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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文設計聆聽活動-以「彼得與狼」為例 

吳孟芬 

臺中市大雅區六寶國民小學教師 

壹、前言 

在現今語文教學最注重的語文能力為「閱讀」和「寫作」，而整體教學環境

中教師最常和學生溝通使用到的卻是「說話」和「聆聽」能力。尤其後者少被強

調和重視，往往成為被忽略的語文課程。本人所任教的班級為一班 27 位六年級

的學生，個性大多活潑外向，課堂上喜愛發表但常常找不到重點回答，無法專注

聆聽他人說話的內容，造成學習的成效打折。因此，在教學中如何讓學生聽懂話

並培養思維的能力是當務之急。於是筆者從課文文本來分析、設計聆聽活動，希

望學生經過聆聽活動歷程後，進而有基本的聆聽能力和態度。在此將聆聽教學內

容分析如下，亦可當作語文教學的參考。 

貳、聆聽文本分析 

有鑑於教師在有限的教學時間，還要另外做聆聽教學而感到吃力，不如將聆

聽活動融入到課文文本中，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的「本

國語文領域」實施要點第二點中提到課程教設計教材應以閱讀為核心，搭配聆聽、

說話、作文、識字與寫字等教學模式，以符合混合教學。以此為出發點，筆者選

取 104年南一版第十一冊第七課「彼得與狼」一文來做聆聽教學課程，除了當閱

讀教材外，也延伸作聆聽、說話、寫字和作文等方面之發展，本節將從課文內容

做聆聽文本分析和實務分享。 

一、課文內容分析 

「彼得與狼」原本是一首冒險故事的樂曲，與其他樂曲最大的區別是除了透

過管弦樂器演奏外，中間適時穿插旁白述說故事的情節，是一篇故事性質的記敘

文。故事性文本的分析方式為人物、情節、場景方向去進行摘要大意。本文的架

構如下表： 

段落 人物 情節 場景 

一 彼得、小鳥、鴨子 彼得在屋外的草地上玩耍 草地 

二 貓、小鳥、鴨子 小鳥、鴨子、貓互相鬥嘴、追逐 草地 

三 老祖父、彼得 老祖父將彼得帶回家 家 

四 大野狼、貓、鴨子、小

鳥 

兇狠的大野狼突然出現將鴨子活吞 樹、草地 

五 彼得、小鳥、大野狼 彼得機智抓取大野狼 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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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彼得與狼」為了描摹劇中角色的特性，選用了七種不同的樂器，來彰

