造型與素描的基本概念，能分辨點線面表現之差異

性。 

伍、 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 

            以自然、視覺進行協同教學，根據共同備課討論名稱為「聲聲不 

        息」，以「聲音」為主題進行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分三階段(課前準備、 

        課程進行、課後評量)，教學目標中自然科著重認知層面與動手實作能 

        力，視覺則著重情意層面，二者協同教學著重在技能層面(圖 1)。 

 

 

 

 

 

 

 

 

課前準備 

課程進行 

課後評量 

1.確認課程目標 

2.了解學生先備知識 

3.跨領域科目共同備課、研發教材 

認知層面 

1.了解聲音是物體快速震動 

  產生 

2.了解音調高低與聲波的頻 

  率(波長)有關 

3.了解聲音共振原理 

情意層面 

1.感受聲音變化的 
 各種可能 
2.將對聲音感受與 
 視覺符號連結 

技能層面 

1.轉化聲音進行 

 抽象作品創作 

2.能動手操作自製 

  樂器 

學生回饋、教師教學成效、作品展覽 

自然 視覺藝術 



            

 

           另自然課的聲音與光(三原色)單元，雖然有一些實驗課程幫助學生 

       理解，不過仍偏於認知的學習與輔助，本課程透過「實作體驗」與「表 

       達」等不同的方式，讓學生展現多元的學習感受與表現。      

陸、 跨領域美感課程應用策略 

           本次跨領域美感課程於自然科教學的使用時機，將藝術概念與美感 

       元素放在引起動機、綜合活動及課後複習的部分。而在教學策略方面採 

       取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實作體驗、協同教學。評量模式的部 

       分，以學習單、展演實作的方式，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教師教學成 

       效。 

柒、 教學計畫 

一、 單元名稱：聲聲不息 

二、 設計理念 

    聲音對學生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經驗，從小就會聽、會說，

但     

 是聲音只能透過耳朵「聽」嗎?這次的「聲聲不息」跨領域美感課程，

就 

 是要打破一般人用「聽」的聲音的經驗，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學生 

 體驗聲音的不同感受，分別從動手做樂器、音感作畫等，結合視覺感

受、 

 科學實作，拓展學生對聲音的美感體驗。 

     自然科的部分，延續課本中有關波動、聲音的產生，以及聲音三要 

 素的認知學習，設計動手自製樂器的實作活動，讓學生實際體驗直笛發 

 音的原理，並感受自己吹奏音階的變化，察覺音調高低與空氣柱長短的 

 關係，並分享自己吹奏自製樂器的表現。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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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的部分則以藝術的基本元素點、線、面，結合抽象畫與音 

 感作畫的概念，讓學生將無形的聲音轉化為有形的畫面，以聲音結合繪 

 畫的方式創作作品，察覺聲音變化的可能性，並體驗抽象的表現手法。 

三、 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 

            在以自然的聲音單元與視覺的音感作畫結合的課程中，首先以自

然 

        科的實作讓學生感受自製樂器音調高低的變化，了解聲音的共振與空

氣 

柱長短關係；之後以聆聽、吹奏的方式表達對作品的感受，最後讓學

生以小型作業試驗或分享，來表現創作後的成果。 

            本課程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主要呈現在引起動機、綜合活動及課

後 

        複習的部分。 

           自然：引起動機─播放影片，說明傳統排笛運用笛管長度的不同， 

                           吹奏不同音階的原理，並比較中音直笛透過按壓 

                           孔洞的不同，亦能發出不同音階的笛音。 

                 綜合活動─使用最簡易的材料─吸管，自製伸縮直笛，並以 

                           學習單引導學生「自我評量」，再請學生上台演

示 

                           其笛音。 

                 課後複習─透過學習單的書寫與回饋，學生分享製作的發現 

                           及對自製樂器發出聲音的感受。 

           視藝：引起動機─以生活中的各種音效為例，引起學生對聲音的敏 

                           感度，並帶入抽象畫的簡介。 

                 綜合活動─播放兩種不同類型音樂，讓學生嘗試以不同的工 



                           具去感受聲音並以點線面捕捉聲音的形象。 

                 課後複習─分享並討論同學的作品，歸納讓人印象深刻的原 

                           因與美的感受之關聯。 

            

