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嘉義縣隙頂國小 112 學年度校訂課程教學內容規劃表(表 12-4) (上/下學期，各一份。若為同一個課程主題則可合為一份 

 

教學 

進度                  

單元

名稱   

連結領域(議題)/ 

學習表現 

自訂 

學習內容 
學習目標 表現任務 (評量內容) 

學習活動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節數 

年級 高年級 
年級課程 

主題名稱 
夢響笛音-手工笛 

課程 

設計者 
林郁瑄 

總節數/學期 

(上/下) 
21/上學期 

符合 

彈性課

程類型 

■第一類 統整性探究課程 ■主題 ■專題 ⼞議題 *是否融入 □生命教育 □安全教育 □戶外教育 ■均未融入(供統計用，並非一定要融入) 

   需跨領域，以主題/專題/議題的類型，進行統整性探究設計；且不得僅為部定課程單一領域或同一領域下科目之間的重複學習。 

⼞第二類 ⼞社團課程  ⼞技藝課程 

⼞第四類 其他 ⼞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 ⼞服務學習 ⼞戶外教育 ⼞班際或校際交流 

⼞自治活動 ⼞班級輔導 ⼞學生自主學習 ⼞領域補救教學 

學校 

願景 
e 化、健康、創新、卓越 

與學校願景呼

應之說明 
學生透過科學原理進行任務活動，在製作過程中，發揮創新的想法，觀察與討論後調整並超越自己，展現卓越的內涵。 

總綱 

核心素

養 

E-A2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

體驗與實踐處理日常生活問題。 

 

E-A3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並以

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E-C2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樂於與人互動，

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 

課程 

目標 

1. 具備探索問題的思考能力，並透過體驗與實踐來製作不同的笛子。透過課程學習，學生能夠理解和掌握不同的聲音的物理原理與應用，

培養對聲音的興趣和好奇心。 

2. 具備擬定計畫與實作的能力，培養創新思維和動手實踐的能力，利用日常生活中空氣振動發生聲音的原理來製作笛子。 

3.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在小組討論中樂於與人互動，並與團隊成員合作完成任務。 



第( 1 )

週 

- 

第( 5 )

週 

探
索
聲
音
、
進
入
笛
子
世
界 

自 ah-Ⅲ-1  

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觀

察到的現象。 

 

自 ai-Ⅲ-1  

透過科學探索了解現象發生的

原因或機制，滿足好奇心。 

 

社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

點，並與他人討論。 

 

物體震動 

發聲原理 

模仿聲音 

1. 利用科學知識理解日常生活中物體

的震動如何產生聲音。 

 

2. 透過科學探索了解笛子發聲的原

理，並滿足好奇心。 

 

3. 小組討論時，能聆聽他人意見，表

達自己觀察到的現象，並與他人討

論。 

1. 學生能簡單回答聲音震動原理。 

2. 學生能從討論中回答笛子發聲原理。 

3. 學生能分組完成上台分享的任務。 

4. 學生能說出直笛家族的名稱與特色。 

活動一、觀察生活中的聲音 

1.請學生分組討論(1)生活中有哪些聲音?(2)我們如何聽到聲音? 

2.小組上台分享並示範如何發出聲音。 

3.教師歸納:聲音是由物體振動或震動產生的壓力波，這些壓力波通

過空氣或其他介質傳播，進入我們的耳朵。 

活動二、笛子如何發出聲音 

1.請學生觀察笛子的構造:笛頭、笛身、笛尾。 

2.請學生分組討論(1)笛子能發出聲音的關鍵(2)哪些樂器的發聲原

理與直笛相同。 

3.各組上台分享討論結果。 

3.教師總結:笛子是一種吹奏樂器，其發聲原理基於氣體振動和共鳴

原理。在吹奏時，將氣流通過笛子的吹口，進入笛子的管道後振動，

從而產生聲音。 

4.教師介紹其他類似笛子發聲原理的樂器，例如：哨子。 

活動三、用笛子模仿聲音 

1.教師請學生將笛頭取下並對它吹氣，觀察聲音的變化。 

2.教師提問：聲音大小聲與高低音可能與什麼有關？ 

3.學生分組討論並發表：與氣流的大小或速度有關。 

4. 教師歸納:可以藉由調整氣流通過吹嘴的速度和壓力，從而控制

笛子的音高和音色，就可以發出類似消防車、小鳥等等生活中常聽

見的聲音。 

5.教師請學生分組練習吹奏笛頭，並將可以模仿的聲音找出來。 

6.各組上台吹奏，並請台下同學猜一猜是模仿什麼聲音。 

7.請學生票選出誰模仿的聲音最像，並全班表揚。 

活動四、如何吹出音高 

1.請學生觀察笛身並分組討論笛身為什麼有孔洞?作用為何? 

