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文深耕 音樂課程 教案  三年級 下學期 

單元名稱 音樂美樂地 教學對象 三年級 

教學領域 藝術與人文 教學時間 8節，320分鐘 

教學目標 

1. 能認識直笛。 

2. 能以正確的運氣、演奏姿勢、運舌、按法吹奏直笛。 

3. 能吹奏直笛音， 及樂曲〈布穀鳥〉、〈小蜜蜂〉。 

核心素養  

教學資源 五線譜圖、課本附件、電子書、教學 C D 與影片、高音直笛。 

教學活動流程 

第 1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直笛 

1. 教師導讀課課文，介紹直笛的由來，以及直笛家

族：最高音笛、超高音笛、高音笛、中音笛、次中

音笛、低音笛、倍低音笛等。直笛可以獨奏、重奏，

或是多聲部的合奏組成的演出形態。 

2. 在音樂課堂上學習直笛的原因： 

(1)直笛是適合國小學生學習的曲調樂器。 

(2)攜帶方便，學生的書包可以收納。 

(3)學習的音樂知識可以應用於演奏。 

(4)有完整的家族樂器，可以獨奏，也可以發展成

重奏、合奏。 

直笛運氣 

1. 教師示範以平均氣流和不平均的氣流吹奏笛頭的

聲音或樂曲；學生分辨何者較好聽（平均氣流較好

聽）。 

2. 教師引導學生作聞花香、食物香味的深呼吸動作。 

3. 教師請學生拿出一張紙片，吹奏紙片上緣，並觀察

紙片的角度，是否能保持固定。 

4. 請學生練習吹紙片，維持氣長又均勻，讓紙片持續

向前，儘量使紙條不會上下飄動，並計時能夠吹幾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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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師引導學生，若要吹奏較長的氣流，吸氣時喉嚨

要放鬆，吸氣要吸的深，腹部要帳起，而肩膀不能

聳起。 

6. 因高音直笛音高很高，教師必需提醒學生，不可用

太多的氣去吹奏。 

直笛的運舌「ㄊㄨ」 

1. 教師引導學生用「ㄊㄨ」、「ㄊㄨ」、「ㄊㄨ」念

課本譜例的節奏，再練習「ㄨ」、「ㄩ」等沒有運

舌的音，讓學生具體分辨運舌的動作能控制音色。 

2. 笛頭上的運舌練習： 

(1) 教師念「ㄊㄨ、ㄊㄨ、ㄊㄨ」， 學生念「ㄊ

ㄨ、ㄊㄨ、ㄊㄨ」。 

(2) 教師無聲念「ㄊㄨ、ㄊㄨ、ㄊㄨ」， 學生念

無聲的「ㄊㄨ、ㄊㄨ、ㄊㄨ」，同時感覺舌頭在口

腔內的彈動。 

3. 教師示範運舌「ㄊㄨ」與不運舌「ㄏㄨ」的笛音有

何差別，請學生分辨出來。 

4. 教師引導學生手持笛頭，笛嘴輕靠雙唇，唇型保持

放鬆不可翹起，不出聲的說「ㄊㄨ」，把吹出的氣

灌入直笛而發出聲音。 

5. 引導不能順利運舌的學生，請其不斷的悄悄說「ㄊ

ㄨ」，老師持笛靠近他的雙唇，反覆數次，直到能

順利運舌（教師也可以請學生用食指放進口腔的上

牙顎去感覺舌頭碰觸的位置）。 

6. 學生吹奏直笛時.吹時雙唇放鬆保持自然的唇型，

不要翹起來。教師引導學生用「ㄊㄨ」念課本頁譜

例的節奏，再練習用直笛吹奏。 

  

教學活動流程 

第 2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第四節課 直笛Si La與全音符 

直笛的部位 

1. 教師請學生觀察直笛部位和特色： 

(1)可以拆成三節。 

(2)身上有很多洞孔，這些洞孔有不同的形狀，如：

圓形、細細扁扁的長條型，還有不同的大小及組

合；有些洞洞還歪了一邊（提示：有些學生型的直

笛，第三洞無名指的按孔偏到左邊）。 

(3)可能有不同的顏色或材質。 

2. 教師引導：直笛由上而下分為：「笛頭」、「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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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尾」。 

「笛頭」： 上方、前側有個洞，下方的洞連接笛

身。 

「笛身」： 下、上方連接笛頭、笛尾，前側則是

按指的洞洞。 

「笛尾」： 上方連接笛身，下方是氣孔；而前側

只有一組按指的洞洞。 

直笛的演奏姿勢 

1. 教師引導學生裝起直笛，氣窗和手指洞孔位置要一

致。 

2. 預備吹奏姿勢，氣窗要朝前，吹嘴放在上下唇之

間，輕輕含著，直笛重心放在右手大拇指。 

3. 請學生依照課本上手指位置的指示：左手在上，右

手在下放置手指位置，告訴學生每一根手指要固定

和一個洞孔作朋友，訓練手指按照指法聽話的放在

孔上。 

4. 訓練手指：教師喊「1」，學生高高抬起左手食指

放下練習五次，再換指練習，可同時訓練多指。 

5. 教師注意學生的手指按在正確指法，並用指腹蓋住

直笛洞孔，不可太用力， 也不可將直笛孔露出縫。 

全音符 

1. 教師說明全音符長度，當四分音符唱奏一拍時，全

音符唱奏四拍。 

直笛Si、La指法 

1. 直笛嘴放下巴，依照譜例念「ㄊㄨ」的節奏。 

2. 直笛嘴放下巴，依照譜例唱唱名，練習按「Si」01

的指法。 

3. 練習吹奏「Si」的譜例。 

4. 練習按「La」012 的指法。 

5. 練習吹奏「La」的譜例。 

6. 練習「Si」和「La」的譜例。 

 

