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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六上
（第七冊）

⼀、視覺藝術點線⾯ 
⼆、視覺藝術⼤進擊 
三、版畫藝術新挑戰

⼀、千變萬化的劇場  
⼆、我的創意⼩舞臺  
三、當戲曲遇⾒歌劇

⼀、⾳樂藝術點線⾯  
⼆、中西的⾳樂藝術  
三、聽⾳樂說故事

貳、表演任我⾏

壹、藝想新世界

參、⾳樂美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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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標

1.深入構思點線⾯相關的主題與內涵，嘗試不同媒材之應⽤。
2.瞭解點線⾯相關作品中的藝術元素運⽤、美感的效果與特質。
3.觀察與討論藝術家的風格、特⾊，探索其不同及美感表現。
4.鑑賞現代藝術作品，參與學習環境的布置，美化⽣活。
5.觀察與討論各種藝術風格、特⾊，探索其不同及美感表現。
6.討論藝術家作品中視點運⽤，並能比較藝術家不同的表現特⾊及美感特徵。
7.觀察與討論中、西藝術家創作出不同特⾊及美感表現的作品。
8.認識世界上不同⽂化的藝術特⾊，感受⽣活環境中的藝術品、⾃然物的美感。
9.瞭解、體認本國年節⽂化及藝術風格。
10.透過欣賞與創作，能與他⼈分享創作。
11.利⽤版畫與型版印染的技法，製作可增加年節氣氛的藝術作品。
12.從過年的習俗與活動中，利⽤版畫與型版印染，製作卡⽚。
13.探索劇場的空間組成與應⽤。
14.瞭解劇場的起源與特⾊，認識幕前、幕後的⼯作執掌。
15.探究不同時期的⽂化背景對劇場型態所造成的影響。
16.能於欣賞戲劇演出的同時，體察幕後⼯作⼈員的⾟勞與創意。
17.透過製作創意⼩舞臺瞭解舞臺的形式與空間分布。
18.認識舞臺的形式與設計概念。
19.探究不同時期的⽂化背景對舞臺空間及設計所帶來的影響。
20.發揮創意與巧思，發現隱藏在校園中的舞臺空間。
21.探索東西⽅戲曲和歌劇的內涵、起源、及對表演藝術的影響與表演形式。
22.認識戲曲和歌劇的魅⼒及對東西⽅表演藝術所造成的影響並透過觀賞與討論，瞭解戲曲與歌劇的異同。 
23.利⽤圖像紀錄、創作藉以呈現樂曲素材的特質。
24.瞭解點線⾯相關作品中的⾳樂元素運⽤。
25.了解圖像運⽤於⾳樂中的素材效果與特質。
26.認識「輪旋曲」曲式。
27.觀察與討論〈⾾⽜⼠進⾏曲〉的風格、特⾊，探索富有西班牙風味美感曲⼦。
28.鑑賞應⽤科技媒材或與⾳樂點線⾯相關的作品，分享創作構思及美感感受。
29.欣賞不同時期、地區與⽂化的經典作品，如：各國民歌、世界⾳樂、西洋古典⾳樂。 
30.運⽤習得的⾳樂要素（反覆與模進）進⾏曲調創作。 
31.熟練與他⼈共同唱奏，能融合樂器⾳⾊達到⾳樂的和諧感。. 
32.認識不同反覆記號標⽰。
33.認識傳統戲曲VS西⽅歌劇曲風，並能說出不同⾳樂之表現與美感。
34.欣賞不同時期、地區與⽂化的經典作品，如：傳統戲曲、西洋歌劇、世界⾳樂、習唱不同⽂化風格的歌曲。
35.瞭解⾳樂作品與社會環境的關連，如：宗教⾳樂、環境⾳樂、流⾏⾳樂。
36.以固定唱名或⾸調唱名演唱歌曲
37.認識管弦樂團、認識國內外不同⾳樂展演團體的演出，透過討論⽂字表述等⽅式與他⼈分享。
38.籌劃、演練及呈現⾳樂展演，以表現合作學習成果。 
39.體驗⽣活中，「⾳樂」，⽂字、圖畫、照⽚，都是說故事的表現⽅式。



學習領域課程的理念
分析及⽬的

基於⼈⽂為⽬的，藝術為⼿段的教育⽬標，本冊以培養學童藝術知能，⿎勵其積極參與藝⽂活動，提升藝術鑑賞能⼒，陶冶⽣活情趣為主。本冊的內容
分為「藝想新世界」、「表演任我⾏」、「⾳樂美樂地」三個⼤單元，在⼈與⾃⼰、⼈與社會，及⼈與⾃然的主軸架構下，設計⼈⽂與⽣活藝術相關的
單元活動。課程的設計，統合了諸多藝術元素，所涉獵的範圍寬廣，兼具知性與感性，故教學亦可多樣化。本領域最理想的教學⽅式是協同教學，配合
教具及課本內容，  讓學⽣透過教師的解說，對課本內容有所理解，再結合⽇常⽣活實際的經驗，對藝術課程有更深層的認識。教師也要多⿎勵學童發表
⾃⼰的觀點及看法，針對遺漏的部分引導學童進⼀步思考發表，對課程作整體概念的統整與說明，加深學⽣的學習印象。在單元順序上可以參酌各校主
題教學，或配合活動的需要加以彈性調整安排，發展各校特⾊。

教學材料 翰林版國⼩六上藝⽂

教學活動選編原則 
及來源

1.主題統整漸進教學：先訂定⼤單元主題項⽬，將⾳樂、視覺藝術及表演藝術三科學習領域彼此配合，所設計的活動以某⼀主題為主軸，由各類組互相
配合推展。
2.彈性連貫教學流程：每學年的每學期以⼆⼗⼀週的教學時程計算，由三類組領域（視覺藝術、⾳樂、表演藝術）分配之，同時產⽣相關的聯結性、互
動性。
3.主動學習探索創作：課程的安排設計涵蓋知識的探索與創作、審美與思辨的認知、中西⽂化的充分理解、發揮⼿腦並⽤的能⼒，以培養學童獨⽴思考
與主動學習的精神。
4.綜合藝術融入⽣活：將多種藝術元素統整為⼀體性的活動，此活動即為教育學童具備基本社交的能⼒、學習協調與溝通的能⼒、促進兩性和諧。