   四、 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主要以自然與視覺協同教學的方式來進行，分別就個別

專 

        長，如自然知識、繪畫等，針對同一主題來教導學生，另外自然科亦

採 

        取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於課程中應用具藝術概念與美感元

素 

        之圖片為簡報投影片來引導學生提問討論，亦安排樂器實作，視藝課

除 

        實作體驗外亦採取公開展示，讓學生透過相互分享，觀摩他人的創意

表 

        現手法。 

五、 設計依據（含核心素養） 

1. 單元目標 

【自然】學生能了解聲音產生的原理，並實作樂器，體驗調整樂器音調 

        的變化。 

【視覺藝術】嘗試將無形的聲音轉化為有形的抽象作品，能從美感角度 

        欣賞作品並分享看法。 

2. 具體目標 

    【自然】 

(1) 了解聲音是物體快速震動產生的。 

(2) 了解樂音三要素：響度、音調、音品。 



(3) 了解笛音音調高低與直笛空氣柱長度有關。 

(4) 能動手自製簡易伸縮直笛，並調整吹奏出不同音階。 

【視覺藝術】 

(1) 嘗試聲音與點線面結合的創作。 

(2) 理解何謂抽象畫。 

(3) 運用美感構成手法進行創作。 

(4) 能欣賞他人作品並分享看法。 

3. 能力指標/核心素養 

    能力指標 

       【自然】 

          1-4-4-2 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4-5-3 將研究的內容作有條理的、科學性的陳述。 

          2-4-5-6 認識聲音、光的性質，探討波動現象及人對訊息的感受。    

       【視覺藝術】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媒體的特性。 

       核心素養 

       【自然】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中。 

       【視覺藝術】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表達觀點與風格。        

六、 教學目標 

【自然】學生能了解聲音產生的原理，並實作體驗調整樂器音調的變

化。 

【視覺藝術】學生能轉化聲音為抽象作品並從美感角度欣賞作品。 

 

七、 課程架構圖 



 

 

 

 

 

 

 

 

 

 

 

 

 

 

 

 

八、 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 

     【第 1 節】多變的聲音 

        準備活動：(教師)配合第三冊 3-5 多變的聲音單元，準備教學影片

與 

                  簡報。         

        引起動機：生活中的聲音來源千奇萬種，我們如何分辨聲音的不同 

                  與差異呢？ 

        發展活動：詳細介紹課本中有關樂音三要素─響度、音調、音品的 

                  定義與實例，讓學生了解聲音產生的原理。 

        綜合活動：配合課本例題及習題，以口頭評量方式檢視學生概念是 

                  否清楚，並說明樂器發聲原理(弦樂器→弦振動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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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箱共振；管樂器→空氣柱震動發聲；敲擊樂器→鼓膜、 

