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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學演示競賽教學活動設計 

師資生組<第三名> 

 國小身心障礙教育特殊領域教學設計-跟著音樂咚吱咚吱-節奏遊戲 

楊智宇、郭欣怡、吳念穎 

壹、設計理念 

一、音樂治療 

    音樂治療的目標，包含以下 1.改善社會與情緒性行為 2.改善動作能力 3.改善溝

通能力 4.促進眼神接觸。透過音樂律動，讓學生達到放鬆抒壓，以改善其退縮內向的

行為音樂能增加活動輸出量、減少運自覺表值及調整情緒狀態 (林如瀚、陳志展 林如

瀚、陳志展,民 101)。透過系統化的音樂活動，可建立語言與非語言的溝通管道，使

學生在教學情境中增進其社會適應能力。期能藉由上述的多元音樂教學活動，幫助特

教班學生增加自信心、成就感、學習動機及主動性，以提升其多項社會適應能力。 

 

二、學生能力 

  一般而言，國小特教班學生的年齡多介於六歲至十二歲之間，雖然其心智年齡較

一般同儕為弱，常伴隨出現情緒困擾、適應不良之情況，但其在音樂學習的特質上，

並不遜於一般同儕的表現（黃榮真，1994）。再加上音樂可以吸引學生注意，並且成為

人與人之間溝通互動的橋樑，因此可以設計一系列的音樂活動來延伸學習內容。 

  此班級中學生大多數為智能障礙的學生，大都有口語能力，且行動能力佳，在人

際互動上面有足夠的發展潛力，想要透過團體的音樂活動來製造同儕互動的情境，希

望藉此能增進人際互動的技巧。 

 

三、實用性： 

(一)肌肉發展： 

  音樂能增加活動輸出量、減少疲憊感，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達成所設定的活動量，

並且可以減少學生因肌肉張力而產生的疼痛感。 

(二)社會互動： 

  從學者長期多年實徵性的研究中（黃榮真，1994；黃榮真、陳孟群，2005a，2005b），

他們參與音樂活動後，意外地發現其在感情上與音樂能力方面，並不遜於相同年齡者。

音樂可作為非語言的最佳溝通工具（黃榮真，1994） 

(三)使用廣度： 

  1.可跨情境運用於學生生活中：因現代科技進步，教材取得便利，大部分的家庭

都能接觸電腦影音設備，因此能較容易取得課程中的音樂；在實體素材方面，能簡單

使用筷子或生活周遭的棍子便能輕易與家人或朋友互動，例如：和家人、朋友玩節奏

遊戲。 

  2.跨領域：學生可在音樂情境中，音樂可讓學生在愉悅的情境中，放鬆自我的防

衛機制，運用肢體動作、手勢、表情、聲音、樂器、唱歌、各種音樂活動等多樣化的

方式，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意念與想法（黃榮真，2008，2010；黃榮真、邱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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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所以音樂教學活動對國小特教班學生而言，扮演著重要學習媒介，同時能開展

特殊學生多元化潛能（黃榮真，2006a，2008）。 

 

 