教學策略

視覺藝術
1.透過教學媒體與討論教學，探討現代藝術之多元⾯相，尊重藝術家創作時之多元思考與藝術作品的風格特⾊，啟發學⽣鑑賞藝術品的能⼒。
2.引導學⽣認識民俗藝術的多元⾯貌與創作媒材，激發學⽣創作靈感，⿎勵學⽣使⽤多元媒材與技法，傳達出所欲表達主題之作品。
表演
1.戲劇的雛型是⼀種娛⼈娛神的⼤型群體活動，戲劇表演需在表演場所進⾏，透過教學媒體⽣動的影⾳效果，可以讓學⽣認識劇場的起源及演變、舞台
的種類與設計概念。
2.西⽅歌劇和中國戲曲都是⾳樂與戲劇結合的綜合藝術形式，透過討論教學，讓學⽣比較兩種表演的異同，再利⽤多元評量，了解學⽣的學習情況，掌
握教學成效。
⾳樂
1.透過教學媒體欣賞傳統戲曲和西⽅歌劇⾳樂，體會不同時期、地區與⽂化的經典⾳樂作品，拓展藝術視野。
2.透過討論教學，讓學⽣瞭解⾳樂作品與社會環境的關連，⿎勵學⽣籌劃⾳樂展演，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使⾳樂學習⽣活化，並能表現合作
學習成果。



先備知識

視覺藝術
1.能運⽤⽣活中的素材創作作品。
2.會比較繪畫作品表現的異同。
3.已經了解不同的繪畫內容會讓觀者產⽣不同的感受。
4.曾經探索不同的繪畫內容。 
5.知道簡單的版畫印製原理。
表演
1.對舞臺的形式與設計已有初步的認識。
2.會運⽤創意及材料，簡單製作表演的服裝。
3.有參與籌劃、演練與展演的經驗。
4.能與他⼈合作學習。
5.具有欣賞演出的正確態度。
⾳樂
1.能運⽤所習得的⾳樂要素，簡易和聲伴奏。
2.會以固定唱名或⾸調唱名演唱歌曲。
3.能欣賞與習唱不同風格歌曲。
4.知道如何透過討論、⽂字表述等⽅式與他⼈分享。
5.會簡單籌劃、演練及呈現⾳樂展演，表現合作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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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視
覺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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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2 - 3 - 6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式，辨
認⾃然物、⼈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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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1能瞭解視覺藝術
的 基 本 元 素
─「點」「線」
「⾯」。 
2能探索藝術家如
何運⽤「點」與
「線」「⾯」的元
素創作作品。 
3能了解不同的點
與線條會讓觀者產
⽣不同的感受。 
4 作品欣賞與分
享。

1探索點、線、⾯。 
2探索點的運⽤和創
作。 
3探索線的運⽤與創
作。 
4 探索書法與⽔墨
畫。 
5作品欣賞與分享。

1 .以⼩⽔滴的舉例，引導學⽣認識點、
線、⾯。 
2.引導學⽣找出吳冠中作品中的點線⾯為
何︖ 
3.引導學⽣探索藝術家如何運⽤點的素作
作品。 
4.指導學⽣運⽤點的元素創作作品。 
5.引導學⽣了解「線」可以是視覺上的，
也可以是⼼理上的，線條會帶給⼈不同
的感覺。 
6.引導學⽣探索藝術家如何運⽤線的元素
創作作品。 
7.指導學⽣運⽤線的元素創作作品。

3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作品評
量 
發表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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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2 - 3 - 6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式，辨
認⾃然物、⼈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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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1 .能了解「⾯」可
以組成不同的空
間。 
2探索⾯的運⽤和
創作。 
3運⽤⾯的元素進
⾏創作。 
4 作品欣賞與分
享。

1探索⾯的運⽤和創
作。 
2運⽤⾯的元素進⾏
創作。 
3作品欣賞與分享。

1探索「⾯」在藝術創作中的運⽤。 
2認識⾺諦斯的⽣平與作品。 
3探索朱銘的作品。 
4探索顧炳星的作品。 
5探索瓊斯．艾倫的作品。 
6探索陳幸婉的作品。 
7引導學⽣運⽤相關的媒材與技法創作。 
8教師引導學⽣欣賞作品並分享創作⼼
得。

3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作品評
量 
發表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性別平等教育】
1-3-5認識不同性別
者的成就與貢獻。 
【性別平等教育】
2-3-2學習在性別互
動中，展現⾃我的
特⾊。 
【性別平等教育】
2-3-4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三
週

9/
11
~
9/
15

壹
、
藝
想
新
世
界

⼀
、
視
覺
藝
術
點
線
⾯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2 - 3 - 6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式，辨
認⾃然物、⼈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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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1能了解「⾯」可
以組成不同的空
間。 
2能欣賞藝術家以
點、線、⾯呈現不
同⾯貌的藝術作
品。 
3能運⽤⽣活中的
素材，利⽤點、
線、⾯三種元素來
創作作品

1 探索點線⾯的組
合。 
2 探索由「線」到
「⾯」的變化，透
過藝術家作品探討
「⾯」的運⽤和創
作。 
3⽤點線⾯玩創意。

1.引導學⽣探索中外藝術家中⾯的元素運
⽤，比較不同作品之間的特⾊與異同之
處。2教師引導學⽣運⽤相關的媒材與技
法創作。 
3.學⽣進⾏創作。 
4 .教師引導學⽣欣賞作品並分享創作⼼
得。

3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作品評
量 
發表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5認識不同性別
者的成就與貢獻。 
【性別平等教育】
2-3-2學習在性別互
動中，展現⾃我的
特⾊。 
【性別平等教育】
2-3-4尊重不同性別
者在溝通過程中有
平等表達的權利。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四
週