2.請學生在便利貼上寫下可能的原因，並張貼在黑板上。 

3.教師帶領全班一一檢視學生寫下的答案。 

4.教師歸納:演奏者可以使用指孔或按鍵等裝置來改變氣流進入管

道的長度，進而改變音高。 

5.教師請學生練習按不同的孔洞來發出不同的音高。 

6.學生發現當按下的孔洞越多，發出的聲音越低。 

活動五、直笛家族 

1.請學生觀察不同長度與粗細的笛子並聆聽它們所發出來的聲音。 

2.請學生討論這些直笛的音高與音色有什麼不同並寫在學習單上。 

3.分組上台報告。 

4.教師總結: 

(1)高音直笛，約 32公分，音色如如鳥鳴般清脆。 

(2)中音直笛，約 47公分，音色柔和、音域與人聲相近。 

(3)次中音直笛，約 64 公分，音色柔美略帶感傷。 

(4)低音直笛，約 96公分，音色低沉。 

高音直笛 

中音直笛 

次中音直笛 

低音直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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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製
笛
子-

吸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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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索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

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

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在。 

自 ah-Ⅲ-2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 

分生活週遭的問題。 

社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

點，並與他人討論。 

藝 2-Ⅲ-1 

能使用適當的音樂語彙，描 

述各類音樂作品及唱奏表 

現，以分享美感經驗。 

空氣柱 

空氣振動 

製作吸管笛 

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

探索吸管與空氣柱的關係，並理解

空氣振動產生聲音的原理。 

2. 透過觀察吸管與動手做的科學探究

活動來製作出不同音高的吸管笛。 

3. 小組討論時，能聆聽他人意見，表

達自己觀察到的現象，並與他人討

論。 

4. 能使用適當的音域辭彙，描述聽見

的樂器音色，並分享對音樂的感受

和體驗。 

1. 學生說出能讓吸管發出聲音的方法。 

2. 學生能利用吹氣讓吸管發出聲音。 

3. 學生能製作出不同音高的吸管笛。 

4. 學生能發現空氣柱的長短，決定聲音

的音高。 

5. 學生能欣賞多種以簧片發聲的木管

樂器並說出自己的感受和體驗。 

活動一、吸管可以發出什麼聲音? 

1.教師準備數支吸管給學生，並請學生思考如何讓吸管發出聲音。 

2.請學生觀察與操作，並在小組內進行討論。 

3.各組上台分享討論結果。 

4.教師歸納:可以用吸管敲打物品、手指頭彈敲吸管，或向它吹氣來

發出聲音。 

活動二、吸管笛 

1.教師請學生思考如何利用吹氣讓吸管發出聲音? 

2. 請學生觀察與操作，並在小組內進行討論。 

3.各組上台示範吹氣的方式。  

4.教師總結:向吸管吹氣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1) 用嘴唇輕輕含住

尖端處，用力吹氣，即可發出響亮的聲音。(2)將吸管抵住下嘴唇，

並將空氣向下吹，氣流會通過吸管的不同部位，產生不同的聲音。 

活動三、高低音的吸管笛 

1.教師請學生思考如何讓吸管笛的音高改變。 

2.學生進行討論後，動手製作。 

3.各組上台介紹製作的吸管笛，並吹奏給大家聽。 

3.學生聆聽並省思製作時遇到的困難，以及調整的方向。 

5.教師總結: 把吸管剪短或將吸管打洞，按住吸管上的小孔，都能

控制空氣柱的長短，因而決定了聲音的音調。當空氣柱越長、越粗，

發出的音調就會越低。當空氣柱越短、越細，發出的音調就會越高。 

活動四、透過簧片震動的樂器 

1.藉由影片引導學生認識和吸管笛一樣的發聲原理的樂器。 

(1)單簧管(2)雙簧管(3)薩克斯風(4)巴松管(5)英國管 

2.請學生聆聽後將其聽到的音色與感覺記錄在學習單上。 

3.請學生分組討論並上台分享。 

4.教師總結: 

(1)單簧管音域廣且音色多變，可以分成 3個聲區，最高的聲區激昂、

熱情；中間聲區清澈、響亮；最低聲區則富有磁性。 

(2)雙簧管尖銳、細緻的音色，類似鼻音的聲響十分獨特，經常被用

於表現田園風味。 

(3)慵懶、飽滿、濃厚是薩克斯風獨有的特色，主要被大量使用在爵

士樂中。 

(4)巴松管的音色較低沉，搭配豐富多彩的音調，給人幽默、逗趣的

感覺。 

粗細不同的吸管 

剪刀 

影片網址

https://www.stcc.ed

u.hk/~wyc/woodwinds

.htm 

5 



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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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自
製
笛
子-

