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藝術領域-音樂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樂」課程綱要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24 日台中（一）字第 0970011604B 號令發布 

壹、課程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樂」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建構音樂概念，增進音樂知能。 
二、培養唱奏能力，豐富生活體驗。 
三、運用媒材創作，激發創意思考。 
四、欣賞音樂作品，提升審美素養。 
五、瞭解世界音樂，尊重多元文化。 

 
貳、核心能力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樂」課程欲培養之核心能力如下： 
一、能理解音樂基礎概念，運用藝術知能於日常生活中。 
二、能與他人唱奏不同類型樂曲，分享音樂經驗。 
三、能認識及應用不同音樂素材或媒體，透過多樣的音樂創作活動啟發藝術

創造力。 
四、能欣賞國內外具代表性的音樂作品，拓展藝術視野，提升個人藝術品味。 
五、能瞭解各時代與不同民族的音樂，體認藝術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參、時間分配 

音樂分為音樂Ⅰ、音樂Ⅱ、音樂Ⅲ三階段，每階段各為二學分。音樂Ⅰ、音

樂Ⅱ為基礎課程，音樂Ⅲ為進階課程。基礎課程宜安排在第一或第二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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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材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音樂」課程二至六學分，教材綱要內容依音樂Ⅰ、

音樂Ⅱ和音樂Ⅲ分列如下： 
音樂Ⅰ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1.本土音樂 1-1 臺灣原住民音樂之認識（Ⅰ） 

1-2 臺灣傳統音樂之認識與賞析（Ⅰ） 

1-3 臺灣當代音樂發展之認識（Ⅰ） 
1-4 臺灣當代作曲家及作品之賞析（Ⅰ） 

2.世界音樂 2-1 各國民族音樂之聆聽與賞析（Ⅰ） 

一、審美與欣賞 

3.西洋音樂 3-1 曲式與曲種之認識（Ⅰ） 

3-2 音樂史與樂派風格之認識（Ⅰ） 
3-3 代表作曲家與作品之賞析（Ⅰ） 

1.歌唱 1-1 歌唱基本技巧  
1-2 獨唱曲（Ⅰ） 
1-3 二聲部合唱曲 
1-4 歌詞意涵與語韻之認識 

2.樂器演奏 2-1 樂器之認識（Ⅰ）  
2-2 樂團編制之認識（Ⅰ） 
2-3 樂器演奏（Ⅰ） 

二、歌唱與演奏 

3.音樂展演 3-1 音樂展演活動之規劃與實作（Ⅰ） 
1.即興 1-1 節奏之變奏  

1-2 曲調之變奏  
三、即興與創作 

2.創作 2-1 詞曲改編之實作 
2-2 音樂美感原則之創作應用 

1.基本練習 1-1 節奏練習  
1-2 曲調練習  

1-3 音程練習  
1-4 基本指揮練習 

四、音樂知識與練習 

2.樂理常識 2-1 音階及調號 
2-2 記譜法 
2-3 曲式（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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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Ⅱ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1.本土音樂 1-1 臺灣原住民音樂之認識（Ⅱ） 

1-2 臺灣傳統音樂之認識與賞析（Ⅱ） 

1-3 臺灣當代音樂發展之認識（Ⅱ） 
1-4 臺灣當代作曲家及作品之賞析（Ⅱ） 

2.世界音樂 2-1 各國民族音樂之聆聽與賞析（Ⅱ） 

一、審美與欣賞 

3.西洋音樂 3-1 曲式與曲種之認識（Ⅱ） 

3-2 音樂史與樂派風格之認識（Ⅱ） 
3-3 代表作曲家與作品之賞析（Ⅱ） 

1.歌唱 1-1 歌唱表情與詮釋 
1-2 獨唱曲（Ⅱ） 
1-3 二聲部以上合唱曲 
1-4 歌詞意涵與語韻之探究 

2.樂器演奏 2-1 樂器之認識（Ⅱ） 
2-2 樂團編制之認識（Ⅱ） 
2-3 樂器演奏（Ⅱ） 

二、歌唱與演奏 

3.音樂展演 3-1 音樂展演活動之規劃與實作（Ⅱ） 
1.即興 1-1 節奏之即興與變奏 

1-2 曲調之即興與變奏 
三、即興與創作 

2.創作 2-1 曲式之創作應用 
2-2 多媒體音樂創作之認識或實作 

1.基本練習 1-1 和絃練習 
1-2 和聲練習 

四、音樂知識與練習 

2.樂理常識 2-1 曲式（Ⅱ） 
2-2 音樂術語與表情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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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Ⅲ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1.音樂知識 1-1 認識世界各民族之傳統音樂。 
1-2 欣賞各民族傳統音樂相關之各類藝術型態。