9/
18
~
9/
22

壹
、
藝
想
新
世
界

⼆
、
視
覺
藝
術
⼤
進
擊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2 - 3 - 6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式，辨
認⾃然物、⼈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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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認真欣賞現代
藝術作品。 
2能探索藝術家作
品中表現的意涵。 
3能運⽤彩畫技法
進⾏創作。 
4能欣賞他⼈作品
並分享⾃⼰的創作
⼼得。

1 欣賞現代藝術作
品。 
2探索藝術家作品中
表現的意涵。 
3運⽤彩畫技法進⾏
創作。 
4欣賞他⼈作品並分
享 ⾃ ⼰ 的 創 作 ⼼
得。

1 探索中外藝術家作品中表現的意涵。 
2教師指導學⽣運⽤新奇的視覺組合⽅
式，發揮想像，利⽤彩畫進⾏創作。 
3學⽣創作的過程中，教師可將創意極佳
或較具特⾊的作品展⽰，以刺激學⽣的
創作。 
4創作結束後，展⽰全班作品，師⽣共同
欣賞討論。 
5⿎勵學⽣說出⾃⼰的創作⼼得與⼤家分
享。

3 教師：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學⽣：
彩繪⽤
具。

作品評
量 
發表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5認識不同性別
者的成就與貢獻。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五
週

9/
25
~
9/
29

壹
、
藝
想
新
世
界

⼆
、
視
覺
藝
術
⼤
進
擊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2 - 3 - 6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式，辨
認⾃然物、⼈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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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利⽤多⾯向及
改變慣性觀察的⽅
式，觀察⽣活中的
景物。 
2能認識⽴體派的
繪畫特點及表現⽅
式。 
3能同時並置不同
視點並運⽤彩畫技
巧完成作品。 
4能運⽤彩畫技法
進⾏創作。 
5能欣賞他⼈作品
並分享⾃⼰的創作
⼼得。

1認識中外藝術家的
畫像繪畫特點及表
現⽅式。 
2欣賞多位藝術家的
作品。 
3運⽤彩畫技巧創作
⼈像畫。

1教師展⽰課本藝術家的畫作。 
2引導學⽣進⾏多⾯向的⼈物觀察進⾏討
論。例如：  利⽤不同的角度（正⾯、側
⾯、半側⾯、俯視、仰視或其他可以找
到的角度），觀察同學的臉、身體、四
肢等部位，並提出個⼈的看法。 
3教師介紹畢卡索的⽣平。 
4教師簡要說明⽴體派的特⾊及表現⽅
式。 
5教師簡要說明阿奇姆博多、莊普與達利
的特⾊及表現⽅式 
6教師指導學⽣運⽤彩畫的⽅式以特有的
觀念進⾏⼈像創作。 
7創作結束後，展⽰全班作品，師⽣共同
欣賞討論。

3 教師：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學⽣：
彩繪⽤
具

作品評
量 
發表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1-3-5認識不同性別
者的成就與貢獻。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六
週

10
/2
~
10
/6

壹
、
藝
想
新
世
界

三
、
版
畫
藝
術
新
挑
戰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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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選擇主題，探求
並收藏⼀、⼆種⽣活
環境中喜愛的藝術⼩
品，如：純藝術、商
業藝術、⽣活藝術、
民俗藝術、傳統藝術
等作為⽇常⽣活的愛
好。

1認識版畫的意義
及其功能。 
2能認識版畫創作
的標準格式。 
3能認識版畫創作
張數的寫法。 
4能認識雕刻⼑的
種類與使⽤⽅法。 
5能了解⼀版多⾊
版畫的製作⽅法。 
6能正確使⽤各種
雕刻⼑，刻出⼼中
想要的圖案。 
7能運⽤版畫印製
的原理，印出⼀版
多⾊作品。

1介紹版畫的意義及
其功能特性。 
2認識版畫創作的標
準格式。 
3能認識雕刻⼑的種
類與使⽤⽅法。 
4能了解⼀版多⾊版
畫的製作⽅法。 
5能正確使⽤各種雕
刻⼑，刻出⼼中想
要的圖案。 
6 能運⽤版畫印製的
原理，印出⼀版多
⾊作品。

1認識版畫的意義及其功能。 
2能認識雕刻⼑的種類與使⽤⽅法。 
3能正確使⽤各種雕刻⼑，刻出⼼中想要
的圖案。 
4能運⽤版畫印製的原理，印出⼀版多⾊
作品。

3 教學影
⽚、版
畫油墨
與印刷
⼯具、
⼗六開
橡 膠
板、八
開圖畫
紙、複
寫紙、
教⽤版
電⼦教
科書。

作品評
量 
態度評
量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
⾃然，以創作⽂
章、美勞、⾳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七
週

10
/9
~
10
/1
3

壹
、
藝
想
新
世
界

三
、
版
畫
藝
術
新
挑
戰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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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選擇主題，探求
並收藏⼀、⼆種⽣活
環境中喜愛的藝術⼩
品，如：純藝術、商
業藝術、⽣活藝術、
民俗藝術、傳統藝術
等作為⽇常⽣活的愛
好。

1能認識型版印染
的製作原理。 
2能製作出⼼中想
要的圖案。 
3能運⽤型版印染
的原理，嘗試印製
作成卡⽚。

1能認識型版印染的
製作原理。 
2能製作出⼼中想要
的圖案。 
3能運⽤型版印染的
原理，嘗試印製作
成卡⽚。

1教師利⽤配發的教學圖⽚，向學⽣介紹
型版印染之材料、製作與複印過程，並
提⽰注意事項。 
2和學⽣討論除了課本上的例圖，運⽤
「型版印染」的複印⽅法，還可以如何
應⽤並製成卡⽚。 
3讓學⽣⾃由選擇複印的⽅法及卡⽚的形
式，教師從旁指導與協助。 
4學⽣創作時，若以上例舉的⽅法均有數
位同學同時採⽤該⽅法創作，則教師可
以分組的⽅式進⾏坐位調整，以⽅便⽤
具之公⽤及⼩組指導。 
5教師展⽰學⽣不同的複印⽅法及作品，
互相觀摩與欣賞。 
6教師展⽰學⽣作品，讓⼤家互相觀摩與
欣賞。

