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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資源 

藝術與人文領域 師資 教學特色 

 
校內 

聽覺藝術 

謝宛婷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Mmus in Performance 
and Related Studies) 

• 專業音樂教學、鋼琴教學 
• 課程著重於培養音樂素養與拓展藝術賞析經驗 
• 擅長自編課程，並樂於嘗試跨領域教學設計 
• 英語教授音樂課、鋼琴課及華文課教學經驗(旅英時期) 
• 鋼琴獨奏、長號獨奏、合唱團、管弦樂團、管樂團等表演

經驗 

視覺藝術 

鄧又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美術教育研究所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 

• 兒童美術教育 
• 問題導向學習(PBL) 
• 引導式教學 
• 自編課程，樂於嘗試跨領域教學設計 

視覺、表演藝術 

許涵宣 
(國立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 
舞台設計組 ) 

• 致力教材教法及教具之研究、改進或創新發明，並將戲劇
融入跨領域教學 

• 注重品德教育與正確價值觀，提升學生對環境的感受力 
• 專長裝置藝術、空間規劃、平面設計、道具設計、大型展

覽規劃 



藝術與人文領域 師資 教學特色 

校外 表演藝術 鄭筑云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舞蹈學系) 
 

• MＶ流行舞、兒童芭蕾、芭蕾律動、幼兒律動 
• 國中小舞蹈班師資 
• 現代舞表演 
• 曾任雲門舞集─雲門２舞者 

表演藝術 蘇詩堅 
(美國加州藝術學院舞蹈

研究所碩士班) 

• 駐校藝術家 
• 劇團舞蹈指導 
• 表演藝術科舞蹈教師、演藝與時尚事業學程講師 
• 台灣舞蹈煉金篇新銳編舞家 

英語領域 師資 教學特色 

校內 

英語領域及導師 
王盈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 兒童英語教學、歌謠韻文教學、繪本故事教學 
• 肢體律動訓練 
• 多項教育營隊及偏鄉營隊經驗 

 
英語領域及導師 

陳麗雯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輔修英語教學) 

• 兒童英語教學 
• 課程結合多元素材，融合繪本、歌曲、手作、肢體等活動 
• 擅長規劃主題課程，營造完整、豐富的學習情境 

校外 英語領域 

林毓霜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英語教育碩士班) 

• 繪本教學、歌謠韻文教學、節慶教學 
• 2013、2014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課程輔導員 
• 擅以多元的課程內容，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並豐富學習經驗 



團隊分工 

領域教師 工作內容 

音樂領域 • 設計課程：進行主題式課程，設計整學年的課程內容。 
• 整合資源：由於課程不只有進行音樂教學，亦嘗試跨領域至視覺、表藝及語文 
•                   方面。因此教學者須向各領域的專業人才詢問並做適當的修正。 
• 執行課程：進行實際課程教學。 
• 資料蒐集：蒐集整學年的教學資料、照片、影片。 
• 檔案統整：統整並記錄整學年的課程各式資料與檔案。 

班級導師 
(英語專長) 

• 討論教案：協助課程設計內容。 
• 協同教學：協助課餘練習、事項宣布、英語協同教學。 
• 資料蒐集：協助蒐集整學年的教學資料、照片、影片。 

行政單位 • 觀課討論：提供不同角度的教學建議。 
• 資訊設備提供：提供資訊設備協助。 



課程規劃 

 

以「季節」為主軸，用 

韋瓦第的「四季」貫穿 

整個課程。並加入當季 

的慶典及季節特色，讓 

學生從生活周遭中覺察 

音樂應用之廣泛與美的 

存在。 

 

• 春天佇陀位 

• 一起跳舞吧！ 

• 我的節奏我的歌 

•夏天來了 

•一起跳舞吧！ 

•四季之歌 

• 唱歌學問大 

• 聲音好好玩 

• 節日真有趣 

• 我想聽 

• 我會畫 

• 我能寫 

• 創作一起來！ 
尋找秋天 

(9,10,11月) 

