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成果記錄 

 

  學校 台北市日新國小  台中四維國小 

成果發表

形式 

 網站過程記錄 

http://blog.roodo.com/petitelivre 

計劃中的每一個階段，用文字/照片/影片等方式

別記錄於部落格。有完整的教學歷程和教案分

享。部落格資料目前陸續更新中。 

 

 小小說書人 

[時間]2015 年 6 月 

[地點]日新國小  

[形式]校內成果展 

日新國小搭配校內小小說書人活動，利用上學

期的學習經驗，這學期完成自己的故事與道具

創作。透過邀請卡邀請校內低年級或是幼稚園

的小朋友，來聽自己或是小組的故事發表。 

 
 

 
 

http://blog.roodo.com/petitelivre


 
 

 
 

 
 

[時間]2015 年四月 

[地點]四維國小  

[形式]校外寫作靜態展 

 



 

 

 
 

[時間]2015 年六月 

[地點]四維國小  

[形式]校內每展暨小小說書人發表會 

 
 

 
 



 
 

 
 

 展覽 

[時間]2015 年 7 月 

[地點]寶藏巖 5254 空間 

[形式]學習過程記錄展 

孩子的每個階段的學習，都有書面（學習單）和

課內小發表（錄影）的完整記錄。其創造力的展

現，可以透過這些紀錄去看見他們的成長。這

些資料的呈現，可讓孩子藉著的歷程回顧，再

次學習檢視與家長分享自己的學習。 

 

 

 



 

 

 

 

 

 

 

 



 

 

 

 

 

 

 

 



小本書工作室計劃成效記錄           2014.藝教於樂專案 

 

專案名稱 2014 國藝會藝教於樂『一起故事吧！』 階段 聽故事＿聲音 

執行單位 

授課老師 

小本書工作室 參與學

校 

臺北日新國小 

丁麗萍老師 台中四維國小 

課程設計 如附件（一）（二） 

課程記錄 

 

 

聲音，是生活/命中很細緻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聽得到，也都聽不到。細緻，需要被

引導去感受與察覺的。 

我們讓將教室空出來，孩子圍成一個圈，背

朝圓心，如果願意，他也可以趴在桌上。大

部份的孩子很樂意趴下來小歇一會兒。 

課程規劃裡，體驗聲音與聲感創作是我們的

目標。在上完兩堂課後，發現孩子都很好奇

如何製造出剛才聽到的聲音。每一個人都會

主動去拿桌上的東西，想放到耳邊搖一搖或

敲一敲，企圖發出聲響。於是，我們決定，

把『觸覺』這件事也加入課程中。 

孩子可以主動尋找自己喜歡的物件，自己先

是在耳邊聽聽，有了自己的經驗後，再替同

學做聲音按摩。 

 

 

實施成效 

與 

綜合檢討 

 增加孩子聲音的經驗與觸覺的經驗 

孩子對於聲音和觸覺的經驗是少的。他們很習

慣透過視覺/文字來理解事物，面對聲音在耳邊

的低喃，又被要求不能抬頭張望，他們充滿了

好奇想自己試試看。與學校老師討論過，也將

觸覺的體驗放入課程內，讓孩子互相做聲音按

摩。 

 學習溫柔的對待同學 

相互聲音按摩的過程中，需要孩子先在自己耳

邊試試看聲音的大小，再去替同學服務。當然

他們不會做的太好，因為都太開心於用手上的

物品製造聲音這件事。於是，我們在活動節結

束後，問了一個問題：你們喜歡老師做的按摩

還是同學做的按摩？利用這個問題作了小討

論，讓孩子透過討論去找出其中的差異性。 

 聲感創作＿面對沒有正確答案的害怕 

透過耳邊聲音的聯想或是感覺，畫出自己的線

條或是圖案。這是個讓孩子害怕的創作，因為

這張畫沒有正確答案，只有你自己的感覺。這

樣的學習經驗對他們來說是很少的，尤其越高

年級更會表現他們的無所適從，或是想要一個

 

 

 

日
新
國
小 

四
維
國
小 



明確的方向，安全地進行這項遊戲。我們向他

們說：這沒有正確答案，只是鼓勵你們去表達

自己。能跨過這個沒有正確答案的課程，接下

來的每一堂課才能自由的發揮。 

 
 

 

 

 

小本書工作室計劃成效記錄           2014.藝教於樂專案 

 

專案名稱 2014 國藝會藝教於樂『一起故事吧！』 階段 聽故事＿影子 

執行單位 

授課老師 

小本書工作室 
參與學校 

臺北日新國小 

薛美華老師 台中四維國小 

課程設計 如附件（三） 

課程記錄 

 

 

影子是活的。 

一張簡單的剪紙，即可做出影偶。 

圓的紙張，圓形的影子。很簡單，過程卻充滿

趣味，因為影子是活的。透過皮影戲的認識，

孩子發現光的穿透能來創作，他們樂的一直討

論不停。 

 

 