顯每個角色的個性和情緒表現。各樂器分別代表人物的個性和特色如下表： 

樂器 小提琴 長笛 雙簧管 豎笛 低音管 法國號 大鼓 

特徵 愉快 清脆 哀傷 輕快 低沈 響亮 厚重 

人物 彼得 小鳥 鴨子 貓咪 老祖父 大野狼 獵人 

個性 勇敢 活潑 笨拙 輕盈 保守 陰森 雄壯 

二、採用之聆聽活動類型簡述 

馬行誼（2011）指出以文本來設計聆聽活動，依照不同的學習目標可將語文

聆聽的能力區分成多種類型，筆者運用的聆聽類型分述如下： 

（一）「鑑賞性的聆聽教學設計」-經指導的聽思教學法 

鑑賞性的聆聽以興趣和欣賞為主要目的，因此大多選用故事、詩歌、抒情文

的教材內容。在課程文本設計中，教師會引導學生瞭解文中的角色、情節、旋律、

情感的體會，漸而發展出從自己的立場理解文本背後要傳達的意涵。 

教學設計先讓學生根據「彼得與狼」這個題目作預測，如故事內容的人物、

情節走向等；教師開始說故事第一段，學生回顧自己先前的預測，接著進行下一

段的預測；教師繼續說故事，每一段落完便暫停，重複先前的預測和進行下一段

的預測；故事結束後，請學生檢視自己預測的內容、結果和故事原本的發展是否

相同？要求學生重新整理整篇故事的大致內容，複述故事的故事情節。 

（二）「選擇性的聆聽教學設計」-5W1H提問法 

選擇性聆聽主要是引導學生能夠自己選擇並記錄重要的聆聽信息。教師可先

提供 5W1H（人、事、時、地、物、感受）的方向讓學生當線索。閱讀理解—問

思教學手冊中指出：「在教學設計透過問思的方式，教師提問搭出鷹架來幫助學

生思考深入閱讀理解層次，增強學生的思維」（教育部，2012，頁 5）。 

設計提問內容：出現人物有哪些？（who）、主要發生場景是哪裡？（where）、

故事發生的時間是什麼時候？（when）、為什麼主角出現了？（why）、主角出現

後做了什麼事？（what）、最後的結果是什麼？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how）。 

其次摘要大意，教師將以上的 5W1H 的內容，依序故事發生的順序做一個

整理，並用自己的話來說明。比如第一段落在說什麼？讓學生依序回答到第六段

落結束。接著綜合以上說法，你覺得剛剛聽到的這個故事主旨要說什麼？要求學

生用一句話簡單說明這篇故事的內容大意。 

 

六 獵人、彼得、老祖父、

貓、小鳥、鴨子 

獵人和彼得一群人將大野狼送到動

物園 

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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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動性的聆聽教學設計」-角色扮演 

互動性聆聽強調學生在聆聽時社會互動的能力，以及與他人溝通、交流的方

式。筆者在教學授課中，發現學生對於語言和非語言的信息無法掌控，不知如何

歸類內外在歸因，進而無法體會文本中主角的同理心和互惠的態度，因此教師可

以利用小組角色扮演的方式，學習到互動性聆聽的方法和能力。 

首先教導學生聽出語句中的情緒狀態，教師先分別播放七種樂器的聲音，讓

學生依序回答樂器的特性，並標示出每個角色人物和樂器名稱做配對，再請學生

說明為什麼會做這樣的搭配。接著教師播放七種樂器的聲音和名稱，對照文中的

角色人物，做個性和情緒的分析，例：長笛→嘹亮的聲音→小鳥→活潑機靈。 

再來寫劇本做角色扮演，教師先說明故事和劇本相同和相異之處，介紹劇本

的基本格式、要素（分幕、人物對白、場景），改編劇本需要注意的部分，並透

過台詞將每個人物的特徵個性表現出來，最後演出時，檢驗每個角色的動作、情

緒是否標示清楚。 

透過上述聆聽教學設計的理論為基礎，以課文文本延伸進行聆聽、說話、寫

字和寫作的技巧能力。此外，筆者以小組或全班回答方式來進行活動，利用各小

組團體力量來運作，加強個人的學習動力和企圖心，在與人溝通互動時更能直間

或間接提升小組中每個人的聆聽能力，也帶來合作性聆聽的學習效果。 

參、教學活動介紹 

筆者運用南一版第十一冊第七課「彼得與狼」一文來設計聆聽活動，以下簡

單介紹教學活動的流程。 

一、聆聽文本 

（一）聽思教學預測文本 

以往教學是讓學生以「放聲閱讀」方式進行，教師周間巡視並聽取學生在哪

一個語詞或哪一段段落需要做朗讀的指導。這次開頭則讓學生從題目「彼得與狼」

做預測，主角有誰？故事要告訴我們什麼？接著教師唸故事第一段，回顧學生剛

剛的預測是否相同，有沒有要做修正的部分？依序進行到第六段結束，再讓學生

回想和一開始所做預測是否一樣？和你所想的故事內容有什麼差別？ 

在進行預測和猜測下一段落的內容時，學生發表會很踴躍，教師應抱持著開

放的態度，對於全班的回答不用評斷對錯，只針對人物的個性、情緒背後的動作

表現做提示，引導學生預測的方向，例如此時大野狼的出現代表什麼事會發生？

最後檢測發現學生經過聽思教學後對文本的理解程度是優於傳統的一般教學。 

（二）5W1H 提問摘要大意 

全班將故事預測完畢後，提出 5W1H 的方式進行重點摘要，再把最常出現

的人物或特別情節做連結，例如主角彼得和大野狼因為什麼事情出現？發生什麼

衝突？獵人的出現代表什麼？筆者先從記憶性問題再進行到理解性的情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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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中能完整回答的學生不多，但經過上一節聽思教學後全班就能一同回答

