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立嘉興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第 1學期九年級 (藝術與人文─音樂)領域課程教學計畫表 

教學總目標： 

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2.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 

3.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 

4. 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品 

   九年級第 1學期課程教學內容：    

週 

次 
日期 學校行事 教學進度 學習目標 

對應能 

力指標 

 

授課

節數 

 

重大議題 

融入課程 
評量方式 備註 

一 
8/31 

│ 

9/4 

8/31 

開學正式上課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瞭解臺灣流行音樂的發展

歷程、時代背景與科技對於

音樂產生的影響。 

2.認識臺灣流行音樂各時期

的經典歌曲、創作者、演唱

者。 

3.能演唱歌曲〈稻香〉。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瞭解臺灣

流行音樂的發

展歷程、時代背

景與科技對於

音樂產生的影

響。 

（2）認識臺灣

流行音樂各時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期 的 經 典 歌

曲、創作者、演

唱者。 

‧技能部分： 

能演唱歌曲〈稻

香〉。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

聆賞音樂的興

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

隨時代、地域變

遷所展現的多

元創意。 

二 
9/7 

│ 

9/11 

 成年禮 

綻放新聲 

能欣賞關懷社會的公益歌

曲，如〈明天會更好〉、〈愛〉、

〈讓愛轉動整個宇宙〉、〈相

信愛〉。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意、美化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情意部分： 

（1）能欣賞關

懷社會的公益

歌曲，如〈明天

會 更 好 〉 、

〈愛〉、〈讓愛

轉 動 整 個 宇

宙〉、〈相信

愛〉。 

（2）培養主動

聆賞音樂的興

趣與習慣。 

（3）認識藝術

隨時代、地域變

遷所展現的多

元創意。 

 



三 
9/14 

│ 

9/18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認識連結線的節奏，感受其

音響變化。 

2.能以中音直笛吹奏〈手牽

手〉。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連結線

的節奏，感受

音響變化。 

‧技能部分： 

能以中音直

笛吹奏歌曲

〈手牽手〉。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

聆賞音樂的

興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

隨時代、地域

變遷所展現

的多元創意。 

 



四 
9/21 

│ 

9/25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能認識電腦科技與音樂跨

領域的各項應用。 

2.運用影音剪輯軟體製作成

年禮專輯。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意、美化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能認識電腦科

技與音樂跨領

域的各項應用。 

‧技能部分： 

運用影音剪輯

軟體製作成年

禮專輯。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

聆賞音樂的興

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

隨時代、地域變

遷所展現的多

元創意。 

 

五 
9/28 

│ 

10/2 

 

成年禮 

綻放新聲 

1.運用影音剪輯軟體製作成

年禮專輯。 

2.成果發表與互評。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1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意、美化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2.總結性評量 

‧情意部分： 

（1）培養主動

聆賞音樂的

興趣與習慣。 

（2）認識藝術

隨時代、地域

變遷所展現

的多元創意。 

六 
10/5 

│ 

10/9 
 

當音符遇上光

與影 

1.瞭解印象樂派的音樂風格

與特色。 

2.認識印象樂派代表作曲

家：德布西。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印象

樂派的風格與

內涵。 

（2）認識印象

樂派的著名作

曲家德布西。 

‧情意部分： 

能欣賞印象樂

派作曲家描繪

大自然風光的

旋律之美。 

 

七 
10/12 

│ 

10/16 

第 1次定期考查

週 

當音符遇上光

與影 

1.瞭解印象樂派的音樂風格

與特色。 

2.認識印象樂派代表作曲

家：德布西。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印象

樂派的風格與

內涵。 

（2）認識印象

樂派的著名作

曲家德布西。 

‧情意部分： 

能欣賞印象樂

派作曲家描繪

大自然風光的

旋律之美。 

八 
10/19 

│ 

10/23 

 

當音符遇上光

與影 

1.瞭解印象樂派的音樂風格

與特色。 

2.能感受印象樂派樂曲對於

描寫大自然景色不同意境與

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認知部分： 

（1）認識印象

樂派的風格與

內涵。 

（2）認識印象

樂派的著名作

曲家德布西、拉

威爾。 

‧情意部分： 

能欣賞印象樂

派作曲家描繪

大自然風光的

旋律之美。 

 