3 教學影
⽚、八
開圖畫
紙、教
⽤版電
⼦教科
書。

作品評
量
參與度
評量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
⾃然，以創作⽂
章、美勞、⾳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八
週

10
/1
6
~
10
/2
0

貳
、
表
演
任
我
⾏

⼀
、
千
變
萬
化
的
劇
場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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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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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運⽤科技及各種
⽅式蒐集、分類不同
之藝⽂資訊，並養成
習慣。

1能知道劇場的起
源。 
2能認識最早的劇
場建築。 
3能說出古希臘劇
場建築的構造及特
⾊。 
4能理解劇場的演
變歷程與時代背景
之相關性。 
5能認識劇場空間
的組成。 
6能知道劇場空間
的分布。 
7能認識劇場前臺
的⼯作區域。 
8能知道劇場前臺
的⼯作職掌。 
9能認識劇場後臺
的⼯作區域。 
10能認識劇場後臺
的⼯作執掌。 
11能瞭解戲劇表演
時前、後臺的⼯作
分配。

1探索與討論─劇場
的起源、構造和特
⾊。 
2探索與討論─劇場
的演變歷程與時代
背景之相關性。 
3探索與討論─劇場
的 空 間 分 布 和 組
成。

1 利⽤各種劇場的圖⽚，說明西⽅劇場的
起源。 
2 讓學⽣透過觀察與討論，認識最早的古
希臘劇場。 
3 透過學習活動增進學⽣瞭解古希臘劇場
的建築構造及特⾊。 
4 能清楚瞭解劇場的演變過程與時代背景
的相關性。 
5教導學⽣認識劇場空間的組成，瞭解劇
場空間的分布及相對位置，讓沒有到過
劇場的學⽣也能對劇場有清楚且正確的
認識。 
6透過教學影⽚、圖⽚來認識劇場的空間
組成，引導學⽣瞭解劇場空間的分布，
並瞭解劇場前臺的⼯作區域與⼯作職
掌。 
7引導學⽣認識劇場幕後的技術⼯作⼈
員，瞭解幕後從業⼈員的⼯作區域，並
以⼀齣戲的「幕後⼯作時間軸」來說明
戲劇的展演不但是⼀項龐⼤又複雜的⼯
程，同時也是展演團隊分⼯合作的綜合
藝術。

3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報告
發表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2-2-3認識不同類型
⼯作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
2-2-1了解不同性別
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重要的角⾊。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
⾃然，以創作⽂
章、美勞、⾳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九
週

10
/2
3
~
10
/2
7

貳
、
表
演
任
我
⾏

⼀
、
千
變
萬
化
的
劇
場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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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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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2運⽤科技及各種
⽅式蒐集、分類不同
之藝⽂資訊，並養成
習慣。

1能認識舞臺的區
位。 
2能知道舞臺區位
的⽅位基準。 
3能瞭解舞臺區位
和演員的關係。 
4能清楚舞臺區位
的強弱關係。 
5能善⽤舞臺區位
進⾏表演活動。

1.引導學⽣探索舞臺
上的區位劃分及位
置轉換，認識舞臺
上的⽅位基準、規
劃舞臺與觀眾的位
置。 
2以⼩組為單位，運
⽤本單元所學，與
同學⼀起合作來完
成 舞 臺 ⾛ 位 的 表
演。

1能認識舞臺的區位。 
2能知道舞臺區位的⽅位基準。 
3能瞭解舞臺區位和演員的關係。 
4能清楚舞臺區位的強弱關係。 
5能善⽤舞臺區位進⾏表演活動。

3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組互
動表現
實際演
練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2-2-3認識不同類型
⼯作內容。 
【性別平等教育】
2-2-1了解不同性別
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重要的角⾊。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
⾃然，以創作⽂
章、美勞、⾳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五、尊
重、關
懷與團
隊合作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週

10
/3
0
~
11
/3

貳
、
表
演
任
我
⾏

⼆
、
我
的
創
意
⼩
舞
臺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1-3 -4透過集體創作⽅
式，完成與他⼈合作
的藝術作品。 
1-3 -5結合科技，開發
新的創作經驗與⽅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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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瞭解舞臺的定
義。 
2能說出創意舞臺
的特⾊。 
3能在校園中尋找
創意舞臺的空間。 
4能運⽤創意和材
料打造表演的空
間。 
5能明⽩戲劇和劇
場的關係。 
6能認識劇場的形
式。 
7能知道戲劇類型
和劇場形式的相互
關係。 
8能認識表演的舞
臺。 
9能知道舞臺設計
的⽬的。 
10  能知道舞臺模
型的功能。

1藉由圖⽚引導學⽣
瞭解舞臺的定義和
特⾊，引領學⽣認
識具有創意的舞臺
空間，期許學⽣能
運⽤全新的角度，
在校園中找尋創意
的舞臺空間或能運
⽤材料和環境打造
⼀個適合在校園表
演的舞臺。 
2讓學⽣透過教學影
⽚、圖⽚來認識劇
場的形式，引導學
⽣瞭解表演和劇場
的關係，並能從中
理解戲劇類型與劇
場形式的相關性。 
3 讓學⽣能認識舞
臺、瞭解舞臺，知
道舞臺上的氛圍對
於⼀齣戲劇的重要
性。

