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沉浸式英語教學特色學校試辦計畫輔導紀錄表 

《古典音樂混搭風》單元 發表活動 – 觀課與議課 

公開觀課 班級名稱：806       學生數：21 

輔導學者：音樂 潘宇文教授 

          英語 陳劍涵教授 

英語融入  藝術領域 音樂課程輔導方向 

輔導日期  109 年 12 月 24 日 

本次輔導內容 1.班級觀課及議課 

2.授課教師與共備教師分享與回饋 

3.教授指導建議 

本次輔導建議 ※授課教師與共備教師說明與分享： 

  1. 課程規劃重點：直笛吹奏、發表活動準備(教師協助檢視)、小組活動發表 

  2. 音樂課程課室用語規劃與執行成效 

  3. 教學現況、共備過程分享與討論 

 

※教授建議： 

  (一)音樂領域 – 潘宇文教授 

    1. 建議在說英語時的語速可以再放慢，整體的教學步調可以再緩慢一些，讓學

生及學習行為有時間可以思考(think)、可以觀察(watch)。 

    2. 學生的分組成員，有不同的個性特質，也可能有不同的學習進度，可能有的

學生較為大方，或是有的學生口語表達能力較佳，在學習的過程中，可能可以互助，

也可以互等，一起學習前進。 

    3. 英文在沉浸式教學的過程中，可以是為表達工具，聽說讀寫能力之中，可以

先鼓勵 speak out。但透過不同層面的學習表現(藝術/語言)，相信經過三年的訓練，

可以有所明顯成長。 

    4. 教學可以思考”教師中心/學生中心”的主軸安排，音樂行為的學習與累積，

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多發展，教師也可以在教學過程中多放手，引導學生表達自我、

鼓勵前進，讓學生有更多的自由發揮空間，教師並適時多給予讚美語，增強學生自

信，在音樂藝術的表達中展現自我，也可以讓”聆聽者/講述者/發表者”的角色可以

轉換。 

 

 

  (二)英文領域 – 陳劍涵教授 

    1. 英語融入各領域教學的實際發展與實施，共備社群非常重要。但以回歸學科

學習的角度來看，英文是為輔助角色，學習仍需以各學科的學習內容與目標為主，

在認知、技能與情意三大面向的規劃運用，可以更為思考。 

    2. 在 CLIL 教學法的運用方面，教師如果在教學內容與過程規劃中，可以多些

放手，讓學生有潛力去發揮，創造空間。比如加分(正增強)，可以從學生主動查資

料(閱讀相關音樂家故事等等)當中提問，回答正確者給予表揚，有可能會推動其他

同學的學習競爭力。這也可是為”探究層次”的提升，fix→jump。 

    3. 英語使用的機會，從教師準備的英語句型到活動發表，可以視為學習過程的



累積，學生除了聆聽教師的示範之外，視覺效果的輔助也可增加學習效果，如肢體

語言、ppt 呈現等等。另外，課程中 ipad 的使用目的，也可以再思考輔助功能多元

性質。 

    4. 英語融入音樂教學的規劃，可以思考的方向有二：內容焦點/語言焦點，確

立好之後的課程規劃與執行，將會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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