                  鑼、琴鍵等振動發聲)。  

     【第 2 節】自製伸縮直笛 

        準備活動：(教師)伸縮直笛材料(每人粗細吸管各 1 支，衛生紙 1 

                  張。剪刀、水杯共用)。 

        引起動機：介紹傳統排笛吹奏影片，說明排笛、直笛吹奏音階變化 

                  的原理。說明要請同學利用簡易材料，自製伸縮直笛， 

                  考驗吹奏技巧，挑戰吹奏「兩隻老虎」或「小蜜蜂」。 

        發展活動：發下學習單，說明製作過程，並示範吹奏效果。發下材 

                  料，逐一指導學生製作伸縮直笛。 

        綜合活動：邀請同學上台表演吹奏不同音階，並挑戰吹奏「兩隻老 

                  虎」旋律，請學生完成學習單。 

     【第 3 節】生活之聲  

        準備活動：(教師)教學簡報製作、音感作畫工具材料準備。 

        引起動機：以自然界及人為的音效檔(雨聲、車聲、電鈴聲等)，讓 

                  學生聆聽，回答是甚麼聲音。  

        發展活動：說明音感作畫的方式，發下紙、墨汁與調色盤請同學以 

                  手指沾取顏料，畫下聽到的兩段樂曲，同時請同學注意 

                  節奏長短、音量大小在畫面上的不同表現 

        綜合活動： 欣賞同學作品，老師邀請部分同學將作品展示於黑板

上， 

                  討論同學不同的表現方式並歸納當聆聽音樂時，會自然 

                  地以單純的點線面表現，即是接近抽象畫的表現手法。  

     【第 4 節】聲形律動 



        準備活動：(教師)教學簡報製作、音感作畫工具材料準備 

        引起動機：說明承接上節課，提供更多材料工具，請學生聆聽前先 

                  思考色彩、作畫工具與聲音的關聯。播放音效，請同學 

                  分享聽到的是甚麼聲音。 

        發展活動：請學生選擇以手、棉繩、水彩筆等不同工具，站起來邊 

                  聽音樂邊創作。以兩首曲子播放，第一首使用水彩紙。 

                  第二首用宣紙，讓學生體驗作畫工具在不同紙材上的變 

                  化。提醒色彩不需要全用、工具可搭配音樂作選擇。 

        綜合活動：欣賞作品，挑選最滿意的一張與同學分享，說明最滿意 

                  的原因，教師歸納同學作品的優點。  

     【第 5 節】聲音的抽象表現 

         準備活動：拍攝學生上一節課作品，整理為電子檔。 

            引起動機：欣賞上節課作品，討論分析其畫面構成優點。 

            發展活動：說明美感構成要素以及介紹抽象畫派及其表現手法。說 

                      明作品拼貼組合方式。聆聽播放過的音樂，裁切畫面組 

                      合成新作品。 

            綜合活動：分享欣賞作品，說明抽象的表現手法相當多樣，與聲音 

                      相同皆無外在具體造型，但仍可直接表達感受，所以藉 

                      由聲音體驗抽象畫是一種更為直覺的創作，亦有其美感 

                  所在與欣賞的方法。 

九、  教學評量 

            各節的評量依據單元目標來進行，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教師

教  

        學成效。分述如下： 

       【第一、二節】在自然課中以學習單與實作的方式進行，讓學生藉由學   



        習單提示方法製作伸縮直笛，將當節課實作發現與心得，留下學習紀

錄。 

       【第三、四、五節】視藝課中除課堂觀察學生表現外，以實作的音感作 

        畫作品與作品展演進行評量。 

捌、 教學省思與建議 

       【自然】 

        1.學生對聲音概念的理論學習興致比較不高，但是第二節實作體驗課

程 

        「自製伸縮直笛」時，非常投入，也勇於嘗試不同的吸管長度變化，

挑 

         戰吹出不同的音階。 

        2.少數同學不熟悉吸管吹嘴的調整要領，未能吹出聲音，建議進行實

作 

         時可以分為 2-3 人小組，同學間才方便互相修正與協助。 

       【視覺藝術】 

        1.在課前準備音效尋找的過程，原先理想中的生活化聲音比較難找

尋， 

         若能事先錄製好，學生應該會更為投入，另外本想找更為單純的樂器 

         演奏聲，但礙於時間，覺得若時間充裕應該可以找到更為適用的。 