九 10/26  當音符遇上光 1.認識印象樂派代表作曲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1 【 家 政 教 育 】 1.歷程性評量  



│ 

10/30 

與影 家：拉威爾。 

2.透過拉威爾的音樂作品，感

受曲中光、影意象的表現方

式。 

3.能以中音直笛吹奏〈城裡的

月光〉。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印象樂派

的著名作曲家

拉威爾。 

‧技能部分： 

能以中音直笛

吹奏〈城裡的月

光〉。 

十 
11/2 

│ 

11/6 

 

 

當音符遇上光

與影 

1.能習唱〈月光〉。 

2.能感受印象樂派樂曲對於

描寫大自然景色不同意境與

美。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2 體察人群間各種情感的特質，設計關

懷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主題，運用適當的媒

體與技法，傳達個人或團體情感與價值

觀，發展獨特的表現。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3-4-10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序、溝通、

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度。 

3-4-11 選擇適合自己的性向、興趣與能力的

藝術活動，繼續學習。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能 習 唱 〈 月

光〉。 

‧情意部分： 

（1）能欣賞印

象樂派作曲家

描繪大自然風

光的旋律之美。 

（2）能聆賞德

布 西 交 響 詩

〈海〉後，將其

聽後感受以畫

面呈現。 

 



十 

一 

11/9 

│ 

11/13 

 

尋找音樂新世

界 

1.透過深入淺出的音樂欣

賞，引導學生接觸、認識二

十世紀音樂的多元面貌。 

2.能分辨調性與無調性音樂。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1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意、美化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十二音作

曲法。 

‧情意部分： 

（1）能以正面

積極態度，接納

與以往認知經

驗不同的新思

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

作品，體驗美的

價值。 

 

十 

二 

11/16 

│ 

11/20 

 

尋找音樂新世

界 

1.能分辨調性與無調性音樂。 

2.透過對協和音程與不協和

音程的聽與唱，引導學生欣

賞或演唱（奏）無調性音樂。 

3.演唱歌曲〈舊夢〉。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識二

十世紀音樂各

種風格及其特

質。 

（2）認識二十

世紀音樂在音

高使用的創新

手法。 

 



‧技能部分： 

（1）能聽辨、

演唱協和與不

協和音程。 

（2）習唱〈舊

夢〉。 

‧情意部分： 

（1）能以正面

積極態度，接納

與以往認知經

驗不同的新思

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

作品，體驗美的

價值。 

十 

三 

11/23 

│ 

11/27 

第 2次定期考查

週 

尋找音樂新世

界 

1.透過深入淺出的音樂欣

賞，引導學生接觸、認識二

十世紀音樂的多元面貌。 

2.二十世紀音樂裡的節奏運

用。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二十

世紀音樂在音

高、節奏使用的

創新手法。 

（2）認識二十

世紀音樂裡不

規則的節拍。 

‧情意部分： 

（1）能以正面

積極態度，接納

與以往認知經

驗不同的新思

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

作品，體驗美的

 



價值。 

十 

四 

11/30 

│ 

12/4 

 

尋找音樂新世

界 

中音直笛吹奏〈羅馬尼亞波

爾卡〉。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吹奏中音直笛

曲〈羅馬尼亞波

爾卡〉。 

‧情意部分： 

（1）能以正面

積極態度，接納

與以往認知經

驗不同的新思

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

作品，體驗美的

價值。 

 

十 

五 

12/7 

│ 

12/11 

 

尋找音樂新世

界 

1.認識實驗音樂裡的新音響。 

2.認識各種特殊記譜。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1 【家政教育】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意、美化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二十世紀

音樂在音高、節

奏、音色上使用

的創新手法。 

‧情意部分： 

 



（1）能以正面

積極態度，接納

與以往認知經

驗不同的新思

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

作品，體驗美的

價值。 

十 

六 

12/14 

│ 

12/18 

 

尋找音樂新世

界 

1.認識實驗音樂裡的新音響。 

2.認識各種特殊記譜。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1-4-3 嘗試各種藝術媒體，探求傳統與非傳