排
笛 

自 tm-Ⅲ-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

程，探索自然界現象之間的關

係，建立簡單的概念模型，並

理解到有不同模型的存在。 

自 ah-Ⅲ-2 

透過科學探究活動解決一部 

分生活週遭的問題。 

藝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或

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美感。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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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笛 

音階 

調音器 

演奏 

1. 能經由提問、觀察及實驗等歷程，

探索吸管與空氣柱的關係，並理解

空氣振動產生聲音的原理。 

2. 透過調音器的使用找出吸管長度對

應的音階位置，並製作出吸管排笛。 

3. 能與同學合作規劃排笛演奏，並能

向大家說出音樂好聽的要素。 

4. 能透過吹奏排笛的方式，來表達自

己對音樂的欣賞與情感。 

1. 學生能用嘴巴吹氣進入吸管並發出

聲音。 

2. 學生能與他人一起觀察並設計實

驗，找出不同長度的吸管所對應的音

階。 

3. 學生能使用調音器。 

4. 學生能製作吸管排笛並演奏。 

活動一、吸管也能變成排笛? 

1.教師播放排笛的音樂。 

2.請學生思考(1)如何用粗吸管來製作有音階的排笛。(2)吸管與嘴

唇的角度要多少才能發出響亮的聲音。(3)吸管長度與音階對應的位

置。 

4.學生分組討論並進行實驗設計。 

5.上台分享實驗結果並歸納出吸管長度對應的音階位置，以及嘴發

與吸管的角度。 

5.教師總結(1)使用口徑一樣的吸管來製作排笛，在使用調音器後發

現，約 16 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Do，約 14.5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Re，

約 12 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Mi，約 11.5 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Fa，約

10 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So，約 8.7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La，約 7.6

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 Si，約 7.2 公分的吸管可以吹出高音 Do。(2)

嘴巴與吸管角度約在 10-20 度聲音最大，吸管距離約 0-2cm 最適合。 

活動二、我是小小吹笛手 

1.學生依照對應音階的位置找出來，使用剪刀將吸管調整至理想的

長度，並由長到短將粗吸管黏在一起，最後，依照個人美感裝飾。  

2.學生分組練習排笛的吹奏方式，並選定一首適合的歌曲上台演奏。 

3.師生共同聆聽排笛演奏並給予表演者回饋。 

https://today.line.

me/tw/v2/article/82

96vV 

吸管 

剪刀 

膠帶 

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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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 

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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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自 tr-Ⅲ-1 

能將自己及他人所觀察、記錄

的自然現象與習得的知識互相

連結，察覺彼此間的關係，並

提出自己的想法及知道與他人

的差異。 

自 ai-Ⅲ-2 

透過成功的科學探索經驗， 感

受自然科學學習的樂趣。 

社 3c-Ⅲ-1  

聆聽他人意見，表達自我觀

點，並與他人討論。 

 

風聲 

空氣振動原

理 

風笛 

 