貳、教學分析 

一、學生能力分析 

  本班有上課的學生共有六人，依據指令理解、社會互動、口語能力、注意力、對

於音樂的反應能力、上臂活動能力，共六項分析他們的能力狀況， 

 優弱勢能力分析 

小仕 

• 能聽懂簡單指令，較複雜的指令需要配合較多的口頭提示或肢體提示，

大多都願意聽從教師的指令。 

• 喜歡主動與他人互動，例如：遊戲、給予同儕協助也會輪流等待。 

• 有口語表達能力，但說話時語音不清楚且有時說話語速會過快，能用較

長的簡單句做表達。 

• 會參與課堂活動，但容易被外界的事物干擾而分心，需老師多番提醒才

會將注意力拉回課堂上，注意力約 5分鐘。 

• 能說出常見樂器的名稱，會跟著旋律擺動身體、會主動開口唱歌。 

小婕 

• 能聽懂簡單指令，較複雜的指令需要配合較多的口頭提示或肢體提示，

大多都願意聽從教師的指令。 

• 會與他人互動，但主動性相對小仕低，會與同儕遊戲、給予協助並輪流

等待。 

• 有口語表達能力，說話時音量較小、沒有自信，大多用簡單劇表達。 

• 會參與課堂活動，對於超乎自己能力的認知課程比較容易分心 ，需老

師口頭提醒，注意力約 10分鐘。 

• 會隨著旋律擺動身體，經鼓勵會願意開口唱歌。 

小豪 

• 能聽懂簡單指令，較複雜的指令需要配合較多的口頭提示或肢體提示，

有時會不願意聽從教師的指令。 

• 需他人鼓勵才會嘗試與他人互動，會看同儕遊戲，但缺發主動加入的社

交技巧，但會輪流等待。 

• 有口語表達能力，說話時音量較小，大多用簡單句表達。 

• 會參與課堂活動，若老師沒有適時將焦點放在其身上就會分心，當分心

時就較難以將注意力拉回課堂上，其注意力可以維持 5至 10分鐘。 

• 會隨著旋律擺動身體，經鼓勵會願意開口唱歌。 

• 手臂肌肉張力較大，難以將手臂伸直；肌肉協調能力上大多只會運用右

側的手臂完成活動。 

小容 

• 能聽懂簡單指令，較複雜的指令需要配合較多的口頭提示或肢體提示，

但大多時候不願意聽從老師的指令，例如：坐好、回答問題，特別是在

心情不佳的時候會忽略老師給予的指令。 

• 會主動與他人互動，與同儕遊戲，但缺乏維持遊戲的技巧，需經提示才

會輪流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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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口語能力，大多用簡單句表達，有時語速過快，字詞連在一起，會令

人聽不懂。 

• 需要有教師在旁給予提示以及適當的立即性增強才會願意參與課堂活

動，會希望教師給予自己大量的關注才會積極操作課堂活動。 

• 對於有興趣的活動其注意力可以維持 10分鐘以上。 

• 對發出聲音的樂器感到好奇、且想要觸碰。 

小翔 

• 聽懂簡單指令，但須老師多次重覆指令才會將注意力轉移至教師身上，

並執行指令。 

• 不主動與他人互動，眼神會左右飄移，但會模仿教師動作；同儕主動與

他互動時，也需多次重複相同的動作或表達才會有所反應。 

• 會發出聲音，無口語表達能力，表達需求時大多使用指示或者發出「啊

啊啊」或「妹妹妹」的聲音，有時會抓著他人的手指出他想要的物品或

需求。 

• 對有興趣的活動其注意力可維持五分鐘左右，需教師事實的口頭提醒或

肢體觸碰才會繼續維持注意力。 

• 聽到音樂會將眼神轉移或尋找音源處並聆聽音樂。 

小昕 

• 能聽懂指令，也能達成日常生活常用的指令，例如：坐下、站起來。但

較難去達成敲打、拍別人的手掌的指令，須老師以動作示範配合口頭提

示才能完成。 

• 下課時都一個人玩耍，但會在旁笑著看別人互動，會主動與老師說話。 

• 大多時間都只和老師講話，會說：「為什麼今天要來？」的句子，很少

用主詞或代名詞，也比較少回答問題，若有回答的內容自述大概 5個字

以下。 

• 從能遵循簡單指令中可知道有注意聽老師說話，但眼神無神，有時因藥

效發作會嗜睡。 

• 對音樂幾乎沒有反應，不會跟著音樂動，需要老師肢體協助配合動作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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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概念架構圖與教材分析 

  

 

 

 

 

 

 

 

 

 

 

 

 

 

 

 

 

 

 