統藝術風格的差異。 

2-4-6 辨識及描述各種藝術品內容、形式與

媒體的特性。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能認識二

十世紀音樂各

種風格及其特

質。 

（2）認識二十

世紀音樂在音

高、節奏、音色

上使用的創新

手法。 

（3）能掌握記

譜特性，以符號

圖像清楚表達

欲傳遞的音響

效果。 

‧情意部分： 

（1）能以正面

積極態度，接納

與以往認知經

驗不同的新思

維或創作。 

（2）經由欣賞

作品，體驗美的

 



價值。 

十 

七 

12/21 

│ 

12/25 

 

流行‧脈動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樂

的發展脈絡。 

2.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3.能欣賞〈藍色狂想曲〉。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認識二十世紀

後流行音樂的

發展脈絡。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

體會流行樂之

美、認識二十世

紀後流行音樂

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十 

八 

12/28 

│ 

110/1/1 

 

流行‧脈動 1.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2.能欣賞〈藍色狂想曲〉、〈月

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

表誰的心〉、爵士樂改編：

《C大調第一號鋼琴前奏曲》

等樂曲。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藍調

音階。 

（2）認識流行

音樂的創作手

法。 

‧技能部分： 

透過流行音樂

 



創作手法感受

流行音樂語言。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

體會流行樂之

美、認識二十世

紀後流行音樂

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十 

九 

1/4 

│ 

1/8 

 

流行‧脈動 1.習唱〈美好世界〉。 

2.認識路易斯‧阿姆斯壯。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技能部分： 

能習唱〈美好世

界〉。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

體會流行樂之

美、認識二十世

紀後流行音樂

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二 

十 

1/11 

│ 

1/15 

 

流行‧脈動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樂

的發展脈絡。 

2.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3.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樂

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

音樂的特色及文化精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趣與習慣。 （1）認識二十

世紀後流行音

樂的發展脈絡。 

（2）認識流行

音樂的創作手

法。 

‧技能部分： 

透過流行音樂

創作手法感受

流行音樂語言。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

體會流行樂之

美、認識二十世

紀後流行音樂

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二 

十 

一 

1/18 

│ 

1/21 

第 3次定期考查週 
1/21課程結束 

 

流行‧脈動 

1.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音樂

的發展脈絡。 

2.能認識流行音樂的創作手

法。 

3.能從聆賞曲中體會流行樂

之美、認識二十世紀後流行

音樂的特色及文化精神。 

1-4-1 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表

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術創作。 

2-4-5 鑑賞各種自然物、人造物與藝術作

品，分析其美感與文化特質。 

2-4-7 感受及識別古典藝術與當代藝術、精

緻藝術與大眾藝術風格的差異，體會不同

時代、社會的藝術生活與價值觀。 

2-4-8 運用資訊科技，蒐集中外藝術資料，

了解當代藝術生活趨勢，增廣對藝術文化

的認知範圍。 

3-4-9 養成日常生活中藝術表現與鑑賞的興

趣與習慣。 

1 【 家 政 教 育 】

3-4-6 欣賞多元的

生活文化，激發

創 意 、 美 化 生

活。 

 

1.歷程性評量 

（1）學生課堂

參與度。 

（2）單元學習

活動。 

（3）分組合作

程度。 

（4）隨堂表現

紀錄。 

2.總結性評量 

‧認知部分： 

（1）認識二十

世紀後流行音

樂的發展脈絡。 

（2）認識流行

音樂的創作手

法。 

‧技能部分： 

能習奏中音直

笛曲〈日晷之

夢〉。 

‧情意部分： 

能從聆賞曲中

體會流行樂之

 



美、認識二十世

紀後流行音樂

的特色及文化

精神。 

 
註1：若為一個單元或主題跨數週實施，可合併欄位書寫。 

註2：「議題融入」中「法定議題」為必要項目，課綱議題則為鼓勵填寫。(例：法定/課綱：領域-議題-(議題實質內涵代碼)-時數) 

（一）法定議題：性別平等教育、環境教育課程、海洋教育、家庭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含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低碳環境教育、水域安全宣導教育課程、交通安全教育、家庭暴力防治、登革熱防治教育、健康飲食教育、愛滋病宣導、反

毒認知教學、全民國防教育。 

（二）課綱議題：性別平等、環境、海洋、家庭教育、人權、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災、生涯規劃、多元文化、

閱讀素養、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註3：下學期須規劃學生畢業考後或國中會考後至畢業前課程活動之安排。（110學年度始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