1. 能從聽到的風聲與其他生活中發出

聲音原理的經驗連結，並察覺之間

的相互關係，並能提出自己對物理

現象的想法及知道自己與他人想法

的差異。 

2. 透過成功製作鄒族風笛，從中感受

自然科學學習的樂趣。 

3. 參與小組合作討論，聆聽與表達如

何讓風笛發出聲音。 

1. 能回答風聲產生的原理。 

2. 能運用原理動手製作鄒族風笛。 

3. 能從操作與討論中回答如何讓風笛

發出聲音以及如何讓聲音更響亮。 

4. 能安全的操作風笛。 

活動一、風聲怎麼產生的 

1.教師請學生觀看影片並提問颱風來時，強烈的風吹在窗戶時，會

聽到什麼樣的聲音。 

2.學生回答。 

3.教師說明當風吹到窗戶上時，會引起窗戶和周圍空氣之間的震

動，這種振動會以聲波的形式進入我們的耳朵。跟之前學習到空氣

振動產生聲音的原理一樣。 

4.請學生思考生活中還有哪些空氣振動產生聲音的例子。 

5.學生發表並練習用教室現場的器物發出聲音。 

6.教師總結(1)樂器演奏：各種樂器如吉他、鋼琴、小提琴等都是透

過物體振動產生聲音的。(2)人聲：人聲也是透過空氣振動產生的聲

音。當人類的聲帶震動時，會將空氣中的分子振動，進而產生聲音。

(3)總之，空氣振動產生聲音的原理可以應用於各種物理現象和日常

生活中。 

活動二、什麼是風笛 

1.邀請鄒族耆老向學生介紹風笛:「風笛」又稱為「竹製響片 

Euvuvu」，曾是鄒族的信號用具及祈雨法器，是由一片竹片綁在細

繩上所構成。 

2.鄒族耆老示範風笛的操作方式。 

3.請學生練習讓風笛發出聲音。 

4.教師提問: 風笛是如何發出聲音的。 

5.學生分組討論。 

6.教師歸納:風笛在轉動的過程中，響片會不斷的繞繩子自轉而拍打

空氣產生聲音，這是風笛發出聲音最主要的來源。 

活動三、動手做風笛 

1.鄒族耆老將不同長度的棉繩、不同大小的竹片和竹子發下。 

2.學生動手將竹片用棉繩綁在竹子上。 

3.學生練習操作風笛並使之發出聲音。 

活動四、誰的最響亮 

1.教師請學生思考(1)要如何讓風笛持續發出聲音。(2)如何讓風笛

發出的聲音更響亮。 

2.請每位學生上台示範如何讓風笛發出響亮的聲音，並請學生將所

觀察的原因說出來。 

3.教師歸納(1)風笛在轉動的過程中，響片會不斷的繞繩子自轉而拍

打空氣產生聲音，這是風笛發出聲音最主要的來源。(2)由於繩子扭

力大小及方向改變，使得風笛的響度大小、音調高低也有所變化。 

4.教師請學生重新調整風笛的棉繩長度或響片的大小來改變聲音大

小。 

5.請學生票選最成功的作品並做公開表揚。 

 

 

 

 

 

 

 

 

 

 

 

 

 

 

 

鄒族風笛 

 

 

 

 

 

 

 

 

 

棉繩 

竹片或冰棒棍 

竹子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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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課程

回顧 

國 1-Ⅲ-1 

能夠聆聽他人的發言，並簡要

記錄。 

國 2-Ⅲ-3  

靈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巧，豐

富表達內容。 

自評表 

檢核表 

1. 能夠聆聽同學的學習心得，並在檢

核表上簡要紀錄。 

2. 能靈活運用詞句和說話技巧表達這

個學期的學習心得，並寫在自評表

上。 

1. 學生能專心觀看這學期上課與作品

的照片。 

2. 學生能在自評表欄位上填入適當的

分數與學習心得。 

3. 學生能上台分享這學期學習心得。 

4. 學生能認真聆聽，並在他評檢核表上

記錄同學的得分。 

活動一、期末回顧 

1.教師帶領學生回顧上課照片與作品。 

2.請學生針對自評表上的項目逐一評分，並寫下心得。(自評) 

3.請學生上台分享這學期的學習心得。 

4.請台下聆聽的學生針對報告內容針對檢核項目評分。(他評) 

自評表 

檢核表 

1 

教材來源     ⼞選用教材 (            )               ■自編教材(請按單元條列敘明於教學資源中) 

本主題是否融

入資訊科技教

學內容 

■無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有 融入資訊科技教學內容 共(      )節 (以連結資訊科技議題為主) 

特教需求學生

課程調整 

 

※身心障礙類學生: ⼞無 ■有-學習障礙( 1)人 (1/人數)  

※資賦優異學生: ■無 □有  

※課程調整建議(特教老師填寫)：  

1.學習內容  

難度無調整，但學生識字量較低，文本提供有聲檔案。  

2.學習歷程  

(1)適時提問學生，拉回學生專注力，並給予提示，鼓勵學生回答問題。  

(2)學生識字量極低，上課盡量提供有聲教材學習，板書視情況讓學生覆述。  

(3)操作性活動，提供圖片、有注音的文字協助學生理解。  

(4)以多感官的學習管道進行學習。  

3.學習環境  

(1)學習環境單純結構化，室內座位避免靠近窗戶，減少學生分心。  

(2)上課或練習的時候，若文字量太多，建議有同儕協助報讀一起完成。  

(3)合作性的活動，鼓勵友善同儕協助、參與，並賦予學生可完成的任務。  

4.學習評量  

(1)多元評量：口頭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觀察等不同方式。  

(2)作業或練習卷，有大量文字，若有電子檔(除圖片外)，提供學生使用電腦報讀作答。 

特教老師姓名：郭閎君 

普教老師姓名：林郁瑄 

填表說明: 

(1)依照年級或班群填寫。 

(2)分成上下學期，每個課程主題填寫一份，例如: 一年級校訂課程每週 3節，共開社區文化課程 1 節、社團 1節、世界好好玩 1節三種課程，每種課程寫一份，共須填寫 3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