教學活動流程 

第 3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高音直笛指法ㄙㄡ 

1. 教師複習直笛指法ㄒㄧ（01）、ㄌㄚ（012） 

2. 教師說明、示範直笛的指法ㄙㄛ（0123），並請學

生練習單音吹奏。 

3. 教師引導學生練習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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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導學生吹奏樂曲〈月光〉、〈雨滴〉；學生先認

節奏、認出音高唱名，並以正確指法吹奏全曲。 

5. 教師提醒學生：第3指無名指控制不易，用指腹輕

按，但要注意不要漏氣。 

6. 教師引導分享：想像你能聽見月光的聲音，你覺得

會是怎麼樣的聲響？是寧靜的，還是吵雜的？試著

在演奏〈月光〉時傳達這個感覺給聽眾。 

7. 教師引導分享：當你演奏〈雨滴〉時，你腦中有什

麼畫面？是毛毛雨還是滂沱大雨？是在森林、城

市，還是在公園？和同學們分享！ 

 

教學活動流程 

第 4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高音直笛指法 

複習直笛厶ㄡ、ㄌㄚ、ㄒㄧ指法 

1 教師複習厶ㄡ、ㄌㄚ、ㄒㄧ指法。 

2 教師吹奏ㄒㄧ音，           ， 請學生模仿。 

3 教師再以ㄌㄚ及厶ㄡ吹奏 ，請學生模仿。 

4 以           節奏，將蒐厶ㄡ、ㄌㄚ、ㄒㄧ指法吹

奏熟練。 

5 教師引導學生吹奏課本「十個小印地安人」 

的曲譜。 

6 教師示範第三間    音的直笛指法，並請學生練習吹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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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流程 

第 5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笛聲派對 

1 複習直笛厶ㄡ、ㄌㄚ、ㄒㄧ、ㄉㄡ高音    指法。 

2 以下面三種節奏節奏，依序將厶ㄡ、ㄌㄚ、ㄒㄧ、 

高音   指法吹奏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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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厶ㄡ音的指法→ㄌㄚ音的指法→ㄒㄧ音的指法

→高音  的指法做吐舌練習。） 

3 教師播放「王老先生有塊地」音樂，讓學生聆聽，並

發表是否曾聽過音樂。 

4 教師帶領學生習唱〈王老先生有塊地〉樂譜。 

5 熟練樂譜後，教師與學生分別以接唱方式，唱出

「師」、「生」的小節音樂，並適時提醒學生要專注聆

聽自己和老師的小節音樂，不可搶拍或落拍。 

6 教師引導學生以直笛接力吹奏課本「王老先生有塊

地」音樂曲譜。 

7 吹奏時要彼此注聲部的銜接與和諧感，並以正確的運

氣、運舌、運指方法吹奏，氣流不可過重或過輕。 

教學活動流程 

第 6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節奏迷宮 

直笛練習 

1 教師帶領學生複習吹奏直笛：ㄒㄧ 、ㄌㄚ 、厶ㄡ及

高音  四個音。 

2 教師示範第四線   音的直笛指法， 並請學生練習吹

奏，除了左手中指蓋住第2個洞孔外，其他手指要放鬆。 

3 教師指導學生練習吹奏課本第一行曲譜（A段）。 

 

4 教師指導學生練習吹奏課本第二行曲譜（B段）。 

 

5 教師指導學生練習吹奏課本第三行曲譜（A’段）。 

 
6 教師請學生說明〈布穀〉音樂中，AB兩段不同之處（音

樂旋律不一樣、節奏也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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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請學生說明A -A'兩段不同之處（旋律與節奏有

一些不一樣） 

8 教師說明A B A'三段式中，AB兩段的對比明顯， A與

A'兩段在節奏上與旋律上則稍有差異。 

 

教學活動流程 

第 7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複習 

1.教師複習直笛指法： 

 

 

 

 

 

 

 

2.直笛  到高音  指法，節奏從4拍到2拍到1拍做平穩

而均勻的吹奏練習。 

3.請學生注意直笛吹奏時運舌、運指、運氣是否正確。 

 

直笛曲調創作 

1.教師示範課本直笛曲調範例（直笛  到高音  指法）。 

 

 

 

 

 

 

2.教師請學生以直笛直笛  到高音  指法依課本指定

節奏型做曲調創作。 

3.請學生用直笛吹奏出自己的創作曲，並依序進行曲調

接奏。 

 

認識直笛第一線  及下一間  指法 

1.教師示範第一線「 」音的直笛指法（012345），手

腕放鬆，用指腹蓋住笛孔並注意是否漏洞，吹奏低音的

氣流要更輕盈，吐音不可過重，並請學生練習吹奏。 

2.教師示範下一間「 」音的直笛指法（0123456），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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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放鬆，用指腹蓋住笛孔並注意是否漏洞，吹奏低音的

氣流要更輕盈，吐音不可過重，並請學生練習吹奏。 

 

吹奏〈布穀鳥〉、〈小蜜蜂〉 

1.教師示範吹奏〈布穀鳥〉、〈小蜜蜂〉。 

2.教師分析〈布穀鳥〉、〈小蜜蜂〉樂譜段落與曲式跟節

奏型，並請學生標示連結線位置。教師並提醒學生樂曲

中連結線的音第一個音運舌，後面的音，不運舌連結拉

長拍子即可。 

 

教學活動流程 

第 8節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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