        2.音感作畫第二節時，學生因手邊材料新奇，觀察其作畫過程，部分

同 

         學較傾向材料的體驗而非對聲音的感受，應多給予材料體驗的時間， 

         讓學生先聆聽音樂，決定搭配的材料，或先安排不同材料搭配的音

樂，  

         讓學生可以更明確分辨不同聲音與情緒感受的視覺表現差異。 



           在執行本次課程時，自然科較為困難的部分在於課程進度的壓力， 

       考慮此因素，為了不影響既有進度，採取融入既有課程及複習的方式來 

       進行，但仍有時間壓力，若能安排為外加課程方式，或許教學能更有變 

       化與空間。 

           雙方科目的結合，讓教師彼此有更多對話討論空間，針對一致的目  

       標主題各自發揮所長卻又互有關聯，這樣的合作模式對雙方的教學與課 

       程開發上，都有極大的助益。 

           經過本次的循環課程，歸納以下幾點建議，亦是對未來課程的期

許： 

一、 擴大不同領域教師參與：配合 108 課綱跨領域與校本課程規劃，校 

       內可推動教師社群，促使更多領域教師加入對話與討論。 

二、 爭取行政支持與合作：雖然有教務處行政人員的鼎力配合與支持，        

       但跨領域的經費運用、節數安排，仍是執行課程教師要先做規劃， 

       希望有更完善的方式，使教師更單純專注於課程研發與教學上。 

三、 多面向宣導跨領域美感課程：可多運用網路媒體平台，讓更多人看 

       見跨領域美感的成果，進而了解與參與跨領域美感課程。 

四、 發展具在地特色的跨領域美感課程：課程規劃中若能加強與在地的 

       聯結，相信學生對美感的體驗會更加生活化與印象深刻。 

 

玖、 課程研發成果（如學習單、觀察紀錄表、評分規準等） 

       本跨領域美感課程結合自然與視覺，產出的成果如下所列： 

一、 辦理工作坊時，校內同仁的回饋。 

二、 學生於自然課完成的伸縮直笛與學習單。 

三、 視藝課的音感作畫作品。 

 

 



 

壹拾、 未來推廣計畫 

           在自然科的部分，實作「自製伸縮直笛」活動時學生產生濃厚興

趣， 

       已有一組學生進一步找自然科老師指導進行科展研究，也算是本課程的 

       意外收穫。而在視覺的部分，音感作畫對學生而言是較為新奇的體驗， 

       未來也可加入其他藝文領域如音樂、表演等，繼續發展為更為完善的跨 

       領域美感課程。 

 

壹拾壹、 課程實施紀錄(如後表格所附) 

 

壹拾貳、 參考資料：  

              趙惠玲主編(2016) 。薈美、融藝：跨領域美感課程之理論與實

務。 

         新北市：華藝學術。 

 

 

※請先以文字進行論述，再輔以表格等說明。 



▋ 跨 領 域 美 感 課 程 教 學 方 案 格 式 ▋ 

所 屬 區 域 ／ 學 校 名 稱 

學校名稱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團隊成員 

(教學)自然科教師林建義、視覺藝術科教師李婉琪 

(行政)宋文章校長、教務主任洪湧泉、教學組長楊喻評 

跨領域 

學科 
自然科 藝術學科 視覺藝術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教學對象：國中二年級學生(801、802)，三年級學生(901、902) 

先備能力： 

【自然】對波動現象與樂音三要素有基本的認知，並了解聲音的傳遞是

空氣振動的現象。 

【視覺】具備造型與素描的基本概念，能分辨點線面表現之差異性。 

跨領域 

美感課

程實施

模式 

以自然、視覺進行協同教學，根據共同備課討論名稱為「聲聲不息」，

以「聲音」為主題進行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分三階段(課前準備、課程

進行、課後評量)，教學目標中自然科著重認知層面與動手實作能力，

視覺則著重情意層面，二者協同教學著重在技能層面。 

 

圖 1跨領域美感課程實施模式圖 

 

課程實施模式圖 

課前準備 

課程進

行 

課後評量 

1.確認課程目標 

2.了解學生先備知識 

3.跨領域科目共同備課、研發教材 

認知層面 
1.了解聲音是物體快
速震動產生 

2.了解音調高低與聲
波的頻率(波長)有關 

3.了解聲音共振原理 

情意層面 
1.感受聲音變
化的各種可能 
2.將對聲音感
受與視覺符號
連結 

技能層面 

1.轉化聲音創

作為抽象作品 

2.能動手操作

自製樂器 

學生回饋、教師教學成效、作品展覽 

自然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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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活動 