1學⽣能瞭解舞臺的定義 
2學⽣能說出創意舞臺的特⾊。 
3學⽣能在校園中尋找創意舞臺的空間。 
4能運⽤創意和材料打造表演的空間。 
5能明⽩戲劇和劇場的關係。 
6能認識劇場的形式。 
7能知道戲劇類型和劇場形式的相互關
係。 
8能讓學⽣明⽩戲劇和劇場的關係。 
9 能讓學⽣認識劇場的形式。 
1 0能讓學⽣知道戲劇類型和舞臺形式的
相互關係。 
11學⽣能認識表演的舞臺。 
12學⽣知道舞臺設計的⽬的。 
13學⽣能知道舞臺模型的功能。

3 課本、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表演評
量 
實際演
練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2-2-1了解不同性別
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重要的角⾊。 
【資訊教育】4-3-5
能利⽤搜尋引擎及
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
週

11
/6
~
11
/1
0

貳
、
表
演
任
我
⾏

⼆
、
我
的
創
意
⼩
舞
臺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1-3 -4透過集體創作⽅
式，完成與他⼈合作
的藝術作品。 
1-3 -5結合科技，開發
新的創作經驗與⽅
向。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1能使⽤設計圖剪
裁模型卡紙。 
2能依照設計圖說
組裝舞臺模型。 
3能透過集體創作
⽅式，完成與他⼈
合作的舞臺模型設
計作品。

1藉由舞臺模型組裝
的歷程，引領學⽣
認識舞臺設計的⼯
作容，並讓學⽣親
身體驗，使學⽣更
容易理解劇場舞臺
裝設計的重點及注
意事項。 
2學⽣運⽤巧思分⼯
合作，⼀起設計⼀
個創意舞臺模型，
充分感受舞臺設計
的樂趣與成就感。

1學⽣能使⽤設計圖剪裁模型卡紙。 
2 學⽣依照設計圖說組裝舞臺模型。 
3 學⽣能透過集體創作⽅式，完成與他⼈
合作的舞臺設計作品。

3 課本、
教⽤版
電⼦教
科書。

作品評
量
⼩組互
動表現

【⽣涯發展教育】
3-2-1培養規劃及運
⽤時間的能⼒。 
【⽣涯發展教育】
3-2-2學習如何解決
問題及做決定。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2-2-1了解不同性別
者在團體中均扮演
重要的角⾊。 
【資訊教育】4-3-5
能利⽤搜尋引擎及
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環境教育】1-3-1
能藉由觀察與體驗
⾃然，以創作⽂
章、美勞、⾳樂、
戲劇表演等形式表
現⾃然環境之美與
對環境的關懷。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五、尊
重、關
懷與團
隊合作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
週

11
/1
3
~
11
/1
7

貳
、
表
演
任
我
⾏

三
、
當
戲
曲
遇
⾒
歌
劇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5結合科技，開發
新的創作經驗與⽅
向。 
2 - 3 - 6透過分析、描
述、討論等⽅式，辨
認⾃然物、⼈造物與
藝術品的特徵及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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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1能知道東西⽅歌
劇的發源。 
2能知道東西⽅歌
劇的特⾊。 
3能知道東西⽅歌
劇的內涵。 
4能分辨東西⽅歌
劇的異同。 
5能認識西⽅的歌
劇。 
6能瞭解西⽅歌劇
的內涵。 
7能發現西⽅舞臺
的特⾊。 
8能瞭解何謂「定
點透視法」。 
9能認識中國的戲
曲的表演⽅式。 
10能瞭解中國戲曲
舞臺的特⾊與功
能。 
11能瞭解中國戲曲
舞臺上道具所代表
的象徵意涵。

1認識東西⽅歌劇的
起源和誕⽣，並能
從中發現東西⽅歌
劇的特⾊與內涵。 
2認識西⽅歌劇的內
涵與特⾊。 
3認識中國戲曲的內
涵與特⾊。

1.讓學⽣認識東西⽅歌劇的起源和誕⽣，
並能從中發現東西⽅歌劇的特⾊與內
涵。 
2指導學⽣認識西⽅歌劇的內涵與特⾊，
並從中發現西⽅舞臺的特點與瞭解舞臺
上布景的透視技法。 
3指導學⽣認識中國戲曲的內涵與特⾊，
並從中發現中國戲曲舞臺的特點與瞭解
戲曲舞臺上道具所代表的象徵意涵。

3 課本、
教⽤版
電⼦教
科書。

表演評
量 
實際演
練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良好的⼈
際互動能⼒。 
【家政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族群
的傳統與⽂化。
【家政教育】3-3-6
利⽤科技蒐集⽣活
相關資訊。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五、尊
重、關
懷與團
隊合作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三
週

11
/2
0
~
11
/2
4

貳
、
表
演
任
我
⾏

三
、
當
戲
曲
遇
⾒
歌
劇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1-3 -3嘗試以藝術創作
的技法、形式，表現
個⼈的想法和情感。 
1-3 -5結合科技，開發
新的創作經驗與⽅
向。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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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1能認識當代歌劇
的表演⽅式。 
2能對中西融合的
當代戲劇產⽣共
鳴。 
3能運⽤簡單的道
具與身段唱⼀段戲
曲。 
4能唱出歌仔戲中
七字調的韻味。

1透過分析，比較中
西 藝 術 哲 學 的 不
同，進⽽找出「寫
意」和「現實」的
平衡點。擷取到舞
臺 空 間 的 設 計 之
中，使表演藝術能
透過舞臺設計，產
⽣ 豐 富 的 審 美 空
間。 
2引導學⽣運⽤傳統
戲曲中簡單、寫意
的道具與身段，⼀
起來演唱⼀段傳統
戲曲。

1能認識當代歌劇的表演⽅式。 
2能對中西融合的當代戲劇產⽣共鳴。 
3能運⽤簡單的道具與身段唱⼀段戲曲。 
4能唱出歌仔戲中七字調的韻味。

3 課本、
教⽤版
電⼦教
科書。

表演評
量 
實際演
練

【⼈權教育】1-3-4
了解世界上不同的
群體、⽂化和國
家，能尊重欣賞其
差異。 
【⽣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良好的⼈
際互動能⼒。 
【家政教育】3-3-1
認識臺灣多元族群
的傳統與⽂化。
【家政教育】3-3-6
利⽤科技蒐集⽣活
相關資訊。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五、尊
重、關
懷與團
隊合作 
六、⽂
化學習
與國際
了解 
⼗、獨
⽴思考
與解決
問題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四
週