每一班分成 6 組，每一組一個桶子。 

桶子裡有一隻手電筒和三張紙條，一張紙條一

個問題。 

1. 影子怎麼出現的？ 

2. 如何讓影子忽大忽小？ 

3. 請做出有笑臉的影子和月亮？ 

10分鐘的時間，請作答，並上台示範給大家看

你們的答案。 

實施成效 

與 

綜合檢討 

 教學重點呈現方式改變 

影子的發現與觀察為這堂課的讓孩子體驗的重點發現。在日新從表演藝術的角度切入，從認

識皮影開始體會光影的有趣；在四維則增強孩子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解決問題中去發現

光影的變化。 

 

 學生與學校老師的反應 

對於單純的認識光影，主動地解決老師丟出的問題，更引起孩子的興趣，也能透過討論找到

答案，並增強對光影的應用。有助於下一堂課孩子在表演時的操作。 

對於將表演藝術的課程設計成『解決問題』的方式來認識媒材，學校老師持以正面的態度，鼓勵

學生利用身邊的物品找出答案，不會因老師的單向教學，讓學生對於媒材的想像被侷限了。 

 

 

 

日
新
國
小 
四
維
國
小 



                    小本書工作室計劃成效記錄           2014.藝教於樂專案 

 

專案名稱 2014 國藝會藝教於樂『一起故事吧！』 階段 聽故事＿影子小劇場 

執行單位 

授課老師 

小本書工作室 參與學

校 

臺北日新國小 

林欣誼 林欣瑩老師 台中四維國小 

課程設計 如附件（四） 

課程記錄 

 

 

這個部分只有 80 分鐘。一節準備，一節上

台表演。而我們事先沒告訴孩子今天要玩些

什麼。 

我們簡單的做了個引導：傑克與魔豆的 2 分

鐘小演出。把講台佈置成一個材料 buffet

檯，讓孩子自己來選擇想要的材料。 

還發下一張學習單，分組討論完成學習單，

他們開始自己的第一次表演課。 

 

 

聽級任老師說，語文表達和文字感受是他們

不斷在練習的。所以我們決定加入一點難度

在這堂課中。我們準備兩個桶子，一個桶子

裡裝滿的名詞的紙條；另一個則是形容詞。

一組分別抽兩張紙條。所組合出的文字，並

不是題目，而是故事中所傳遞的情緒。 

實施成效 

與 

綜合檢討 

 學習單的有效運用，將時間留給孩子 

孩子只有 40 分鐘的時間準備故事並完成道具，

學習單的運用能有效地幫助孩子做組織性的思

考與分工。老師也不需一直在旁提醒講解，而是

將時間全留給孩子發揮創意。 

 

 故事主題的選擇方向 

在日新國小參與計劃的學生為高年級，讓故事的

編寫採自由的方式發展。故事完整度以六年級的

學生發展較佳。 

在四維是屬中年級學生參與計劃。和學校老師討

論過，因為時間短暫，為了降低學生的焦慮感，

決定讓四年級使用抽四組名詞的方式來進行聯

想，以發展他們的影子小劇場；五年級則增加難

度，進行名詞與形容詞的聯想，來發展故事內

容。 

 媒材運用的差異性 

因為兩校在前一主題『影子』教學方式的差異

性，兩校學生呈現的表演略有不同。 

日新學生喜歡用紙張和玻璃紙來製作機關，並

利用玻璃紙的特性製作了字幕，是很有創意的

表現。四維學生在影子的呈現則有較多的發

展，影子劇場中除了使用紙張之外，外加入手

影，也能使用身邊的文具來製作剪影。 

 

 

   

 

日
新
國
小 

四
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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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本書工作室計劃成效記錄           2014.藝教於樂專案 

 

專案名稱 2014 國藝會藝教於樂『一起故事吧！』 階段 說故事＿大演奏家 

執行單位 

授課老師 

小本書工作室 
參與學校 

臺北日新國小 

林欣誼 林欣瑩老師 台中四維國小 

課程設計 附件（五）（六）（七） 

課程記錄 

 

 

能不能用身邊的東西做聲音的創作呢？ 

寶特瓶，鐵桶，紙杯，紙捲。 

這些東西如何發出聲音呢？ 

我們讓學生上來自己示範，但中間有個小小的規

則，已經使用過的方法，後面上來示範的同學就

不能再使用了。每個同學都要努力的想：不同的

發聲方式。有的人用敲的，有的人用手捶，有的

用彈指深功。尋找聲音的可能性，其實我們在第

一週就有讓同學體驗過。在這一週，同樣性質的

問題又再丟出一次。 

在看完水桶和身體節奏的影片後，我們公佈這週

的題目：請選擇一首歌，邊唱邊增加節奏。 

 

 