2.音樂賞析 2-1 聆賞各類音樂曲目。 
2-2 聆賞經典之音樂戲劇作品（如：歌劇、

神劇、舞劇、音樂劇等）。 
2-3 培養音樂評析之基本能力。 

3.成果發表 3-1 舉辦音樂欣賞相關活動，展現學生策

劃、推展活動之能力。 

一、音樂鑑賞 

4.專題討論 4-1 特定議題的探討，培養學生研究能力和獨

創的見解。 
1.歌曲相關知

識 
1-1 學習歌曲相關知識與背景，以及指揮與伴

奏之功能。 
2.歌唱基本訓

練 
2-1 加強歌唱技巧訓練（如：發聲、咬字與

發音等）。 
3.歌曲演唱 3-1 學習獨唱、齊唱、重唱、合唱等各類演唱型

態，包含宗教歌曲、民謠、藝術歌曲、歌劇、

當代合唱作品、通俗歌曲等之曲目。 
3-2 認識並體會歌詞意涵。 
3-3 增進歌曲詮釋與表達之能力。 

二、聲樂演唱 

4.成果發表 4-1 舉辦相關之展演活動，給予學生演出表現

之機會。 
1.樂器相關知

識 
1-1 學習樂器發展簡史、樂團編制、樂曲背景

知識，以及指揮與伴奏之功能。 
2.演奏基礎訓

練 
2-1 學習樂器演奏與指揮之技巧。 

3.樂器演奏 
 

3-1 依據學習需求與學校資源，開設各類樂器

學習項目（如：傳統樂器、絃樂器、管

樂器、口琴、吉他及打擊樂器等）。 
3-2 學習獨奏、重奏、合奏等各類演奏型態之

曲目。 
3-3 增進樂曲詮釋與表達之能力。 

三、樂器演奏 

4.成果發表 4-1 舉辦相關之展演活動，給予學生演出表現

之機會。 
1.音樂創作技

法與練習 
1-1 音樂創作基本技巧、多媒體之基本概念、

各種媒材音樂之介紹與賞析。 
2.音樂媒材運

用 
2-1 運用各種媒材進行編曲與創作練習。 

3.成果發表 3-1 舉辦相關之展演活動，給予學生演出表現

之機會。 

四、音樂創作 

4.專題討論 4-1 特定議題的探討，培養學生研究能力和獨

創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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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要點 
一、課程設計 
（一）課程設計應考量與國民教育階段「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課程及大學基礎

教育課程之銜接。 
（二）課程設計著重培養學生對經典音樂作品的基本欣賞能力和興趣，將音樂融

入生活，並藉此建構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宏觀。 
（三）學校得考量地區特性及學校規模，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發展學校本

位課程。 
（四）課程設計應納入生涯發展、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

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相關

議題。 
（五）音樂課程設計應參酌「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之藝術領域十八歲

學生能力。 

二、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教材內容應具時

代性及前瞻性。 
（二）教材之編輯，以每二學分一冊為原則，音樂Ⅲ可依主題分冊編輯。 
（三）教材之編選，應參照本科課程綱要。 
（四）「審美與欣賞」之編選原則如下： 

1.本土音樂應包含臺灣傳統音樂與現代音樂，並涵蓋其歷史、社會與人文背

景；世界音樂著重各國民族音樂，宜由鄰近國家（如：亞洲國家）的傳統音

樂開始，以介紹和欣賞為主；西洋音樂以賞析為重點，介紹樂曲形式、種類、

音樂風格，音樂史則為輔助，音樂作品選擇應具代表性。 
2.欣賞曲之選擇宜考量學生的程度與興趣，兼重教材之多元性及藝術性。 
3.欣賞曲宜配合適當之譜例及解說，以供賞析。 

（五）「歌唱與演奏」之編選原則如下： 
1.歌曲宜切合學生之身心發展需求，音域宜顧及男女聲之差異，合唱曲宜注意

男女聲之適用性。 
2.歌詞、譯詞與填詞，宜講求文學趣味，並能陶冶學生性情者；外文歌曲宜附

原文，以供學生欣賞或練習；以外國語文演唱之歌曲以不超過全冊歌曲百分

之三十為原則，採用譯詞或填詞演唱之歌曲不在此限。 
3.歌曲選擇應含民謠、藝術歌曲、宗教歌曲、通俗歌曲等，合唱歌曲應含和聲

與對位手法的作品；通俗歌曲（含音樂劇選曲或流行歌曲）應精選具流傳價

值者，且不宜超出全冊歌曲百分之十為原則。此外，應視教學需求增選補充

歌曲。 
4.樂器之認識應考量臺灣及世界各主要地區與民族地域之均衡性，選取具代表

性之樂器及其音樂。 
5.樂團編制之認識應介紹各種樂團之樂器組合及功能。 
6.樂器演奏宜參照「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之能力（如：十八歲音樂