出以下大意內容：彼得和小鳥、鴨子、貓在草地互相追逐鬥嘴下，兇狠的大野狼

出現吞下鴨子，彼得設計活抓大野狼並和獵人們一同將大野狼送到動物園。 

二、聆聽配對 

「彼得與狼」一文中運用大量的音樂來述說故事，所以適合運用聆聽技巧融

入文本來介紹。由於本班學生對於管弦樂器不甚熟悉，教師可以依個別程度多播

放幾遍，經由聆聽猜測配對的遊戲方式更能讓學生從聆聽的過程中漸漸將樂器的

特徵和人物的個性做連結而加深印象，再從中導入人物的情緒和動作，除了作為

引導寫劇本的要素，也提高學生對人物們情感的瞭解。 

聆聽完樂器，接著進行生字教學和新詞解釋，「彼得與狼」一文屬於緊張有

趣的故事情節，加上聆聽活動後學生對課文文本內容已經有基本概念，可以直接

做難字及成語的介紹，進行造句和句型練習，將有利於下一節劇本的編寫內容。

筆者參考《我們五年級全班寫小說》書中從音樂故事到劇本一文中做範本，故事

第一段落是全班討論改編劇本，接著以小組討論各段落來改編接寫劇本。 

三、角色扮演 

各小組上台演出自己改編的劇本，讓學生透過以上聆聽活動之後，揣摩每個

人物背後代表的含意再選取符合自己的角色來扮演。教師從旁做角色的聲調、動

作、情緒、對話的指導，提醒如何和他人互動，並調整接下來的情節發展。 

當遇到學生無法扮演出該主角的表情或肢體動作時，教師可將台詞再演練一

次，此時加入誇張的肢體表演，聆聽對方的聲調表情做回應，以及觀摩各組的演

出進行討論，都有助於學生瞭解文中要傳達的感受，全班進而更加投入角色的扮

演活動，表現得一次比一次好。 

肆、建議與結論 

筆者設計聆聽活動後有以下教學建議： 

一、聆聽能力可透過教學訓練而提升 

進行聽思教學聆聽活動時，起初學生對預測故事內容無法馬上進入狀況，需

要教師在旁引導，漸漸的因故事情節緊湊有趣，吸引學生邊聽邊連結個人對故事

結構的知識經驗預測下去，到最後全班都融入聽思的活動，即使結局和原本不同

卻給學生另一種以聆聽閱讀文本的體驗。筆者發現，透過一段又一段的預測練習

和角色扮演，學生的聽思技巧會越發熟練，並帶動下一個活動進行，讓整體學習

的效果加倍，可見聆聽能力是可以透過訓練後而提升，也達到當初聽思教學聆聽

活動的目標。 

二、聆聽活動設計內容依學生程度做調整 

聽思活動進行到 5W1H提問法時，發現學生對於重複性的提問會感到不耐

煩，直到樂器和人物配對時才又融入聆聽的活動中，表示教師可依學生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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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進度。除了改寫劇本牽涉到寫作能力需要教師從旁協助，到角色扮演採

用小組討論，每一個活動都讓學生學到不同的聆聽教學方法。由於筆者是第一次

全程使用聆聽設計教學，許多細節在實際教學時才會注意到而修正；另外教師在

教學進度的壓力下不一定都要按照當初的設計流程教學，最好以學生的能力表現

做適當的調整才會達到教師期望的效果。 

以上是本人進行聆聽設計活動教學時所遇到的情況和問題，由於學生經過聆

聽教學後注意力和互動性都明顯提高許多，因此期許分享後能帶給教師們另一個

不同的教學方法和設計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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