桌上擺了紙杯，鐵桶，寶特瓶，和我們用紙管自製

的一個變聲樂器。我們依序問了三個問題： 

問題一：如何將紙杯或鐵桶發出聲音？ 

問題二：如何用這些東西發出『愛的鼓勵』的節奏

呢？ 

問題三：如何利用人的身體發出聲音呢？ 

看完影片後，再使用很簡單的表格來幫助孩子記錄

自己的聲音和節奏，邀請全班來練一段節奏。 

實施成效 

與 

綜合檢討 

 課程目標的改變 

在日新進行大演奏家課程時，課程目標

是孩子替一首自己耳熟能詳歌曲，邊唱

邊敲打出節奏。然而因生活經驗的不足，

再加上學校沒有美術作業的風氣，學生

沒有在美術課上自主性學習的經驗，只

有少部分的孩子願意額外花時間投入這

個活動的準備。有鑒於此，加上四維的參

與年級為中年級，我們增加新的學習單

使用，幫助孩子記錄自己的節奏，課程目

標變更為：請小組編寫一個 4個八拍的節

奏，使用生活邊的物品完成演奏。 

 

 新學習單使用成效 

簡易的節奏表格可以幫助孩子記錄自己

  

   

日
新
國
小 

四
維
國
小 



創作的節奏，也增加加分題讓孩子做個

人的創作。有了學習單的幫忙，孩子可以

輕鬆練習，也會主動去製作或是尋找其

他的發聲裝置。 

 

 孩子學習意願與習慣 

在日新國小在美術課進行的習慣是，利用

學校的公基金準備好全部的材料，這樣可

確保老師能順利進行課程。因為學生不用

另外再準備屬於自己的工具或材料，孩子

在這部分的責任養成，相對四維國小的孩

子是比較弱的。少了自己去找尋材料的樂

趣，也削減了對課程的期待，因此課程進

行時就必須花更多的時間去引導。 

 

 專案目標的分歧點 

藝教於樂專案目標在啟發孩子的創造力

與想像力，課程設計方向也朝此目標去

規劃。因為區域性與計劃參與年級的差

異，在台中的執行成效與學生發展的方

向是比較如預期中的；臺北的課程進行，

在此階段已經出現很多孩子情緒的狀

況，因為每次的活動均採小組討論與發

表，摩擦與溝通成為美術課裡最常出現

的事情。在台北的孩子其自主意識相對

於其他城市孩子來的高，因為同儕間的

言語也害羞/害怕呈現自己。在與學校老

師討論過，我們認同磨合、爭吵與學習溝

通是生活經驗的一部份，也願意多花時

間來陪孩子看這個部分，因此決定課程

進行方式不變，仍讓他們用原來組別上

課。他們也透過 

計劃地進行，持續去學習面對自己和別

人。 

  

  

 

 

 

 



小本書工作室計劃成效記錄           2014.藝教於樂專案 

 

專案名

稱 

2014 國藝會藝教於樂『一起故事吧！』 階段 說故事＿故事地

圖 

執行單

位 

授課老

師 

小本書工作室 

參與學

校 

臺北日新國小 

林欣誼 林欣瑩 老師 台中四維國小 

課程設

計 

附件（八） 

課程記

錄 

 

 

利用上一週孩子的聲音創作做一次聲感的

線條創作。我們將孩子的表演剪輯成 5 分鐘

左右的短片，讓他們先觀看一次，第二次則

只保留聲音的聆聽。 

把所繪製的線條互相交換，讓孩子去聯想

線條的可能性。最後，將每個人的圖串成一

長大地圖，10分鐘的時間準備，將地圖上所

發生的事情告訴大家吧！ 
 

 

實施成

效 

與 

綜合檢

討 

 城鄉差異的出現 

進入編故事的階段，普遍以日新國小學生的反

應來得比較好。四維國小的學生習慣尋找故事

的框架，不敢嘗試自己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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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本書工作室計劃成效記錄           2014.藝教於樂專案 

 

專案

名稱 

2014 國藝會藝教於樂『一起故事吧！』 階段 愛的讚美桶 

執行

單位 

授課

老師 

小本書工作室 

參與學校 

臺北日新國小 

林欣誼 林欣瑩老師 台中四維國小 

課程

設計 

因日新孩子的學習狀況，延伸出新的單元，作為上學學期課程的結尾與反思。 

課程

記錄 

 

 

上學期的課程碰巧讓孩子以表演的方式呈現。

小組少人數面對同學，的確是害羞的。面對害

羞和同學的嘲笑，他們需要的是看見自己的進

步，孩子也可以學習看見別人的好，使用讚美

來代替嘲笑。 

我們將孩子的表演剪接成小短片，讓大家去欣

賞，並試著寫出每一組的優點。再將讚美的紙

條投入桶子內，末後，各組領回自己的桶子，

整理大家的紙條，並討論告訴我們這幾週來的

感想。 

 

 

實施

成效 

與 

綜合

檢討 

這是孩子第一次“用力”來審視自己，也期待看見別

人眼中的自己。這個部分的反思協助他們在下學期

的表現，尤其是台北的學生，下學期的表現都比上

學期的表現來得更好，學會了主動修正與自我期

待。 

 

 

 

 

日
新
國
小 

四
維
國
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