■綜合活動 

■課後複習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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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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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體驗 

評量模式 

■學習單 

□試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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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聲音的

抽象表現 

單元名稱：聲聲不息 

目標 

【自    然】實作體驗伸縮直笛發音的原理與音階變化。 

【視覺藝術】嘗試將無形的聲音轉化為有形的抽象作品，
能 

從美感角度欣賞作品並分享看法。 

五節課 

1.多變

的聲音 

2.自製伸

縮直笛 
3.生活之

聲 

 

4.聲形律

動 

 

教學策略 

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實作體驗、協同教學 

子  題 

主要教學活動 

‧實作簡

易樂器 

‧運用科

學原理，

調整直笛

音調 

，並吹奏

簡易音階 

‧認識樂

音三要素 

：響度、

音調與音

品 

‧聆聽生

活中的各

式聲音 

‧進行音

感作畫練

習並上台

分享 

‧以不同

工具與紙

材進行音

感作畫練

習 

‧欣賞作

品，歸納

優點 

‧欣賞作

品分析畫

面構成優

點 

‧介紹抽

象派與其

表現手法 

‧重組音

感作畫作

品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聲聲不息 

教學時數 五節課共 225 分鐘 實施班級 國中二、三年級 

實施情形 

以自然課三節、視藝課三節來進行，在自然課由樂音三要素先進行

說明，再以吸管自製簡易伸縮直笛，體驗音階的變化與吸管長短的

關係 

。視藝課則以生活中的聲音及樂器的聲音等，讓學生嘗試音感作畫

並分享其將聲音轉化為抽象的創作。 

設計理念 

    聲音對學生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經驗，從小就會聽、會說，

但是聲音只能透過耳朵「聽」嗎?這次的「聲聲不息」跨領域美感課

程，就是要打破一般人用「聽」的聲音的經驗，透過不同形式的活

動，讓學生體驗聲音的不同感受，分別從動手做樂器、音感作畫

等，結合視覺感受、科學實作，拓展學生對聲音的美感體驗。 

    自然科的部分，延續課本中有關波動、聲音的產生，以及聲音

三要素的認知學習，設計動手自製樂器的實作活動，讓學生實際體

驗直笛發音的原理，並感受自己吹奏音階的變化，察覺音調高低與

空氣柱長短的關係，並分享自己吹奏自製樂器的表現。  

    視覺藝術的部分則以藝術的基本元素點、線、面，結合抽象畫

與音感作畫的概念，讓學生將無形的聲音轉化為有形的畫面，以聲

音結合繪畫的方式創作作品，察覺聲音變化的可能性，並體驗抽象

的表現手法。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在自然的聲音單元與視覺的音感作畫結合的課程中，首先以自然

