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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新北市立樹林高中（國中部) 

授課教師 洪慈蔭  

教師主授科目 音樂 

班級數 3 班 

學生總數 81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音樂有「藝」思 

報紙期數

／頁數 

聆聽特刊，第 8、11 頁 文章標題 

1. 聽聽看、這些聲音來自哪裡? 

    探索臺灣聲音地圖計畫 

2. 她用耳朵捕捉萬物俱存的聲響 

    生態音樂人吳金黛 

施作課堂 

（如：國文） 

音樂 施作總節數 4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年級  

■ 國民中學 七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從七年級音樂有「藝」思單元中，「早上鬧鐘的鈴聲開啟了我們美好的一天，踏著愉快

的步伐走出家門，沿途有各式各樣的聲音和音樂，我們時時刻刻都被聲音圍繞著，每個

人對聲音的敏感度也都不一樣。」以此發散到吳燦政老師的台灣聲音地圖計畫。第一堂

課讓學生自己探索聲音地圖；第二堂課採取小組編制聚焦某一個聲音地標；第三堂課上

台發表所聽所見，並見紹生態音樂人吳金黛；第四堂課進入流行音樂與環境音結合的環

節。 

    透過生態音樂人吳金黛的創作理念，讓學生以另一個角度，聆聽不一樣的音樂創作。無

論是生物、大地、人類的聲響，學習辨別不同的層次，音樂人如何讓這些環境音與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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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從而在其他流行音樂中，找到環境音的元素，並讓學生討論這樣的

音樂創作目的為何。透過聆聽，讓學生不再拘泥於歌手的聲音，而是學會用耳朵捕捉萬

物俱存的世界。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1-2 運用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創作形式，表達自己的感 受和想法。 1-1-3 使用媒體

與藝術形式的結合，進行藝術創作活動。 

2-1-8 欣賞生活周遭與不同族群之藝術創作，感受多樣文化的 特質，並尊重藝術創作者的

表達方式。 

3-1-9 透過藝術創作，感覺自己與別人、自己與自然及環境間 的相互關連。 3-1-10 養成觀

賞藝術活動或展演時應有的秩序與態度。 

2-2-7 相互欣賞同儕間視覺、聽覺、動覺的藝術作品，並能描 述個人感受及對他人創作的

見解。 

1-3-4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完成與他人合作的藝術作品。 

2-3-7 認識環境與生活的關係，反思環境對藝術表現的影響。 

2-3-9 透過討論、分析、判斷等方式，表達自己對藝術創作的 審美經驗與見解。 

1-4-1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 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動，表現自動、合作、 尊重、秩序、溝通、協調的

團隊精神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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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內容 

一、課程紀錄 

1. 課程實施照片（請提供 5-8 張） 

                 

   

 



6 

 

   

   

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堂課 

利用平板讓每個學生都有機會掃描地圖上的 21 個地標。優點是每位學生都能自由探索，缺

點則是同時太多平板上線，導致網速偏慢，沒有耐性的學生就會藉此空檔鑽漏洞。但整體

來說，學生還能利用 google 街景認識地標環境，增加許多驚奇。 

第二堂課 

以小組方式，讓學生討論鎖定哪一個地標進行分析與判斷，將聆聽的結論寫在海報紙上，

並利用搜尋引擎或是原 google 街景，將藝術家收音的環境以蠟筆繪製在海報上。 

第三堂課 

每組派一同學上台報告所聽所見，讓台下學生猜想應是報紙中哪一個地標。有些組別結論

明確，同學一聽了然；有些組別表達辭意不清，台下學生亂猜一通也是有。學生也可以利

用每組發配的平板，重新聆聽他組的聲音地標。後半段介紹生態音樂人吳金黛。巧合的

是，班上有一半的學生，其國小的放學音樂就是吳金黛所創作的森林狂想曲，趁此機會認



7 

識此首作品的創作動機與歷程。 

第四堂課 

學生以小組的方式找出流行音樂與環境音結合的作品，將之有使用的環境音一一列出並介

紹，從而探討這些環境聲響對音樂作品帶來何種效果。 

 

二、教學觀察與反思 

當進行「探索台灣聲音地圖計畫」時，生生是否有平板極為重要，學生要能自由心志不受

干擾探索每一個地標，但真正執行起來卻困難重重。並不是每個孩子對 3C 產品都能操作

的游刃有餘。所以老師本人對於學校所提供的廠牌，必須要清楚知道學生可能會遇到的難

題，否則學生可能在等待的過程中就轉頭打開其他的社群平台。另外網路的速度也是另一

個難題，學生所在區域的網速是否順暢，也考驗「探索台灣聲音地圖計畫」能否順利進

行。很不巧的，某個班級剛好遇到學校無線網路過慢的情形，在學生耐性即將耗盡之時，

緊急更換上課順序，以吳金黛老師的生態音樂人作為授課重點，下一堂課再進行分組「探

索台灣聲音地圖計畫」，結果發現此班級所在區域，雖無法乘載 28 台平板上線，卻可以

承受分組 5 台的頻寬。 

使用網際網路上課，必須要有備用計畫。 

學生在根據自己聽見的地標聲音後，會先利用原先設定的 google 街景進行繪圖，但是當

街景無法完整呈現時(例如苗栗神仙谷瀑布) ，電腦使用較順手的組員，就會利用圖片搜

尋。雖然學生的資訊使用方式層次不一，但小組模式讓他們有機會截長補短，無論是資訊

搜尋、繪圖能力、上台表達等等。 

原本讓學生能自行尋找流行音樂與環境音結合的作品，結果因學生的搜尋能力不一、再加

上有些直接列出作品的環境音有哪些，完全失去聆聽的功能，因此在下一個班級時，改以

由老師列出作品，讓學生小組討論可以對哪一首歌進行研討，完成學習單上的問題，得以

讓聆聽一直都是四節課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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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學習心得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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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