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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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縣立新生國中 

團隊成員 
師瓊珮、阮士恩、姚佩妏、張簡怡婷 

跨領域學科 
社會科 

藝術學科 
音樂科 

教學對象 

先備能力 

八年級學生。七年級臺灣史歷史課程結束，對自身土地的歷史有初步了解，

進入至八年級中國史，可結合周朝宗法制度及魏晉南北朝門第社會，宋

朝以後的家族演變，連結學生思考家在每一時期的不同面貌。透過跨領

域美感課程學習，將外在知識反芻轉化為更多的思考，探索自我生命的

起點、家庭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透過家族音樂串起家的歷史，

而每一家的音樂史也正是臺灣社會的縮影!。 

跨領域 

美感課程

實施模式 

歷史課與音樂課結合，對同學而言是新鮮有趣而這不再只是為了考試，大家

一起動手運用音樂建構家庭的歷史，即使是上課不專心或學習意願低落

的孩子，都可以跳脫歷史只是記憶或死背的錯誤理解。 

透過學習單，讓同學可以在與家長的討論中，認識家族的核心價值或是建  

構出音樂美感。在公開討論與報告中，可以認識不同家族概念及模式。 

最後選定適當的樂曲，以阿卡佩拉的方式公開表演。除了能檢驗學習成 

    果，讓學生可以用歌聲表達自己及與同儕合作。 

跨領域 

美感課程

應用策略 

應用策略 (請勾選) 

使用時機 

V 課前預習 

V 引起動機 

V 發展活動 

V 綜合活動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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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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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合作學習式教學 

V 專題討論式教學 

V 協同教學 

V 創造思考教學 

□其他 

評量模式 

V 學習單 

□試題測驗 

□遊戲評量 

□專題報告製作 

V 展演實作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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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畫 

單元名稱 我的音樂年代 

教學時數 7 堂課 實施班級 8 年 14 班 

實施情形 

學員很樂於參與跨領域美感課程活動，對於最後的展演投入很多心力 

協同師資在共同備課均能用有效的時間掌握課程重心 

較不足的是，時間有限，正課不能使用，歌唱的練習只能靠音樂老師挪用 

自己的正課來加強。 

但整體而言，學生可以透過與家人的共同學習單與對話，利用音樂了解社

會背景與生活模式，與家族的生活模式。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最後的展演，也增加學生的學習與表演經驗。 

社會科：家族史 

音樂科：台灣音樂史 

家族音樂 

阿卡佩拉 

歌唱訓練 

 

討論 增能工作坊 

 

我的音樂年代 

快閃音樂會 

小型室內音樂會 

 



課程進行由開學至 12月 28結束(利用早自習與週會時間) 

工作坊時間為 11月 30星期四下午 5、6兩節課 

成果發表會(1)快閃音樂會：12月 25聖誕節 10:05分於校園廣場 

     (2)成果發表會：12月 28星期四下第 5節課 

 

設計理念 

藝術是生活，音樂喜好表現出一個人的內涵與特質。 

藉由音樂藝術與家族、社會的融合，可以了解一個人的成長史。 

利用討論挑選出的樂曲，以展演方式可以了解一個班級的成員及成長過

程。 

藝術概念與 

美感元素 
音樂藝術、造型藝術、表演藝術 

教學方法 

講述教學法：由歷史老師講述中國社會與台灣社會家庭核心價值。藉由協    

            同教學，講述音樂的特質與台灣音樂的種類。藉由阿卡佩拉 

            歌唱模式，讓學生可以了解音樂的特性與美感元素。 

討論教學法：藉由歷史中家庭價值與音樂的討論，讓學生了解不同家族的 

            生活型態與價值。藉由音樂的喜好，與家族成員有良好的互 

            動與了解，並增加家庭成員的情感。 

發表教學法：藉由歌唱的融合及表演，讓學生增進自己的自信心。在歌唱 

            的練習及展演的預備過程中，讓學生知道自己的定位。例 

            如：小助理、攝影師、教材管理者以及表演者。 

教學資源 

一般教室 

音樂專科教室 

小型戶外展演場 

室內音樂展演場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 

表現 

能在教師的講述下吸收知識 

能在教師的引導下完成學習單 

能在教師的協助下完成展演 
核心 

素養 

Ａ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符號運用語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習 

內容 

(1) 社會科：家庭歷史 

(2) 音樂科：台灣音樂史 

(3) 音樂科：阿卡佩拉唱法 

教學目標 



單元目標 

1.讓學生可以了解自己與家人 

2.讓學生可以透過課程，了解台灣社會某一時期的縮影 

3.透過音樂展現自我 

課程架構 

節次 課程名稱 教學重點 教學工具 

第一節 家庭史演變 利用學習單，強化學生對於中國家庭及台

灣家庭的演變 

投影機、電腦 

第二節 台灣的音樂種類 介紹台灣音樂史上音樂的來源及分辨 投影機、電腦 

音響 

第三節 音樂在家庭的功能 利用學習單，讓學生結合台灣歷史與音

樂。並找出音樂在家庭中成員的功能。 

 

