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深美國小 113 學年度備觀議課活動設計備課單(B) 
領域 藝   術 設計者 張嘉珮 

實施年級 六年四班 節  數 共  1  節，  40  分鐘 

單元名稱 海洋 

教學法 

策略/形式 

■跨領域(含議題融入)素養導向教學     □探究實作     □線上教學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      □雙語教學   □PBL 

□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其他(          ) 

核心素養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表現 

1-Ⅲ-1 能透過聽唱、聽奏及讀譜， 進行歌唱及演奏，以表達情感。 

2-Ⅲ-4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並表達自我觀點，以體認音樂的藝

術價值。 

教學目標 
1. 演唱歌曲〈海洋〉。 

2. 用直笛模仿海鷗叫聲、海浪拍打沙灘的聲音。 

一、以終為始的思考計畫 

我期望學生學到的… 

 

我將如何看見(證明)… 我將使用的策略(方法) 

1.學會歌唱〈海洋〉。 

2.認知直笛除了可以演奏樂

音，也能透過特殊奏法發出

特別的聲音。 

1. 行間巡視聆聽學生歌唱

情形。 

2. 學生口語發言或實際吹

奏。 

1.聆聽仿唱 

2.實作 

學生學習預期成果(評量基規準) 
評量項目 

(基準) 能聆聽仿唱歌曲〈海洋〉。 

評量形式 實作 

評量標準說

明(規準) 

表現優異 表現良好 已經做到 還要加油 努力改進 

能正確演唱絕大

部分的樂曲曲

調。 

能正確演唱大部

分的樂曲曲調。 

能正確演唱㇐半

的樂曲曲調。 

能嘗試演唱正確

的樂曲曲調。 

未達上㇐級 

 

二、關鍵提問(佈題) 



1. 你覺得陳建年寫的歌詞所描述的海洋是受到汙染的嗎？從哪幾句能夠感受到？ 

2. 樂器能夠演奏樂曲，還有什麼其它可能性？ 

三、學習活動設計的重點 

流程 學習重點 時間 使用策略、評量 

導入 

引起動機或 

舊經驗回朔 

1. 學生默讀課本第 122 頁。 

2. 教師說明本節課要學習的歌曲之作曲者

是臺東市人，他用這首曲子和歌聲歌頌

家鄉的海洋且表達自己悠閒灑脫的心

情。 

3. 教師提問：反觀自己居住的城市，你認

為基隆與海洋的相關度如何？為什麼？ 

5’  

開展 

概念學習 

1. 歌唱〈海洋〉(陳建年 詞曲) 

(1)學生指譜用心聆聽全曲。 

(2)再次聆聽，並跟隨著輕聲哼唱。 

(3)嘗試放聲、自信地歌唱。 

2. 教師提問：你覺得陳建年寫的歌詞所描

述的海洋是受到汙染的嗎？從哪幾句能

夠感受到？ 

3. 欣賞網路資源影片，然後依照課本第

124 頁說明之技巧，嘗試用直笛模仿在

海邊能夠聽到的聲響。 

(1)海鷗叫聲：用左手食指、中指的「指

縫」蓋住氣窗口吹氣(不可完全蓋住氣

窗)，尾音時刻意將氣息放鬆放因高下

滑，模仿海鷗的叫聲。 

(2) 海浪拍打沙灘的聲音：含住氣窗口

(完全蓋住)，發「嘶」的氣音，且以不

規則氣量搭配手指即興開合，模仿海浪

拍打沙灘的聲響。 

4. 選二位學生分享練習結果。 

27’ 

聆聽仿唱 

 

 

師生共同討論 

學生口語發言 

實作練習 

挑戰 

進階學習 

依照課本第 124 頁說明之技巧，用直笛模仿輪

船汽笛聲。 
5’ 

實作練習 



總結 

學習重點 

1. 以輕鬆自在的心情歌唱〈海洋〉 

2. 教師提問：樂器能夠演奏樂曲，還有什

麼其它可能性？ 

 

 直笛除了可以吹奏曲子，也能透過特殊

奏法發出特別的聲音。 

3’ 

教師歸納 

學生口頭發言 

 

 

附件【授課班級座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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