冬季樂園 

(11,12,1月) 

迎接春天 

(2,3,4月) 

夏日時光 

(4,5,6月) 



課程特色 

 

• 本課程為生活領域中，取一節課以聽覺藝術為主，生活經驗為輔，
穿插視覺與表演藝術的課程，達到培養藝術與人文學科涵養的目
的。 

 

• 視情況佐以英語融入教學，以培養學生「願意聽，不怕難，勇於 

   嘗試，主動學習」為主要目標。 

 

• 教學對象為全校二年級學生 

 

 



教師共備 

共備次數 共備事項 共備內容 

106學年度
(上)期末、
寒假 

發想與討論 • 計畫發想 
• 教學重點歸納 
• 課程初步設計 

• 擬定沉浸式英語教學融入音樂課之重點 
• 釐清英語在音樂課中的比重與角色定位 
• 自編課程發想 

106學年度 
(下) 
 

教師共備(8次) 
 
三月4次 
四月2次 
五月1次 
六月1次 

• 課程設計討論與修改 
• 進行沉浸式英語融入

音樂課課程試驗(春
天與夏天主題) 

• 課程修正 
 

• 討論沉浸式英語融入音樂課程之計畫的目標與重點教
學方向 

• 討論並釐清課程重點與目標 
• 實際執行課程走向 
• 所需之其他領域及行政協助 
• 實施困難處包含行政端與教學端之所需教學執行支持 
• 視覺、表演藝術師資介入 
• 確定課程計畫詳案 
• 英語教師以英文教學的角度提出建議 
• 107學年排課需求(音樂課與導師課連在一起，便於配

合活動進行所需之調課與協同) 
• 課程試做之導師端的回饋與意見 



共備次數 共備事項 共備內容 

107學年度 
(上) 
 

教師共備(2次) 
 
九月1次 
十月1次 

• 課程討論與再次修正 
• 課程正式實施(秋天與

冬天主題) 
 

• 溝通並確認沉浸式英語教學融入音樂課的課程重點
與走向 

• 學生、導師、家長三方面的訊息傳達與溝通 
• 請導師於課餘時間可以協助學生複習音樂課的內容

以便增加與英語接觸的時間，增進沉浸式教學的效
果 

107學年度 
(下) 

教師共備(11次) 
 
二月2次 
三月1次 
四月4次 
五月5次 

• 音樂與表藝課程討論 
• 課程修正 
• 課堂英語使用 
• 訪視觀課建議 

 

• 溝通並討論音樂與表藝課程的走向與目標 
• 依實際上課狀況進行課程內容微調 
• 與導師討論可協同的部分 
• 訪視觀課建議 



專家輔導 

領域 輔導教授師資 專長 課程建議 

藝術與人文
領域 

夏學理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表演藝術研究
所  所長  

文化行政、
文化政策、
藝術傳播、
藝術管理、
劇場藝術、
文創行銷 

• 課程設計需要有更明確的最終目的 
• 引導式的上課>講述式的上課內容 
• 讓學生主動經由討論、分組、分享看法，從中找到共通點以達到最終的

教學目標 
• 最終表演的呈現，可直接於平常課程中加入所需的知識、道具、表演方

向討論等。藉著平常上課就已經是同時在準備表演相關，不但可以多練
習並熟悉表演模式，也不需要另外花時間再設計表演內容及練習時間 

英語領域 戴雅茗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            
兒童英語教育
學系 副教授 

英語教材
教法、課
程與活動
設計、電
腦輔助教
學、教師
專業、英
文寫作、
質性研究 

• 多方使用活動進行教學，讓學生從做中學。 
    (1)使用“任務完成模式”進行教學，最後教師總結課程內容 
    (2)使用視覺輔具或閃示卡，快速地加強學生的印象 
    (3)透過律動、聯想、影片、歌曲及遊戲進行課程及生活經驗分享 
    (4)簡單明瞭的英文指令，讓學生可以清楚並快速的拆解任務 
• 結合語言、動作及音樂， 
• 提到傳統節日故事時，以基本的中文知識為背景，直接進入英文版的說

故事活動，然後透過反覆不斷的字詞或句子運用，以期增加沉浸式英語
教學的成效 



教學現況 

四季

之歌 

聽覺藝術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 

文本創作 



 Classroom English 

• Music rest, silence please. 