11
/2
7
~
12
/1

參
、
⾳
樂
美
樂
地

⼀
、
⾳
樂
藝
術
點
線
⾯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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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3-3-12運⽤科技及各種
⽅式蒐集、分類不同
之藝⽂資訊，並養成
習慣。

1將⾳樂中的變化
和圖像符號結合，
培養視覺和⾳樂連
結的能⼒。 
2 能透過有趣的
「圖像」詮釋⾳樂
中的點、線、⾯。 
3能辨別與創造不
同的⾳樂圖像。 
4能以圖像欣賞或
聯 想 ⾳ 樂 中 的
「點」、「線」、
「⾯」。 
5能依不同的⾳樂
聯想並辨認出各⾃
的圖形線條。 
6能認識斷⾳。 
7能正確詮釋出歌
曲中的圓滑⾳及斷
⾳。 
8能演唱歌曲〈踏
雪尋梅〉。

1透過圖像與⾳樂的
連結來引導學⽣找
出與⾳樂特⾊相像
的圖形。 
2在視唱曲調中，以
相同的樂句練習圓
滑 ⾳ 及 斷 ⾳ 的 習
唱，並從中感受兩
者之不同的對比。

1教師播放⾳樂圖像的曲調，學⽣聆聽完
後，教師說明線條、點狀與⾳樂之間的
關聯 
2教師說明，⾳樂的符號是需要長時間的
學習，圖像卻容易讓⼈在短時間內理解
體會︔⽽樂曲若透過圖形的詮釋，更能
讓我們體會到⾳樂的內涵。 
3請學⽣配合樂譜圖像聆聽⾳樂後，依據
⾃⼰聆聽⾳樂的感覺下去創作樂譜的圖
像。 
4教師請學⽣上臺展⽰⾃⼰創作的⾳樂圖
像並解釋是依據何種動機（如⾳型、節
奏、強弱、⾼低）創作圖形。 
5複習圓滑線的意義。 
6說明斷⾳的寫法及其意義，  和演唱
（奏）技巧（唱、奏時要輕巧⽽有彈
性）。 
7教師彈奏或播放〈踏雪尋梅〉的⾳樂。
學⽣視譜或寫譜，並聆聽曲調。

3 教學影
⽚、教
學
C D 、
⼩樂器
（如鈴
⿎、三
角鐵、
響棒、
⽊⿂、
⼤⿎、
鈸
等）、
教⽤版
電⼦教
科書。

念唱練
習
發表

【性別平等教育】
3-3-5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化差
異。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環境教育】2-3-3
認識全球性的環境
議題及其對⼈類社
會的影響，並了解
相關的解決對策。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五
週

12
/4
~
12
/8

參
、
⾳
樂
美
樂
地

⼀
、
⾳
樂
藝
術
點
線
⾯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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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3-3-12運⽤科技及各種
⽅式蒐集、分類不同
之藝⽂資訊，並養成
習慣。

1能欣賞〈⾾⽜⼠
進⾏曲〉。 
2能以直笛吹奏⾼
⾳升Do的曲⼦。 
3能哼唱主題與副
題曲調，並感受樂
曲中英勇豪邁與優
美曲調。 
4 能認識「輪旋
曲」。 
5能以擊樂器合奏
〈 ⾾ ⽜ ⼠ 進 ⾏
曲〉。 
6能以擊樂器配合
〈⾾⽜⼠進⾏曲〉
⾳樂演奏。 
7能以直笛正確吹
奏出⾼⾳升D o的
曲⼦。

1欣賞〈⾾⽜⼠進⾏
曲〉。 
2認識比才 
3認識「輪旋曲」。 
4以簡易的敲擊樂器
進⾏合奏，以了解
〈⾾⽜⼠進⾏曲〉
的進⾏曲式。

1欣賞〈⾾⽜⼠進⾏曲〉。 
2認識比才 
3.認識「輪旋曲」。發源於法國，主題常
在幾個不同的副題中穿插出現，讓⼈有
周⽽復始的感覺。 
4以簡易的敲擊樂器進⾏合奏，以了解
〈⾾⽜⼠進⾏曲〉的進⾏曲式。

3 教學影
⽚、教
學
C D 、
⼩樂器
（如鈴
⿎、三
角鐵、
響棒、
⽊⿂、
⼤⿎、
鈸
等）、
教⽤版
電⼦教
科書。

發表
實際演
練

【性別平等教育】
3-3-5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化差
異。 
【家政教育】3-3-3
從事與欣賞美化⽣
活的藝術造型活
動。 
【環境教育】2-3-3
認識全球性的環境
議題及其對⼈類社
會的影響，並了解
相關的解決對策。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六
週

12
/1
1
~
12
/1
5

參
、
⾳
樂
美
樂
地

⼆
．
中
西
的
⾳
樂
藝
術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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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1 能認識傳統戲
曲：京劇、歌仔
戲。 
2欣賞京劇〈草船
借箭〉。 
3欣賞歌仔戲〈回
窯〉。

1認識傳統戲曲：京
劇、歌仔戲。 
2欣賞京劇〈草船借
箭〉。 
3 欣賞歌仔戲〈回
窯〉。

1教師展⽰京劇相關圖⽚，教師提問是否
有欣賞過京劇。 
2教師介紹京劇，京劇是⼀種寫意的藝
術，演員⽤優美的身段、⼿勢，象徵諸
多事物，以及內⼼的喜、怒、哀、樂，
道具的運⽤也是如此。 
3教師播放〈草船借箭〉請學⽣聆聽。 
4教師簡易介紹幾種歌仔戲常⾒的曲牌⾳
樂。 
5教師介紹這⾸七字調的歌詞及〈回窯〉
故事內容。 
6教師介紹當傳統戲曲換上新包裝，改編
以流⾏樂的編曲⼿法，⼤膽將傳統戲曲
旋律或唱腔融合電⼦樂，節奏與歌曲情
緒充分契合，⽽呈現出穿越傳統與現代
間的經典之作。