投影機、電腦 

音響 

第四節 阿卡佩拉(一) 介紹阿卡佩拉的歷史及演唱方式 投影機、電腦 

音響、鋼琴 

第五節 阿卡佩拉(二) 如何將選用的音樂以阿卡佩拉方式呈現 投影機、電腦 

音響 

第六節 如何運用自己的聲音 (1)認識聲音、分配聲部。 

(2)如何適當的發出聲音 

鋼琴 

阿卡佩拉教材 

第七節 樂曲探討及選曲 討論學習單與家人討論的樂曲 

全班投票演出曲目 

投影機、電腦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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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1.老師講述 

2.學生發言 

3.學習單 

20 分鐘 

20 分鐘 

5 分鐘 

影音平台 音樂藝術 社會科老

師與音樂

老師協同

教學 

學習單  

第二節 1.老師講述

2.介紹音樂 

3.學習單 

10 分鐘 

30 分鐘 

5 分鐘 

影音平台 

音響 

音樂藝術 音樂老師 

單獨作業 

學習單  

第三節 1.老師講述 

2.學生發言 

3.學習單 

45 分鐘 影音平台 

音響 

 

音樂藝術 社會科老

師與音樂

老師協同

教學 

學習單  

第四節 講述教學 45 分鐘 影音平台 

音響 

 

音樂藝術 音樂老師

協同教學 

無  



第五節 1.老師講述 

2.教材介紹 

3.教材使用 

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影音平台 

音響 

 

音樂藝術 音樂老師

協同教學 

無  

第六節 1.發聲練習 

2.尋找聲音 

3.配置聲部 

5 分鐘 

30 分鐘 

10 分鐘 

影音平台 

音響 

鋼琴 

 

音樂藝術 音樂老師

協同教學 

學生參與

程度 

 

第七節 討論 

並選曲 

 

 

45 分鐘 影音平台 

音響 

 

 

音樂藝術 音樂老師

協同教學 

學生參與

程度 

 

聖誕快閃

音樂會前

置作業 

總排演 45 分鐘 音響 

阿卡佩拉

教材         

音樂藝術 

造型藝術 

表演藝術 

音樂老師

協同教學 

學生參與

程度 

 

 

聖誕快閃 

音樂會 

正式演出 10 分鐘 音響 

阿卡佩拉

教材 

音樂藝術 

造型藝術 

表演藝術 

音樂老師 

協同教學 

學生自評 

並討論 

 

發表會 音樂表演 45 分鐘 音響 

阿卡佩拉

教材 

鋼琴 

音樂藝術 

造型藝術 

表演藝術 

授課老師 

協同教學 

學生自評 

並討論 

同校 

人聲團隊 

共同演出 

教學省思與建議 

音樂與社會是共同對話的。音樂除了反映時代背景，還有社會活動。藉由討論，可

以知道音樂與歷史所共同承載的社會意義。不管是民謠、西方古典音樂、台灣音

樂，或是流行音樂。每一首歌都有它所反映出來的社會意義或是情感交流，好的音

樂才有可能留傳下來。我的音樂年代，可以藉由音樂的喜好，彼此了解家族成員個

性、內涵，與家族的聲音共鳴。亦可以藉由討論，了解母語教育的重要性。教師們 

除了藉由學生的討論，可以用同理心了解每個不同的個體來自不一樣的家庭，更應該用同

理心去設想每個學生的需求與原生家庭的本質，讓學生融入社會與面對未來。 

教學研發成果 

1. 班級能獨自表演一場小型快閃音樂會 

2. 班級能與其他團體共同舉辦一場音樂會 

未來推廣計畫 



這學期社會科跨音樂實驗藉由與家人的討論，了解歌曲的背景、年代與家族的相互

關係。由阿卡佩拉形式呈現出一場快閃音樂會及聲音之美的小型音樂會。 

未來可以用更深的生命史探討、劇本寫作，融合音樂表演的肢體探索，呈現出微型

音樂劇。 

更讓學生參與音樂劇的製作與演出，讓每個不同特質的孩子，可以更有自信的展現

自己的優點及欣賞別人的優點。 

 
課程實施紀錄（教學照片 10 張加說明） 

  課程實施前共同討論 

 

 

 

 

 

 

 

 

 

 

 

 

 

 

 

  社會科課程實施：家庭與音樂(一) 

 

  社會科課程實施：家庭與音樂(二) 

 跨領域音樂共同備課 

 



  與同學討論家族音樂模式的呈現 

 阿卡佩拉介紹(一) 

阿卡佩拉介紹(二) 

 表演曲討論及介紹 

 聖誕快閃音樂會(一) 

 



聖誕快閃音樂會(二) 

 如何運用自己的聲音 

 成果發表會(一)合唱團的聲音 

 成果發表會(二)新生阿卡佩拉團 

 成果發表會(三)814 阿卡團 



參與成果發表會同學 

 成果發表會合照 

 期末成果檢討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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