• Have you ever heard this music/song before? 

• How do you feel? 

• Hands up if you understand. 

• Watch and move. 

• Stand up./ Stand straight. 

• Eyes on me. 

• Turn right. Turn left. 

• Front/Back/High/Middle/Low 

 



四季之歌─聽覺藝術 

 

• 跟著季節走，聆聽韋瓦第《四季》，討論各樂章的感覺並連結到生活
經驗。 

• 認識音樂家韋瓦第的故事。 

• 教師現場彈奏《四季》的鋼琴版本，加深學生印象。 

• 演唱：演唱與各季節相關的歌曲。 

• 音樂欣賞：(1)欣賞與各季節或節慶相關的音樂。 

 (2)欣賞不同風格、表演方式的音樂影片。 

• 繪本欣賞：欣賞與各季節有關的英文繪本。 

• 表演：以唱歌、繪畫或文字的方式呈現對季節的感受。 

• 創作：歌詞改編並演唱。 

 



季節 課程內容 所習英文字詞 

Spring • 韋瓦第：“春” 
• 認識音樂家韋瓦第 
• 歌曲演唱：《春天佇陀位》、《Spring》 
• Spring game：透過遊戲讓全班學生輪流發表春天或其他季節的句子。 

Spring 

Vivaldi:《Four Season》 

Where is spring? 

How do you feel? 

Summer • 韋瓦第：“夏” 
• 歌曲演唱：《How Far I’ll Go》片段 
• 演唱各班各組自創的《四季之歌》 

Summer 

《How Far I’ll Go》 

各組自創歌詞 

Autumn • 韋瓦第：“秋” 
• 中秋節的故事─讓學生自己說故事給大家聽 
• 與月亮有關的歌─選取曲風多元， 風格從古至今，從古典到流行，從西

方到東方從童謠、民謠到詩詞新唱，從人聲到樂器演奏。 
• 歌曲演唱：“Autumn”part from 《Seasons Song》 

• 表演：Autumn Song 

Autumn/Fall 

Moon Festival 

How do you feel? 

Let’s find colourful leaves 

It’s a wonderful day 

Winter • 韋瓦第：“冬” 
• 欣賞跨界音樂與A Cappella表演片段 
• 欣賞跨界團體The Piano Guys的改編曲：結合《Let it Go》與韋瓦第的

“冬” 
• 歌曲演唱：《Let it Go》片段 
• 欣賞及演唱Christmas Carols 

Winter 

A Cappella 

How do you feel? 

《Let it Go》 

 





Vivaldi: Spring 春天佇陀位 How Far I’ll Go Vivaldi: Summer 

Seasons Song Autumn Music Vivaldi: Winter The Piano Guys 







四季之歌─視覺藝術(彩蛋彩繪) 

 

• 欣賞「復活節的故事」的英文影片，認識復活節的由來。 

• 繪本「HAPPY EASTER, MOUSE!」欣賞，認識Egg hunt活動。 

彩蛋行動藝廊.mp4
彩蛋行動藝廊.mp4




四季之歌─視覺藝術(秋天的葉子) 

• 透過繪本的導讀與欣賞，討論與認識秋天的顏色、動植物 

• 討論後歸納秋天色彩多屬於暖色系與深色，再經由多張圖片練習
加深對於秋天的顏色的概念 

• 透過慕夏、莫內等畫家的作品從畫家的角度認識秋天的繪畫表現
方式 

 





四季之歌-文本創作(秋天的句子) 

 