3 教 學
C D 、
教學影
⽚、教
⽤版電
⼦教科
書。

念唱練
習
發表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3-3-5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化差
異。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七
週

12
/1
8
~
12
/2
2

參
、
⾳
樂
美
樂
地

⼆
．
中
西
的
⾳
樂
藝
術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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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1 .能演唱⼆部合唱
曲《⼩⼩世界》。 
2 .能認識 a⼩調⾳
階。 
3 .能辨別⼤調與⼩
調的曲調。

1了解歌劇的演出⽅
式。 
2 欣賞歌劇《魔
笛》。 
3認識⾳樂家—莫札
特。 
4分辨中西不同的表
演藝術。

1教師播放歌劇相關演出資料 
2教師請學⽣發表歌劇演出包含了哪些元
素（⾳樂、戲劇、舞蹈、燈光） 
3 教師介紹詠嘆調：在歌劇中⾳樂形式之
⼀，詠嘆調通常都是歌劇中最美、最有
深度的部份⽽且通常是在劇中的主要⼈
物獨處、沉思、或是向他⼈吐露情感時
所唱出。 
4介紹⾳樂家——莫札特。 
5 請學⽣共同討論傳統戲曲、歌劇有何異
同。

3 鋼琴或
風琴、
⾳ 樂
CD。

報告
發表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3-3-5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化差
異。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八
週

12
/2
5
~
12
/2
9

參
、
⾳
樂
美
樂
地

⼆
．
中
西
的
⾳
樂
藝
術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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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1 能欣賞與吹奏
〈魔笛〉中的〈銀
鈴〉⽚段。 
2能認識G⼤調、D
⼤調與F⼤調。 
3能正確寫出G⼤
調、D⼤調、F⼤
調調號。 
4能聽辨不同調性
的曲調。 
5能分辨東⽅傳統
戲曲及西⽅歌劇。 
6能認識新年或春
節應景⾳樂。 
7能認識鋼琴的構
造、發聲的原理。 
8能欣賞雙鋼琴曲
〈歡樂中國節〉。 
9能認識耶誕節的
由來。 
1 0 能演唱歌曲
〈D e c k  t h e 
Halls〉。 
1 1 能創作符合
〈Deck  the  Halls〉
歌曲意境的歌詞。

1 欣賞與吹奏〈魔
笛〉中的〈銀鈴〉
⽚段。 
2認識G⼤調、D⼤
調與F⼤調。 
3正確寫出G⼤調、
D ⼤調、 F ⼤調調
號。 
4聽辨不同調性的曲
調。 
5分辨東⽅傳統戲曲
及西⽅歌劇。 
6認識新年或春節應
景⾳樂。 
7認識鋼琴的構造、
發聲的原理。 
8欣賞雙鋼琴曲〈歡
樂中國節〉。 
9能認識耶誕節的由
來。 
1 0 能演唱歌曲
〈Deck the Halls〉。 
1 1 能創作符合
〈Deck  the  Halls〉歌
曲意境的歌詞。

1教師播放〈銀鈴〉⾳樂請學⽣聆聽。 
2教師解說〈銀鈴〉為歌劇《魔笛》中的
歌曲。樂曲合奏 
3教師彈奏曲調，請學⽣以唱名習唱各聲
部的曲調。 
4指導學⽣以直笛吹奏第⼀部、第⼆部曲
調。 
5教師將學⽣分為⼆組，⼀組吹第⼀部直
笛曲調，⼀組吹第⼆部直笛曲調。 
6複習⼜風琴吹奏技巧。 
7指導學⽣以⼜風琴吹奏第三部曲調。 
8學⽣分為三組，依曲譜吹奏出正確曲
調。 
9分組上臺表演，相互觀摩。 
10教師複習C⼤調、G⼤調、D⼤調、F⼤
調⾳階。 
11教師請學⽣練習寫調號。 
12欣賞雙鋼琴曲〈歡樂中國節〉 
13演唱〈Deck the Halls〉

3 ⾼⾳直
笛、⼜
風琴、
教 學
C D 、
教⽤版
電⼦教
科書。

表演評
量 
念唱練
習 
實際演
練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3-3-5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化差
異。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九
週

1/
1
~
1/
5

參
、
⾳
樂
美
樂
地

⼆
、
中
西
的
⾳
樂
藝
術

1-3 -1探索各種不同的
藝術創作⽅式，表現
創作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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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1 認識 D ⼤調⾳
階。 
2⽤⾸調和固定唱
名演唱 D ⼤調⾳
階。 
3⽤直笛吹奏D⼤
調曲調。 
4能認識並分辨反
覆與模進⾳。 
5能創作反覆與模
進⾳歌曲。 
6能⽤直笛吹奏曲
調。 
7能⽤⾃⼰最⾃然
的聲⾳演唱歌曲。 
8能從歌曲旋律中
感受到⾳樂快樂的
情緒。 
9能演唱歌曲〈幸
福 的 孩 ⼦ 愛 唱
歌〉。 
10能知道反覆記號
的演唱順序。

1認識D⼤調⾳階 
2認識與創作反覆與
模進⾳歌曲。 
3 能⽤直笛吹奏曲
調。 
4能⽤⾃⼰最⾃然的
聲⾳演唱歌曲。 
5能演唱歌曲〈幸福
的孩⼦愛唱歌〉。 
6能知道反覆記號的
演唱順序。

1認識D⼤調⾳階。 
2⽤⾸調和固定唱名演唱D⼤調⾳階。 
3⽤直笛吹奏D⼤調曲調。  
4介紹反覆與模進。 
5.教師（或學⽣）以直笛吹奏反覆⾳，請
學⽣吹奏出相同的反覆⾳的樂句。 
6.教師彈奏或播放〈幸福的孩⼦愛唱歌〉
的⾳樂。學⽣視譜或寫譜，並聆聽曲
調。 
7教師介紹反覆記號在⾳樂上的功⽤（省
略重覆譜寫樂譜的必要）與反覆記號的
演唱順序