三、教學方法分析 

(一)多層次教學： 

1.依照學生能力使用不同提示方法，包含：肢體提示、動作示範、口頭提示。 

2.教學課程動作難易度由簡而繁，從單一的連續動作到由兩個元素組成的連續動

作；音樂也從旋律簡單到複雜且速度較快的節奏。 

(二)過度學習： 

1.針對手臂伸展有困難的學生，一開始設計向前擊掌的動作，接著向兩側伸展擊

掌，最後手臂連續上舉動作，由簡到難，重複練習手臂伸展動作。 

2.合作學習方面，從一開始自由選擇擊掌人選，到後來需與老師指定的人選完成

指定任務。 

(三)多感官教學： 

1.視覺：大量的肢體示範，讓學生從觀察中模仿學習動作。 

2.聽覺：讓學生能透過音樂節奏的提示，完成打拍子的任務。 

3.觸覺：透過擊掌與拍打節奏，願意與他人進行互動。 

(四)直接教學： 

1.教師直接示範動作，和從活動中矯正錯誤動作、錯誤的觀念，如：一開始的活

動不想與別人分享時，教師就使用口頭提示或肢體協助帶著學生與該生較熟稔

的同儕作互動，相同活動進行第二次時再作觀察，並適時給予協助。 

2.每項活動內容不同，但活動與活動之間的概念以及元素相連接，且每項活動不

超過十至十五分鐘，避免學生注意力分散。 

3.每項活動開始有練習以及教師示範，活動的小段落依照學生反應給予回饋。 

跟著音樂咚吱咚吱─節奏遊戲 

相關領域 教學活動 活動設計原則 教學方法 評量 

藝術與 

人文 
特殊需求 融合議題 

音樂 

社會 

技巧 

動作 

機能 

性別 

平等 

生涯 

發展 

哈囉歌 

海綿寶寶

狂想曲 

有你真好 

動力 

敲敲樂 

考慮部分

參與 

符合真實

情境 

連結學生

就經驗 

適時指導 

完整學習 

多層次

教學 

過度學

習原則 

多感官

教學 

直接教學 

觀察 

評量 

操作 

評量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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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學活動設計 

【國小階段格式】 

單元名稱 跟著音樂咚吱咚吱─節奏遊戲 適用年級 二年級 

教學時間 40分鐘 教材版本 自編 

設 計 者 楊智宇、郭欣怡、吳念穎 

教學準備 

歌曲： 

自編哈囉歌 

剪輯後的左左右右 Bar Bar Bar 

剪輯後海綿寶寶 

純音樂的大手拉小手 

教具： 

課程表 

造型棒子 

便條貼(標註別人姓名) 

設備： 

筆電、音響 

IEP 相關

學期目標 

【綜合活動經調整後目標】 

1-1-1-2 能透過活動表達自己的感覺或想法 

【特殊需求領域－動作機能訓練】 

1-2-1-1 能完全主動做出手腳的肢體動作至其完全之角度 

對應課程

綱要之能

力指標 

各領域之能力指標 融入議題及其能力指標 

【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 

調整後能力指標： 

3-1-9-1 能參與同學相互合作的簡易藝

術活動。 

 

【特殊需求領域─社交、動作機能訓練

能力指標】 

2-1-2-7 能在團體中遵守基本規範 

 

1-2-1-1 能完全主動做出手腳的肢體動

作至其完全之角度 

【性別平等教育】 

2-1-3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感受，不受性

別的限制。 

 

【生涯教育議題能力指標】 

2-1-1 培養互助合作的生活態度。 

學習目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能在歌曲中與他人共同打拍子。 

2.能遵守課堂規則。 

3.能做出手臂的指定動作。 

 

1-1在聽到音樂後能主動做出反應，如:

搖擺身體、拍手、拍腿。(玟、家、

翔) 

1-2能在老師的動作示範下跟著音樂節

奏打拍子。(睿、豪) 

1-3 能主動跟著音樂節奏打拍子。(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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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能在老師肢體協助下與旁邊的人拍

手。(玟、家、翔) 

1-5能在老師動作示範下與旁邊的人拍

手。(豪) 

1-6 能在老師口頭提示下與旁邊的人拍

手。(仕、睿) 

2-1 能持續坐在位子上，老師所指定的

任務完成。(家、翔) 

2-2 能依照遊戲規則，站立或坐下。(全) 

3-1 能主動完成連續 2次手臂上舉動

作。(豪) 

具體目

標編號 
教學內容 時間 

評量 

方式 
教材教具 

 

 

1-1 

 

 