科的實作讓學生感受自製樂器音調高低的變化，了解聲音的共振與

空氣柱長短關係；之後以聆聽、吹奏的方式表達對作品的感受，最

後讓學生以小型作業試驗或分享，來表現創作後的成果。 

    本課程藝術概念與美感元素主要呈現在引起動機、綜合活動及

課後複習的部分。 

自然：引起動機─播放影片，說明傳統排笛運用笛管長度的不同，

吹  

                奏不同音階的原理，並比較中音直笛透過按壓孔

洞 

                的不同，亦能發出不同音階的笛音。 

      綜合活動─使用最簡易的材料─吸管，自製伸縮直笛，並以

學 

                習單引導學生「自我評量」，再請學生上台演示

其 



                笛音。 

      課後複習─透過學習單的書寫與回饋，學生分享製作的發現

及 

                對自製樂器發出聲音的感受。 

視藝：引起動機─以生活中的各種音效為例，引起學生對聲音的敏

感 

                度，並帶入抽象畫的簡介。 

       綜合活動─播放兩種不同類型音樂，讓學生嘗試以不同的工 

                 具去感受聲音並以點線面捕捉聲音的形象。 

       課後複習─分享並討論同學的作品，歸納讓人印象深刻的原 

                 因與美的感受之關聯。 

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主要以自然與視覺協同教學的方式來進行，分別就個

別專長，如自然知識、繪畫等，針對同一主題來教導學生，另外自

然科亦採取應用藝術素材之問題導向教學，於課程中應用具藝術概

念與美感元素之圖片為簡報投影片來引導學生提問討論，亦安排樂

器實作，視藝課除實作體驗外亦採取公開展示，讓學生透過相互分

享，觀摩他人的創意表現手法。 

教學資源 

教師自製教學簡報與學習單、電腦投影設備、麥克風、簡易伸縮直

笛材料(粗細吸管、衛生紙、剪刀、水杯)、音感作畫材料(墨汁、水

彩紙、宣紙、調色盤、水彩筆、棉繩、牙刷、棉花棒、免洗筷、紗

布球、膠水、4k 黑色粉彩紙、切割墊、剪刀、刀片)。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自 ai-Ⅳ-1 動手實作解決問題

或驗證自己想法，而獲得成就

感。 

自 ai -Ⅳ-3 透過所學到的科

學知識和科學探索的各種方

法，解釋自然現象發生的原

因，建立科學學習的自信心。 

視 2-IV-1 能體驗藝術作品，

並接受多元的觀點。 

核心 

素養 

自-J-A1 能應用科學知識、

方法與態度於日常生活當

中。 

藝-J-B1  應用藝術符號，以

表達觀點與風格。 



學習 

內容 

自 Ka-IV-4 耳朵可以分辨不同

的聲音，如大小、高低和音

色：對聲音的特性做深入的研

究可以幫助我們更確實防範噪

音的汙染。 

視 E-Ⅳ-2 平面、立體及複合

媒材的表現技法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自然】學生能了解聲音產生的原理，並實作樂器，體驗調整樂器音

調的變化。 

【視覺藝術】嘗試將無形的聲音轉化為有形的抽象作品，能從美感角

度欣賞作品並分享看法。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一 多變的聲音 認識樂音三要素：響度、音調與音品 簡報 

二 自製伸縮直笛 
實作簡易樂器，調整直笛音調吹奏簡易音

階 

簡報、學習

單、簡易伸縮

吸管材料 

三 生活之聲 聆聽各式生活聲音，練習音感作畫 
簡報、音感作

畫材料 

四 聲形律動 
以不同材料進行音感作畫練習，歸納作品

優點 

簡報、音感作

畫材料 



五 聲音的抽象表現 
分析畫面構成優點，以抽象手法重組音感

作畫作品 

簡報、第一節

音感作畫作

品、黑色底紙、

膠水、切割墊、

剪刀、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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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變的聲音 

【準備活動】(教師)配合第三

冊 3-5 多變的聲音單元，準備

教學影片與簡報。 

【引起動機】生活中的聲音來

源千奇萬種，我們如何分辨聲

音的不同與差異呢？ 

【發展活動】詳細介紹課本中

有關樂音三要素─響度、音

調、音 

品的定義與實例，讓學生了解

聲音產生的原理。 

【綜合活動】配合課本例題及

習題，以口頭評量方式檢視學

生概念是否清楚，並說明樂器

發聲原理(弦樂器→弦振動發

聲，音箱共振；管樂器→空氣

柱震動發聲；敲擊樂器→鼓

膜、鑼、琴鍵等振動發聲)。 

 

 

 

 

5' 

 

 

30' 

 

 

 

10' 

 

 

 

 

 

 

樂音三要

素與樂器

圖片 

 

 

 

 

材質、空

間 

 

 

 

 

應用藝術

素材之問

題導向教

學 

 

 

 

 

學習單 

 



二 

自製伸縮直笛 

【準備活動】(教師)伸縮直笛

材料(每人一粗細吸管各 1 支，

衛生紙一張。剪刀、水杯共用)  