• 觀賞動畫櫻桃小丸子中《尋找秋天》的內容，加深並複習秋天的
映像 

• 以動畫中一個角色小玉描繪秋天的兩個句子，引導學生也可以用
文字來感受秋天 

• 繪本《Leaf Hunt》的描述，再次透過文字描述加深對秋天的感
覺。並學習“Let’s find  colourful leaves.”&“ It’s a wonderful day!”
兩個句子 

• 欣賞多篇秋天的新詩，學習如何用不同的角度形容秋天與其特色
全班練習造秋天的句子 

 

 





§ AUTUMN SHOW 

Autumn Show.mp4
Autumn Show.mp4
Autumn Show.mp4


四季之歌─表演藝術(夏日歡樂舞) 

MOV_7761.mp4


四季之歌-表演藝術(學生創作) 

 

• 肢體運用及開發是人類天生與生俱來的能力。能夠運用肢體學習
與表現是一種自我肯定的展現。且能夠透過動作達到學習成效是
一種拿不走的素養與能力。 

• 肢體律動須從小開始，因此在本學期的課程設計中，邀請了專業
的舞蹈老師進入教學現場。不但讓學生實際體驗有趣好玩的律動
課，也能用不同的方式感受音樂。 

• 進行教學移轉，讓非表藝領域的教師能夠實際嘗試表藝課程教學
並直接接受指導與回饋，達到表演藝術增能的目的。 

 



協同教學 – 肢體律動 

• 透過大量的觀察與模仿，並經由一次次的學習及調整，讓學生慢
慢地熟悉身體的運用與力度的掌握。 

• 過程中教師著重於提醒與引導，歡迎任何方式的嘗試與觀察，讓
學生知道肢體律動沒有對與錯，只要盡力去做就可以很好玩。 

• 以學生觀察教師動作為主，小組討論發想動作為輔，在語言及指
令方面較少，多為方位性的指令。 

 







動作設計 

• 根據律動課學過的動作、方位及隊形概念，各組根據自己的季節
文本，創作屬於自己小組的舞蹈動作。 

• 教師站在引導的角色，協助學生想像與嘗試與落實。 

 







四季之歌-文本創作(歌詞改寫) 

• 以《春天佇陀位》的旋律為基礎，全班分為“春、夏、秋、冬”
四組，進行歌詞改寫的活動。 

• 文本創作皆為學生發想的成果，教師只站在引導者的立場，協助
學生完成句子，並提醒句子內容須符合季節特色。 

 







協同教學 – 英語導師 

• 由英語導師帶領學生共同發想歌詞，主要目的是透過語言的變化，
讓孩子能夠熟悉旋律之外，也能從不同語言中，獲得歌詞創作的
樂趣。 

 



§ Seasons Song 

206 seasons song.mp4
206 seasons song.mp4
206 seasons song.mp4


學生回饋 







學習現況與教學檢討  

 

• 二年級的音樂課程主要著重於欣賞，與日常生活的連結和感受。
樂理部分無須著墨太多，因此沒有特別進行音樂術語的英文字詞
教學。 

• 音樂欣賞課程有許多討論及表達感受的部分，教師較難使用英語
傳達訊息與概念，學生也較難理解且用英語做出回應。 

• 視覺藝術方面，根據學生已學過的顏色的單字，再分類成四季的
視覺效果，例：淺色系light、深色系dark、冷色系cold、暖色系
warm colours。 

 

 



 

• 表藝課程著重在肢體開發，需要學生以觀察為主，並模仿教師動
作，達到身體律動的體驗與學習。因此在語言使用方面較少，偶
有簡單指令或方位指示，如：turn right, make a circle, face the 
windows…等，才會使用語言的輔助。 

• 文本創作多以學生已經會的單字句型為發想，最後由教師潤飾及
統整為語意完整的句子。 

• 由於此課程著重於音樂與其他藝文領域的學習，因此並未以教導
新的英文單字句型為主要目標，多使用學生舊經驗中的單字及句
型作為課堂語言。 

 



主動學習禮物箱 

鼓勵主動學習、願意練習聽、願意回答、不怕困難、表達意見與想
法的孩子，可以自己選一項禮物當做獎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