2-2 

【第一節課】 

一、引起動機 

(一)哈囉歌 

1.播放哈囉歌，帶著學生唱。 

2.說明哈囉歌的遊戲規則，一邊說明一邊與偕同

教師示範動作。 

在椅子圍起來的範圍內，邊走邊唱，唱到「哈囉」

時，需要找一位同學擊掌，每個人都要擊到掌。

解說完畢後詢問學生：「聽到哈囉的時候要做什麼

動作？點學生回答，並問他會想跟誰拍手，請他

走過去和同學拍手。 

＊提醒學生只能擊掌，不能打其他地方。 

3.活動開始：教師在後方以肢體協助的方式引導

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生與他人擊掌。 

4.問學生：「你們剛剛有跟誰擊到掌？誰跟最多人

擊掌呢？口頭獎勵表現好的學生，鼓勵課程參與

度較少的學生來參與課程。 

7分鐘 

 

 

 

操作

評量 

 

觀察

評量 

 

 

課程表 

自編哈囉歌 

筆電、音響 

 

 

 

 

 

 

 

 

1-5 

 

1-4 

 

1-2 

 

 

1-3 

 

 

二、發展活動 

請學生坐在木椅上，圍一個圈。 

(一) 海綿寶寶狂響曲 

1.一邊說明規則一邊與偕同教師示範動作，帶著

學生練習。 

(1)第一次音樂時，兩手在胸前跟著旋律拍手。 

(2)第二次音樂播放時，當聽到「海綿寶寶」一

詞時需換成與兩側的同學拍手，活動開始前要

詢問學生：「當說聽海綿寶寶時你要跟誰拍

手？」。 

2.讚揚表現好的學生，讓全班同學為他鼓掌。 

 

6分鐘 

 

 

操作

評量 

操作

評量 

操作

評量 

 

操作

評量 

 

 

剪輯後海綿寶寶 

筆電、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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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1 

操作

評量 

 

觀察

評量 

 

1-3 

 

 

2-1 

 

 

 

3-1 

 

1-1 

 

1-2 

（二）動感敲敲樂 

1. 簡易說明規則： 

(1)聽著音樂節奏與依照老師動作兩手先敲自

己的大腿，當老師說換邊時，換成敲旁邊同學

的大腿。 

＊敲打大腿時要輕輕敲。 

＊教師換邊的依據為視學生表現狀況更改換

次數。 

(2)當聽到 jumping Ya的時候兩手往上高舉，

伸直。 

＊鼓勵學生盡量舉直。 

2. 發下棒子：請社交能力較弱的學生幫忙發棍

子。 

3. 活動開始。 

15分

鐘 

 

操作

評量 

 

觀察

評量 

 

 

操作

評量 

操作

評量 

操作

評量 

造型棒子 

剪輯後的左左右

右 Bar Bar Bar 

筆電、音響 

 三、綜合活動 

有你真好 

(一)回顧今日課程：帶學生看著課程表回想今

日做了哪些活動，請學生做動作。例如： 

教師問：「哈囉歌時我們做了什麼動作？請做出

動作。」 

(二)發下愛心便條紙，請學生將便條紙貼在最

喜歡的人手上(配合大手拉小手的背景音樂) 。 

 ＊鼓勵一直坐在椅子上的學生到同學身旁貼

便條紙，若學生能主動將便條紙貼在同學手臂

上，則應立即給予社會增強。 

(三)詢問已經貼好便條紙的學生為什麼最喜歡

他，引導：他會幫忙你什麼事情嗎？ 

(四)教師總結今日課程。 

12分

鐘 

 

觀察

評量 

 

便條貼(標註別人

姓名) 

純音樂的大手拉

小手 

筆電、音響 

課程表 

 

 【第一節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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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評量 

具體目標 評量方式與標準 

1-1在聽到音樂後能主動做出反應，如:搖   

    擺身體、拍手、拍腿。(玟、家、翔) 

操作評量：在一首歌的時間內，能出現 一

次以上的主動反應，並維持 10秒以上。 

1-2能在老師的動作示範下跟著音樂節奏

打拍子。(睿、豪) 

1.操作評量：在老師的動作示範下，4遍

歌曲循環中能拍手完成海綿寶寶的節奏

至少達 3次。 

2.操作評量：在老師的動作示範下，3遍

歌曲循環中能用棍子敲打完成 bar bar 

bar的節奏至少達 2次。 

1-3 能主動跟著音樂節奏打拍子。(仕) 1.操作評量：能依口頭提示，完成每一首

歌曲的節奏。 

2.操作評量：在一首歌的時間內，不須老

師提示下能主動完成整首歌的節奏。 

1-4 能在老師肢體協助下與旁邊的人拍

手。(玟、家、翔) 