【引起動機】介紹傳統排笛吹

奏影片，說明排笛、直笛吹奏

音階變化的原理。說明要請同

學利用簡易材料，自製伸縮直

笛，考驗吹奏技巧，挑戰吹奏

「兩隻老虎」或「小蜜蜂」。 

【發展活動】發下學習單，說明

製作過程，並示範吹奏效果。發

下材料，逐一指導學生製作伸縮

直笛 

。                

【綜合活動】邀請同學上台表演

吹奏不同音階，並挑戰吹奏「兩

隻老虎」旋律，請學生完成學習

單。 

 

 

 

 

10' 

 

 

 

 

 

25' 

 

 

 

10' 

 

 

 

 

 

 

排 笛 影

片、伸縮

直笛圖片 

 

 

 

 

 

材質、比

例 

 

 

 

 

 

實作體驗 

 

 

 

 

 

實作評

量、展

演 

 

 



三 

生活之聲  

【準備活動】(教師)教學簡報

製作、音感作畫工具材料準

備。         

【引起動機】以自然界及人為

的音效檔(雨聲、車聲、電鈴聲

等 

)，讓學生聆聽，回答是甚麼聲

音。        

【發展活動】說明音感作畫的

方式，發下紙、墨汁與調色盤

請同學以手指沾取顏料，畫下

聽到的兩段樂曲，同時請同學

注意節奏長短、音量大小在畫

面上的不同表現。                  

【綜合活動】欣賞同學作品，

老師邀請部分同學將作品展示

於黑板上，討論同學不同的表

現方式並歸納當聆聽音樂時，

會自然地以單純的點線面表

現，即是接近抽象畫的表現手

法。        

 

 

 

5' 

 

 

 

30' 

 

 

 

 

 

10' 

 

 

 

 

 

 

音感作畫

簡報、工

具 

 

 

 

 

 

點、線條、

空間 

 

 

 

 

 

實作體驗 

 

 

 

 

 

實作評

量、展

演 

 

 

 

 

 

 

四 

聲形律動 

【準備活動】(教師)教學簡報

製作、音感作畫工具材料準

備。         

【引起動機】說明承接上節課 

，提供更多材料工具，請學生

聆聽前先思考色彩、作畫工具

與聲音的關聯。播放音效，請

同學分享聽到的是甚麼聲音。 

【發展活動】請學生選擇以

手、 

棉繩、水彩筆等不同工具，站

起來邊聽音樂邊創作。播放兩

首曲子，第一首用水彩紙。第

二首用宣紙，讓學生體驗作畫

工具在不同紙材上的變化。提

醒色彩不需要全用、工具搭配

音樂作選擇。 

【綜合活動】欣賞作品，挑選

最滿意的一張與同學分享，說

明最滿意原因，教師歸納作品

優點。 

 

 

 

5' 

 

 

 

 

30' 

 

 

 

 

 

 

10' 

 

 

 

 

 

 

音感作畫

簡報、工

具 

 

 

 

 

 

點、線條、

空間、色

彩 

 

 

 

 

 

實作體驗 

 

 

 

 

 

實作評

量、展

演 

 

 

 

 

 



五 

聲音的抽象表現         

【準備活動】拍攝學生上一節

課作品，整理為電子檔。 

【引起動機】欣賞上節課作

品，討論分析其畫面構成優

點。 

【發展活動】說明美感構成要

素以及介紹抽象畫派及其表現

手法。說明作品拼貼組合方

式。聆聽播放過的音樂，裁切

畫面組 

合成新作品。 

【綜合活動】分享欣賞作品，

說明抽象的表現手法相當多

樣，與聲音相同皆無外在具體

造型，但仍可直接表達感受，

所以藉由聲音體驗抽象畫是一

種更為直覺的創作，亦有其美

感所在與欣賞的方法。  

 

 

 

5' 

 

30' 

 

 

 