3 直笛、
鋼琴、
教⽤版
電⼦教
科書。

表演評
量 
念唱練
習 
實際演
練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3-3-5體認社會和歷
史演變過程中所造
成的性別⽂化差
異。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
週

1/
8
~
1/
12

參
、
⾳
樂
美
樂
地

三
、
聽
⾳
樂
說
故
事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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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3-3-12運⽤科技及各種
⽅式蒐集、分類不同
之藝⽂資訊，並養成
習慣。

1  能欣賞管弦樂曲
〈 彼 得 與 狼 〉
（Peter  and  the 
Wolf）。 
2能說出〈彼得與
狼〉的故事情節。 
3能聽出每個主題
⾳樂所代表的角⾊
及演奏樂器。

1 欣賞管弦樂曲彼得
與狼。 
2說出〈彼得與狼〉
的故事情節。 
3聽出每個主題⾳樂
所代表的角⾊及演
奏樂器。

1教師播放各種角⾊主題⾳樂，並進⾏角
⾊提⽰。 
2出⽰樂器圖⽚，請學⽣將各角⾊與樂器
圖⽚進⾏配對。 
3認識管弦樂團 
4教師介紹管弦樂演奏時安排的位置，並
利⽤樂器圖⽚與錄製各樂器聲⾳，幫助
學⽣具體認識管弦樂。

3 ⾳ 樂
C D 或
影⾳多
媒體、
教⽤版
電⼦教
科書。

表演評
量 
發表

【⽣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良好的⼈
際互動能⼒。 
【性別平等教育】
3-2-1運⽤科技與媒
體資源，不因性別
⽽有差異。 
【家政教育】2-3-3
表現合宜的穿著。 
【資訊教育】4-3-5
能利⽤搜尋引擎及
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第
⼆
⼗
⼀
週

1/
15
~
1/
19

參
、
⾳
樂
美
樂
地

三
、
聽
⾳
樂
說
故
事

1-3 -2構思藝術創作的
主題與內容，選擇適
當的媒體、技法，完
成有規劃、有感情及
思想的創作。 
2 - 3 - 8使⽤適當的視
覺、聽覺、動覺藝術
⽤語，說明⾃⼰和他
⼈作品的特徵和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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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0參與藝⽂活動，
記錄、比較不同⽂化
所呈現的特⾊及⽂化
背景。 
3-3-11以正確的觀念和
態度，欣賞各類型的
藝術展演活動。 
3-3-12運⽤科技及各種
⽅式蒐集、分類不同
之藝⽂資訊，並養成
習慣。

1 能欣賞並哼唱
《A⼤調單簧管協
奏曲》（K.622）
第三樂章的曲調。 
2能認識單簧管的
⾳⾊。 
3能認識協奏曲的
意義及複習輪旋
曲。 
4能說出單簧管的
⾳⾊特⾊。 
5能認識單簧管和
單簧管的家族。 
6認識⾳樂會的禮
儀。 
7分享欣賞⾳樂的
⽅式，培養正當的
休閒活動。 
8能演唱⼆部合唱
歌曲〈美麗的草
原〉。 
9能感受歌曲中輕
快旋律。

1欣賞並哼唱《A⼤
調單簧管協奏曲》 
2 認識單簧管的⾳
⾊。 
3認識協奏曲的意義
及複習輪旋曲。 
4說出單簧管的⾳⾊
特⾊。 
5認識單簧管和單簧
管的家族。 
6 認識⾳樂會的禮
儀。 
7分享欣賞⾳樂的⽅
式，培養正當的休
閒活動。 
8演唱歌曲〈美麗的
草原〉。 
9感受歌曲中輕快旋
律。

1樂曲欣賞— —《 A⼤調單簧管協奏
曲》。 
2認識樂器——單簧管。 
3介紹⾳樂主題館：奇美博物館。館中有
各國古樂器（⼤鍵琴）、⾃動演奏樂器
（⾳樂盒）的收藏，可藉此認識⾳樂與
⼯業技術發展的關係。 
4介紹⾳樂主題館：⽂化中⼼。臺灣各都
會區均設有⽂化中⼼或⾳樂館、社教
館、圖書館，提供⾳樂藝術活動表演場
地，指導學⽣認識附近的場所，可就近
參與欣賞⾳樂活動。 
5分享⾳樂活動：藉由發表家⼈的⾳樂活
動，介紹正當的休閒嗜好。 
6歌曲教唱，教師播放⾳樂歌曲〈美麗的
草原〉，學⽣跟隨⾳樂，⼿指著樂譜歌
詞靜聽。 
7教師播放⾳樂歌曲，學⽣視譜或寫譜，
並再次聆聽曲調。

3 ⾳ 樂
C D 或
影⾳多
媒體、
教⽤版
電⼦教
科書。

表演評
量 
發表

【⽣涯發展教育】
2-2-1培養良好的⼈
際互動能⼒。 
【性別平等教育】
2-1-3表達⾃⼰的意
⾒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性別平等教育】
3-2-1運⽤科技與媒
體資源，不因性別
⽽有差異。 
【家政教育】2-3-3
表現合宜的穿著。 
【資訊教育】4-3-5
能利⽤搜尋引擎及
搜尋技巧尋找合適
的網路資源。

⼀、了
解⾃我
與發展
潛能 
⼆、欣
賞、表
現與創
新 
四、表
達、溝
通與分
享 
七、規
劃、組
織與實
踐 
八、運
⽤科技
與資訊 
九、主
動探索
與研究

起
訖
週
次

起
訖
⽇
期

主
題

單
元
名
稱

分段能⼒指標 學習⽬標 教學活動概要 教學活動重點

教
學
節
數

教學資
源

評量⽅
式

重⼤議題
⼗⼤基
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