操作評量：在海綿寶寶歌曲中，經老師肢

體協助下能與旁邊的人拍手達 3次以上。 

1-5能在老師動作示範下與旁邊的人拍

手。(豪) 

操作評量：在海綿寶寶歌曲中，經老師動

作示範下能與旁邊的人拍手達 3次以上。 

1-6 能在老師口頭提示下與旁邊的人拍

手。(仕、睿) 

操作評量：在海綿寶寶歌曲中，經老師口

頭提示下能與旁邊的人拍手達 5次以上。 

2-1 能持續坐在位子上，老師所指定的任

務完成。(家、翔) 

觀察評量：能坐在位子上持續至少 10分

鐘。 

2-2 能依照遊戲規則，站立或坐下。(全) 觀察評量：能在老師下第一次指令後，確

實完成動作。 

3-1 能主動完成連續 2次手臂上舉動作。

(豪) 

操作評量：能主動完成連續 2次手臂上舉

動作。 

 

伍、教學說明（含特色）與注意事項 

(一)說明與特色： 

1.本課程由音樂從頭貫穿，讓學生在音樂的氛圍中練習社交與手臂肌肉的能力。 

2.課程音樂挑選符合學生就經驗，且在設計課程前有測試學生對音樂的反應，並從中

挑選學生較有興趣且熟悉的音樂。 

3.藉由本課程四項活動，增加學生間的互動，由比較被動式互動，慢慢轉為主動社交。 

4.自編符合學生能力的哈囉歌，做為課程的暖身活動，聚焦學生的注意力。 

5.運用造型棒子，吸引學生興趣，並能藉此與學生互動，例如：由敲自己的大腿到敲

同學的大腿。 

6.由於本班有腦麻生，因此設計一系列且由易而難的手臂肌肉運動，由簡單的往前拍

手到兩手同時往左右拍，最後連續由下往上高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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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後設計「有你真好」的活動，藉由貼便利貼的動作，讓學生試著以主動或半主動

的方式與人互動，也作為評量前三種課程活動在學生社交互動上的成效，例如：是

否主動在同學手臂上貼便利貼，還是需要老師肢體或口頭提示。 

(二)注意事項： 

1.哈囉歌活動開始到結束的過程中，須鼓勵學生盡量走動，也需注意學生是否有推擠

動作。 

2.海綿寶寶狂響曲時，須提醒學生要拍到別人的手掌，不能打到別人的頭。 

3.動感敲敲樂的活動前，請學生要輕輕敲同學的大腿。 

4.動感敲敲樂的換邊頻率與時機，教師可依據學生表現狀況更改換次數。 

5.在手往上舉的動作時，鼓勵學生盡量舉直。 

 

陸、教學相關教材： 

 

 

課程活動表 造型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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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學演示競賽授權暨承諾書 

教案名稱：（                                              ） 

本人         、         、         、         設計之教案參加教育部委

託國立嘉義大學辦理「103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案演示競賽活動」，經評審入選後，

其著作財產權為中心及教育部所擁有。同意可將該項教材、教案等予以重製、公開發表或發行，

並應註明該教材、教案等為本人著作之旨。並於著作權宣導之範圍內（非營利之目的），將前項

教學設計案等予以編輯或重製後，不限時間、地點、次數公開播送做為教育推廣之用。 

有關本人參加教育部委託國立嘉義大學辦理「103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特殊教育教案演示

競賽活動」甄選活動，願意承諾事項如下： 

一、該教學資源內容(含教材、教案、學習單、素材、媒體等)確實由本人自行創作，且無侵害

他人著作權及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二、日後如有任何侵權之糾紛，本人願意出面處理並自負法律責任，與教育部無涉。如因此致

教育部有損害者，本人願負賠償之責。 

三、如有侵害著作權等相關法規經法院判決確定者，本人願意繳回所有原發之獎勵及稿費等。 

  此致 

教育部 

國立嘉義大學 

作者一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作者二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作者三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作者四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