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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音樂」Q&A 
97.01.29 定稿 

一、關於音樂課程綱要之修訂理念 
Q1：為何要進行高中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 
A1： 

本次課程綱要的修訂為落實 93 年 4 月「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之共識與

結論，「立即啟動理想的修訂課程修訂機制，預定九十八學年度開始實施」，並呼

應中小學課程體系參考指引之音樂能力，銜接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之理念，因而修訂。 
 
Q2：高中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理念為何？ 
A2： 

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乃為呼應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之音樂能力，以

強化國小、國中、高中職課程的連貫與銜接，強調延續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課程

的內涵，以培養學生音樂表現能力與提升音樂鑑賞素養，並養成積極參與藝術活

動為目標。 
 
Q3：高中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特色為何？ 
A3： 

本次音樂科課程除依據「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修訂，並兼顧音樂教

育發展趨勢，其特色分述如下： 
（一）設計多元化的課程：修訂課程含三階段，音樂Ⅰ與音樂Ⅱ為基礎性課

程，旨在使學生熟識音樂基礎，理解音樂作品的內容及歷史文化背

景。音樂Ⅲ為進階性課程，提供高中學生選擇有興趣發展的音樂活

動，進行音樂鑑賞、演唱、演奏與創作之進階學習。 
（二）符應世界音樂教育潮流：修訂課程規劃音樂Ⅲ以符合提供多樣化課程

的國際音樂教育潮流，同時呼應音樂教育學者倡導的高中課程類型。 
（三）具備周延的修訂過程：修訂課程研修過程嚴謹，從問卷調查、文獻探

討、專案小組會議、分區專家諮詢會議與公聽會，並透過網路徵詢各

界意見，修訂過程完全透明化，並提供與各界人士溝通的管道。 
（四）配合國家教育政策：修訂課程將「審美與欣賞」列為教材綱要之第一主

題，以符合倡導美育，提升高中學生音樂鑑賞能力之目標。教材內容強

調本土音樂和世界音樂，以培養具台灣主體和全球視野的現代國民。 
（五）強化連貫與統整：修訂課程除呼應「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

之音樂能力，銜接「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理念，橫向

連接普通高級中學音樂科理念與內涵之外，並邀請前述各項方案之修

訂委員共同參與修訂會議，再經高中課程綱要跨學科（領域）統整會

議檢核，以達成縱向連貫與橫向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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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音樂課程綱要之修訂原則 
Q4：高中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原則是什麼？ 
A4： 

本次課程綱要修訂原則如下： 
（一）遵循「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以 95 課綱作為修訂的

基礎。 
（二）參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及銜接「九年一貫課程綱要」。 
（三）充分納入學科中心之調查意見，徵詢 95 課綱修訂委員、教科書審查

委員及高中教師之意見，並適切徵求各界人士意見。 
（四）辦理南北兩場專家諮詢會議、北中南三場公聽會及五場專案小組會

議，徵詢並討論修訂意見。 
（五）實施要點依修訂綱要需要調整。 
（六）課程綱要格式體例力求學科間統一，由「各學科專案小組召集人聯席

會」提供並檢視格式體例。 
 
Q5：高中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重點為何？ 
A5： 

高中音樂課程綱要的修訂重點是： 
（一）依據總綱調整音樂科課程之學分數。 
（二）修訂 95 課綱中語意不明確的文字。 
（三）修訂 95 課綱中實施困難的教材內容。 
（四）精簡目標和教材主題文字，增訂教材綱要內容。 
（五）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及議題新趨勢。 
（六）規範教材編選內容，改善教科書編輯缺失。 
 

三、關於音樂課程綱要之修訂過程 
Q6：音樂課程綱要有哪些人參與修訂？ 
A6： 

音樂科課程網要修訂委員共計十八位（含召集人），二位教育和心理學專家；

七位音樂學科專家，其專長分別為音樂學三位、音樂教育三位、聲樂專長一位；

七位高中教師和一位高中校長，此外，尚有一位民間音樂團體代表。兩位音樂學

科專家曾參與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之修訂工作，高中教師含音樂學

科中心之代表及一位教務主任，因此委員的遴選能兼顧學科專家與第一線教師。 
 
Q7：音樂課程綱要是如何進行修訂的？ 
A7： 

本次課程修訂依循課程發展歷程，分前置階段與修訂階段進行。「前置階段」

自 93 年 8 月至 95 年 9 月，期間研議 12 歲、15 歲、18 歲學生應具備的音樂能力，

透過音樂學科中心（國立三重高中）收集音樂教師對本科課程綱要修訂之意見。

「修訂階段」自 96 年 4 月至 9 月，期間學科中心完成第二次課程綱要修訂意見

調查、召開五次專案小組會議、南北二區專家諮詢會議、北中南三區公聽會、網

路徵詢意見、二次與藝術領域各科聯席會議、一次與審查小組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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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音樂課程綱要與暫行課程綱要之差異 
Q8：高中音樂課程綱要與暫行課程綱要有何差異？ 
A8： 

高中音樂科課程的修訂內容，依綱要順序說明： 
（一）課程目標：將每項目標之文字精簡，目標五以世界音樂取代音樂藝術。 
（二）核心能力：以敘述性語句說明核心能力，使各項核心能力之更具體可

行。 
（三）時間分配：依總綱之學分數規定刪除音樂Ⅳ課程，二學分。 
（四）教材綱要：「審美與欣賞」順序改列第一主題，強調其重要性，「音樂

知識與練習」移至第四主題，強調該主題內容應融入其他三項主題。

「審美與欣賞」內容強調台灣當代音樂。增列歌唱說明 1-4 內容「學

習歌詞意涵與語韻之認識」。精簡主題的文字，並修改部分說明的文

字。 
（五）實施方法：「課程設計」內容依總綱增加並修改部分條文。「教材編選」

增列「審美與欣賞」之教材規範，增列「音樂知識與練習」之教材編

選不得與三項主題脫節之條文。 
 

五、關於修訂課程綱要如何與 95 課綱的課程銜接問題及其補救方式 
Q9：音樂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課程銜接有無困難？若有困難如何補救？ 
A9： 

音樂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在於調整教材綱要之主題的順序，強調音樂

理論融入音樂表現，教材編選增列一些規範，這些都將影響教材的編輯和教學方

式。預期教師需要適應教材內涵，而教科書需要重新編撰。對學生而言，不會產

生課程銜接問題，也無須採取補救措施。 
 
Q10：音樂課程綱要與 95 課綱之差異，師資培育有無必要調整？若應調整如何

處理？ 
A10： 

高中音樂科教師均經專業認證，師資培育政策無需調整，但是，為提升音樂

教師的音樂之能，應宣導修訂課綱的內涵與特色，並安排修訂課程知能研習。 
 

六、其他 
Q11：音樂課程綱要授課時數是否減少？ 
A11： 

音樂課程綱要比 95 課綱授課時數減少二小時，主要原因是藝術領域學分數

自 12 學分減為 10 學分。 
 
Q12：若有些教師覺察音樂科課程的授課時數不足，如何處理？ 
A12： 
    音樂科每階段課程均為二學分，每週教學時數由各校自行安排，依據總綱規

定，藝術領域每一科目至少修習二學分，但是為提升高中生的音樂素養，宜安排

多於二學分的課程，並且爭取開設選修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