能力應達熟練一種樂器，並與他人唱奏不同類型的樂曲），同時考量學生樂

器演奏之先備經驗和能力，編選適合之演奏曲，並與學校社團活動做適當的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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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音樂展演活動之規劃與實作，可先從班級之音樂展演活動開始，進而指導學

生進行班際、校際音樂展演活動之參與或規劃。 
（六）「即興與創作」之編選原則如下： 

1.應考量學生的能力及學習興趣。 
2.鼓勵學生運用生活情境中之聲響進行創作。 
3.善用學科內統整（如：藉由審美與音樂欣賞延伸至音樂創作之教學）及跨學

科統整（如：將學生詩詞作品譜曲）策略，以利音樂創作教學。 
4.創作之紀錄方式宜多元化，除五線譜外，亦可介紹圖形記譜法及多媒體實作

紀錄法等。 
5.音樂美感原則之創作應用宜包含音樂各要素之探索與操作，如：節奏、曲調、

音色、力度、語法、和聲、織度、曲式、表現與時地風格等。 
（七）「音樂知識與練習」之編選原則如下： 

1.「音樂知識與練習」主題應融入「審美與欣賞」、「歌唱與演奏」、「即興

與創作」三項主題之教材編選，不得與三項主題脫節。 
2.記譜法宜延續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音樂課程的

內容。 
（八）各項教材之編選，應著重音樂學習之一貫性，並兼重教材類別之聯繫性。 
（九）音樂名詞之譯名，以教育部之公布為準。 
（十）教材之編輯宜求清晰易懂，所用文字與插圖，應考量學生之年齡及需求。 
（十一）教材之編輯應附教師手冊及輔助教具。 

三、教學實施 
（一）教師應選擇適切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進行教學。 
（二）教師宜視學生音樂能力，適度調整或複習教材內容，以強化教學成效。 
（三）教師實施「音樂知識與練習」教學應與「審美與欣賞」、「歌唱與演奏」、

「即興與創作」三項主題充分結合。 
（四）教師應視地區特色，發展學校本位之鄉土教材，使學生了解鄉土文化。 
（五）教師教學應與學校各項活動密切聯繫，使學生在活動中接觸音樂、喜愛

音樂。 
（六）教師應視教學需要與其他學科保持良好聯繫及互動。 
（七）教師宜視學生需要及教材性質，斟酌採用講解、示範、問答、發表、討

論、合作學習、自學等教學方法實施。 
（八）教師宜運用視聽媒體與社會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九）音樂Ⅲ課程設計之注意事項：  

1.所列各類音樂課程應視學生之能力、興趣及性向，鼓勵學生修習。 
2.課程之各項主題宜視學生意願、教師專長、學校資源等條件，選擇主題分別

開設課程，以延續音樂理論學習、創作、展演、發表為原則。 
3.專題討論旨在鼓勵學生深入探究有興趣之特定議題，以培養獨創之見解及終

身學習之知能。 

四、教學評量 
（一）教師應視學習目標及教材內容，採用適當且多元之評量方法。 
（二）學習評量應兼重認知、技能、情意之學習需求，編配適當比例，並斟酌於

平時或定期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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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量宜採多元方式，如：紙筆評量、實作評量、檔案評量等，並考量

學生個別差異，著重思考及創造力之啟發。 
（四）學校宜進行教學成效評量，做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依據以及實施個別

教學和輔導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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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藝術領域-音樂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音樂」課程綱要 
 

壹、課程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音樂」課程提供學生音樂鑑賞、聲樂演唱、樂器演

奏、音樂創作等延伸學習活動，以增進學生自我學習能力及培養終身學習態度，

四項主題學習活動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音樂鑑賞：提升音樂欣賞的認知與鑑賞能力；體驗音樂鑑賞活動之規劃與推