 

10' 

 

 

 

 

 

 

音感作畫

簡報、工

具 

 

 

 

 

 

比例、空

間、色彩 

 

 

 

 

 

實作體驗 

 

 

 

 

 

實作評

量、展

演 

 



教學省思與建議 

【自然】 

   1.學生對聲音概念的理論學習興致比較不高，但是第二節實作體驗課程「自製

伸 

     縮直笛」時，非常投入(情緒比較 high)，也勇於嘗試不同的吸管長度變化，

挑 

     戰吹出不同的音階。 

   2.少數同學不熟悉吸管吹嘴的調整要領，未能吹出聲音，建議進行實作時可以

分 

     為 2-3人小組，同學間才方便互相修正與協助。 

【視覺藝術】 

   1.在課前準備音效尋找的過程，原先理想中的生活化聲音比較難找尋，若能事

先 

     錄製好，學生應該會更為投入，另外本想找更為單純的樂器演奏聲，但礙於

時 

     間，覺得若時間充裕應該可以找到更為適用的。 

   2.音感作畫第二節時，學生因手邊材料新奇，觀察其作畫過程，部分同學較傾

向 

     材料的體驗而非對聲音的感受，應多給予材料體驗的時間，讓學生先聆聽音

樂 

     ，決定搭配的材料，或先安排不同材料搭配的音樂，讓學生可以更明確分辨

不 

     同聲音與情緒感受的視覺表現差異。  

      在執行課程本次課程時，自然科較為困難的部分在於課程進度的壓力，考慮 

  此因素，為了不影響既有進度，採取融入既有課程及複習的方式來進行，但仍很 

  有時間壓力，若能安排為外加課程方式，或許教學能更有變化與空間。 

      雙方科目的結合，讓教師彼此有更多對話討論空間，針對一致的目標主題各 

  自發揮所長卻又互有關聯，這樣的合作模式對雙方的教學與課程開發上，都有極 

  大的助益。 

      經過本次的循環課程，歸納以下幾點建議，亦是對未來課程的期許： 

一、 擴大不同領域教師參與：配合 108 課綱跨領域與校本課程規劃，校內可推 

       動教師社群，促使更多領域教師加入對話與討論。 

二、 爭取行政支持與合作：雖然有教務處行政人員的鼎力配合與支持，但跨領 

       域的經費運用、節數安排，仍是執行課程教師要先做規劃，希望有更完善

的 

       方式，使教師更單純專注於課程研發與教學上。 

三、 多面向宣導跨領域美感課程：可多運用網路媒體平台，讓更多人看見跨領 

       域美感的成果，進而了解與參與跨領域美感課程。 

四、 發展具在地特色的跨領域美感課程：課程規劃中若能加強與在地的聯結， 

       相信學生對美感的體驗會更加生活化與印象深刻。 

教學研發成果 

本跨領域美感課程結合自然與視覺，產出的成果如下所列： 

一、 辦理工作坊時，校內同仁的回饋。 

二、 學生於自然課完成的伸縮直笛與學習單。 

三、 視藝課的音感作畫作品。 



未來推廣計畫 

    在自然科的部分，實作「自製伸縮直笛」活動時學生產生濃厚興趣，已有一組

學生進一步找自然科老師指導進行科展研究，也算是本課程的意外收穫。而在視覺

的部分，音感作畫對學生而言是較為新奇的體驗，未來也可加入其他領域如音樂、

表演等，繼續發展為更為完善的跨領域美感課程。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自然科教師藉由發問引導學生思考 自然科教師說明如何以吸管製作伸縮直笛 

  

說明吸管吹口如何裁切才能發聲 學生製作簡易直笛並嘗試音階變化 

  

視藝課說明音感作畫過程 學生站著邊聽音樂邊創作 



  

學生以牙刷、棉繩等不同材質創作 欣賞同學作品，歸納具有美感的畫面構成 

  

教師介紹與音樂有關的抽象作品 學生上台分享其音感作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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