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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臺北市博嘉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林怡廷 

教師主授科目 藝術涵養 

班級數 2 班（五年甲班、五年乙班） 

學生總數 48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以下紅字部分為舉例說明） 

課程名稱 聽見文字在唱歌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特刊，第 13 頁 文章標題 

「請多使用你的耳朵」 

─那些無論如何也想說服你聽的古典音樂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如：國文） 音樂 施作總節數 3 教學對象 

■ 國民小學  五  年級  

□ 國民中學      年級 

□ 高級中學      年級 

□ 職業學校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300 字左右的整體課程介紹） 

  於課堂上發下整份《安妮新聞》，讓孩子們觀察「頭版」內容，透過發表和討論，

推測整份報紙的主題內容；利用 5 分鐘的時間，讓孩子們翻閱並瀏覽報紙內的文章，最

後共同討論並揭示，安妮新聞主題─聆聽。 

  透過「音樂」的聆聽及教師的提示，找出報紙中與其音樂最貼切之文章，師生共同

討論，找出音樂中的線索，最後揭示答案─請多使用你的耳朵。 

  詳讀《請多使用你的耳朵─那些無論如何也想說服你聽的古典音樂》，找出文章中所

提到的三位音樂家、音樂風格（關鍵字）；接著聆聽三首之曲目，讓他們推測各首曲子

的作曲家；藉此了解聆聽的重要，及文字、感受與音樂三者，其實有著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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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聆聽「音樂」產生感受，進而訴諸於文字，藉此訓練孩子能簡單形容音樂的風格。 

 2. 課程目標（條列式） 

（1）觀察「頭版」的活動，讓學生猜測整份報紙的主題。 

（2）藉由「瀏覽」的閱讀方式，確認剛剛的猜測。 

（3）經由「聆聽」的方式，搜尋和其密切相關的文章。 

（4）利用「詳讀」的閱讀方式，知道文字、感受與聆聽的密切關係。 

    （5）透過聆聽音樂產生感受，進而能以文字表達出來。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請提供 5-8 張，如有學生學習回饋可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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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第一節 

【引起動機】 

◆發下《安妮新聞》給每位學生。 

◆教師提問：頭版這一面，你看到什麼？ 

◆師生進行討論。 

◆教師小結：這個頭版的設計和一般的報紙不同，他的設計和整份報紙的主題都

有相關。 

【發展活動】 

◆教師請學生翻閱、瀏覽《安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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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你覺得這份報紙的主題是什麼？ 

◆師生共同討論。 

◆教師請學生聆聽音樂，並找出與報紙內容最相關的文章。 

◆師生共同討論。 

◆教師揭示答案並小結：用心聆聽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感受。 

【綜合活動】 

◆教師請學生詳讀《請多使用你的耳朵》。 

◆教師交代下一堂課內容。 

 

第二堂 

【引起動機】 

◆教師提問：請問上次文章中提到那些音樂家？ 

◆師生共同討論。 

◆教師請學生提取音樂相關的關鍵字。 

【發展活動】 

◆教師請學生分別聆聽三段不同風格的音樂。 

◆請學生寫下他自己的感受關鍵詞，並貼於白板。 

◆教師提問：這三段音樂作曲家分別是誰？ 

◆師生共同討論。 

◆教師揭示答案並小結：每個作曲家的風格皆不同，給人的感受就不同，也因此

形容其音樂的形容詞也會產生變化。 

【綜合活動】 

◆教師交代下一堂課內容。 

 

第三堂 

【引起動機】 

◆教師介紹音樂家─布拉姆斯。 



7 

 

【發展活動】 

◆教師請學生分別聆聽二段的音樂。 

◆教師揭示任務：請寫下介紹這段音樂的文字。 

◆教師引導：可以透過自己的感受、作曲家作曲的原因等等來著手。 

◆師生共同討論。 

【綜合活動】 

◆學生分享與發表。 

◆教師總結：「聆聽」很重要，文字、感受與音樂三者，有著密切的關係。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本校的下課鐘聲有別於其他學校，每月都有專屬的「音樂鐘聲」，所以孩  

     子們對於音樂的感受力比一般孩子高，結合《安妮新聞》的美感閱讀，讓 

     他們了解音樂與文字的關係，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孩子對於感受的詞 

     彙過少，要花很多的時間進行引導，這部分是以後進行課程可以再規劃的 

     部份，例如：使用情緒卡，可以讓課程進行的更流暢。 

（2）因為授課的時間太短了，僅能讓孩子透過老師規定的樂段「聆聽」後，寫 

     下自己的感受，有些可惜！若之後還有機會進行本課程，可以多設計兩堂    

     課，讓孩子們從「音樂」開始著手，在老師規定的範圍內（類型、時間長 

     短等），選取自己喜歡的音樂，透過文字與人分享，這樣才更能落實 12 

     年國教所追求的「素養」。 

（3）這份《安妮新聞》的內容有許多能夠激盪現場第一線老師的教學想法，其 

     中的「聽聽看，這些聲音來自哪裡？」實施於兒童節的「上下課翻轉」， 

     受到孩子們的青睞，覺得非常有趣！未來可以規劃成課程和中年級公民素 

     養（社會）的家鄉環境、社區走讀等課程配合，也能延伸高年級的公民素 

     養（社會）課程或是藝術涵養（音樂）課程，如：來自世界的聲音。有太 

     多有趣的素材可以發展，感謝貴單位無私地提供《安妮日報》，供孩子使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