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中等教育學程師資生實地學習紀錄表 

學生姓名：林洳妤 學號：G02720024 科目：音樂教材教法 

日期時間：106年11月1日13時00分至16時00分、107年1月5日15時00分至17時00分 

實地學習學校：東大附中、龍井國中 

實地學習項目： □訪談中學教師  □訪談中學學生  □課室觀察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其他： 

準備活動：□拜會機構相關人員  □場地探查  □訪談大綱準備  □教案/教材準備 

□其他： 

          實地學習內容與心得、反思（至少1500字，並附上活動照片） 

  第一次真正踏入東大附中的校園，校園整潔有序，午休快結束的時間到校園，取代安靜的是仍然

有不少班級是中午在外面被罰站，或是有零散的同學在外面行走，而且有滿多學生穿便服，這點倒

是滿讓我摸不著頭緒。也因為聽太多人說過東大附小、附中的孩子都是家境比較好的，有特別觀察

一下學生的穿著打扮，以比例來講似乎確實是如此，也讓我思考了有關學校風氣的問題。 

  第一堂課是高中部的，進到音樂教室第一眼見到教室布置，覺得前台有點雜亂，教師若要彈琴是

必須背對學生，這樣沒辦法看到學生的一舉一動，然後回想起來，之前觀課的學校似乎也都是面向

牆壁居多，當然這跟鋼琴第一堂課教師帶著學生複習上堂課所教的Acapella，並且分組練習做呈現，

在教師複習前，有幾位學生還不清楚甚至忘記自己到底是負責什麼聲部、什麼角色，這讓我思考到，

音樂課對於學生到底是什麼樣的課程，是娛樂亦或是像考科班的課程？這也是有朝一日進入職場前

必須做的思考，我該把自己的音樂課設定在什麼位置，要讓學生對於這門課是怎麼樣的定位。教師

複習完之後分組讓學生練習，因為教室比較小，所以教師讓學生可以在教師看得到的視線範圍至戶

外分組練習，我覺得這滿好的，剛好教室外面就是草坪，那天天氣也剛好是晴朗的，學生的學習成

效應該會比都在室內來得高一點。分組練習後的成果展現，有些組別看得出來有團隊精神，有些組

別看得出來是各自再進行自己該做的部分沒有顧慮到團隊中，但是我覺得能夠讓學生們實際靠自己

的練習與教師的教學活動認識Acapella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可惜的是組別進行成果發表時是各自坐在

自己的組別位置，沒有到台前。 

 

 



接下來都是進到該班級教室上課，有高中部跟國中部的，這兩門教師都是以講述法為主。因為前一

節再高中部上課，所以高中生與國中生之間的落差很明顯感受得到，雖然都是滿愛在課堂上講話的，

但國小剛上國中的稚氣還是嶄露無遺。教師對於在黑板畫五線譜的熟練度非常的厲害，畫得很直很

標準，請學生作筆記也是講述得很仔細清楚，上課的邏輯是非常有條理的，怎麼樣在黑板上講述五

線譜上的所有元素我覺得不是件特別簡單也不是件特別困難的事情，但怎麼樣有條理地交給學生，

就是經驗了。而高中部於該班級教室的課程是以抽驗直笛、教學投影片及影片為主，我認為樂器，

一半靠天分，一半靠努力，在抽驗過程中可以知道有些學生大概就是沒有練習，這也讓我思考到，

以後如果遇到這樣的學生我可以怎麼做，我覺得我會先了解背後的原因，這樣聽起來沒有練習的結

果，是學生真的沒有練習亦或是練習了但出現這樣的結果，若是後者那麼我應該會請學生抽空，自

己也撥出一點時間個別教導。 

  實際的教學現場會遇到的問題百百種，目前的觀課都是老師可以控制好的局面，若是遇到之中有

特別狀況的學生，教師會怎麼處理，尤其音樂科常常是科任老師不帶班，那又是怎麼跟導師聯合處

理的，我想這是我必須再深思的問題。 

 

 

 

 

 

 

 



1.課後以什麼方式檢測學生的學習成果? 

教師使用分組加分的方式或學習單或者上課直接發問；在直笛的方面會讓他們在課堂上練習，教師

行間巡視觀察學生，考試不會考全曲，可能挑選片段或是讓他們自願加分。 

---我覺得考試不考全曲挑選片段是很不錯的方法，學生不是每個人都有音樂背景，當然在小學一定

有學過，但常常學生對於音樂就是走馬看花，以挑選片段及自願加分的方式減輕壓力，會讓學生更

有動力。 

2.對學生的學習有何期待? 

期待他們學習欣賞音樂這件事。播放音樂的時候會比較嚴格要求學生保持安靜，如果對教師播放的

曲子沒有興趣的話學生可以閉目養神休息，但不可以去影響到別人。 

---音樂畢竟不是考科，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一樣的音樂，讓學生自行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音樂是很

好的做法，也在課堂中教導實際聆聽音樂會需要的禮儀，融合生活常識，學生會記憶更深刻。 

3.老師對於自己的教學期待為何? 

期待可以做更多的活動，上課期間雖然會帶一些小活動，但教師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帶他們去

體驗一下音樂會，從驗票開始到進入音樂廳到表演者的正式演出。 

4.在課堂上有些學生容易分心，老師怎麼讓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呢? 

大部分還是會用教學投影片，讓學生有視覺上的影像的比較會容易專心，結合有趣的影片。 

---我自己也是認為用影像以及實際地聆聽音樂會比口述更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但相對的教師也必

須熟知教學投影片的製作技巧，以及影片如何裁減才是適當的長度與教材。 

6.目前教育體制看法---一綱多本? 

教師覺得音樂課比較沒有影響這麼大，就算不同版本但是音樂的時代、走向不會相差太遠。 

---音樂若真的照課本上課其實滿死板的對我而言，我認為教師應該以課本內容為基底，從上發展自

己所學的專業。 

7.目前遇到最棘手的學生或是教學中的突發狀況是怎麼樣？如何解決？ 

會講髒話或是會講一些色情的話，老師可能會選擇忽略，不跟他們一起起鬨。 

---在學校當志工的過程中，也碰到這樣的情況，我發現現場教師也是選擇忽略為主，當下我也覺得

在這個年紀一定會對情色的東西很有興趣，會以講髒話為交朋友的基準之一，當然不是全部的學生都

是如此，這兩個部分都是教師不太能實際上控管，即使在課堂上要求學生，一旦下課後，學生依舊回

復本來的樣子，該怎麼樣在這中間取得平衡，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實地學習項目 時數 總時數 通過與否 

訪談中學教師 時  □ 通過 

 

□ 不通過 

 

訪談中學生 時 

課室觀察 時 

補救教學/課業輔導 時 

其他 時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