廣，並培養專題討論之能力。 
二、聲樂演唱：加強歌唱技巧訓練，增進樂曲詮釋的能力，並提供參與展演活動

之機會。 
三、樂器演奏：延伸樂器知識與演奏技巧訓練，增進樂曲詮釋的能力；依據學生

興趣與需求開設各樂器演奏進階課程，並提供參與展演活動之機會。 
四、音樂創作：透過創作練習，強化多媒體於音樂創作的認知與應用能力，提供

參與展演活動之機會，並培養專題討論之能力。 
 

貳、時間分配 
音樂選修課程為二學分，學校可安排每學期每週授課一節（一學分）或每學

期每週授課兩節（二學分）。 
 

參、教材綱要 
音樂選修課程分為音樂鑑賞、聲樂演唱、樂器演奏、音樂創作四類主題，依

各主題分組開設課程。 
主題 主要內容及說明 

1.音樂知識：認識世界各民族之傳統音樂；欣賞各民族傳統音

樂相關之各類藝術型態。 
2.音樂賞析：聆賞各類音樂曲目；聆賞經典之音樂戲劇作品

（如：歌劇、神劇、舞劇、音樂劇等）；培養音樂評析之基

本能力。 
3.成果發表：舉辦音樂欣賞相關活動，展現學生策劃、推展活

動之能力。  

一、音樂鑑賞 

4.專題討論：特定議題的探討，培養學生研究能力和獨創的見

解。 
1.歌曲相關知識：學習歌曲相關知識與背景，以及指揮與伴奏

之功能。 
2.歌唱基本訓練：加強歌唱技巧訓練（如：發聲、咬字與發音

等）。 
3.歌曲演唱：學習獨唱、齊唱、重唱、合唱等各類演唱型態，

包含宗教歌曲、民謠、藝術歌曲、歌劇、當代合唱作品、通

俗歌曲等之曲目；認識並體會歌詞意涵；增進歌曲詮釋與表

達之能力。 

二、聲樂演唱 

4.成果發表：舉辦相關之展演活動，給予學生演出表現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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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及說明 
1.樂器相關知識：學習樂器發展簡史、樂團編制、樂曲背景知

識，以及指揮與伴奏之功能。 
2.演奏基礎訓練：學習樂器演奏與指揮之技巧。 

三、樂器演奏 3.樂器演奏：依據學習需求與學校資源，開設各類樂器學習項

目（如：傳統樂器、絃樂器、管樂器、口琴、吉他及打擊樂

器等）；學習獨奏、重奏、合奏等各類演奏型態之曲目；增

進樂曲詮釋與表達之能力。 
4.成果發表：舉辦相關之展演活動，給予學生演出表現之機會。

1.音樂創作技法與練習：音樂創作基本技巧、多媒體之基本概

念、各種媒材音樂之介紹與賞析。 
2.音樂媒材運用：運用各種媒材進行編曲與創作練習。 
3.成果發表：舉辦相關之展演活動，給予學生演出表現之機會。四、音樂創作 
4.專題討論：特定議題的探討，培養學生研究能力和獨創的見

解。 
 

肆、實施要點 

一、課程設計 
（一）課程設計應考量與國民教育階段「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課程及大學基礎

教育課程之銜接。 
（二）課程設計著重在培養學生對經典音樂作品的基本欣賞能力和興趣，將音樂

融入生活，並藉此建構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宏觀。 
（三）學校得評估地區特性和學校發展特色，透過「課程發展委員會」，協調選

修課程之開設，若有特殊專長師資，也可調整增設選修科目。 
（四）課程設計應納入生涯規劃、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治教育、人權教

育、海洋教育、環境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相關

議題。 
（五）音樂課程的設計應參照「中小學一貫課程體系參考指引」之音樂能力及行

政院「一人一樂器、一校一藝團」之計畫內容，並與學校社團活動做適當

的結合。 

二、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並注意教材內容

應具時代性與前瞻性。 
（二）教材之編選，應參照本科課程綱要。 
（三）教材之選用，視不同組別，選擇適用之樂譜或專書，教師也可自編教材。 
（四）各項教材之編選，應著重音樂學習之一貫性，並兼重教材類別之聯繫性。 
（五）音樂名詞之譯名，以教育部之公布為準。 
（六）教材之編輯宜求清晰易懂，所用文字與插圖，應考量學生之年齡特質及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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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實施 
（一）教師應選擇適切之教科書或自編教材進行教學。 
（二）教師宜視學生音樂能力，適度調整或複習教材內容，以強化教學成效。 
（三）教師教學應與學校各項活動密切聯繫，使學生在活動中接觸音樂、喜

愛音樂。 
（四）教師應視教學需要與其他學科保持良好聯繫及互動。 
（五）教師宜視學生需要及教材性質，斟酌採用講解、示範、問答、發表、討論、

合作學習、自學等教學方法實施。 
（六）教師宜運用視聽媒體與社會資源，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成效。 
（七）音樂選修開設課程注意事項： 

1.所列各類音樂課程應視學生之能力、興趣及性向，鼓勵學生修習。 
2.音樂課程宜視學生意願、教師專長、學校資源等條件，選擇組別開設，以延

續音樂理論學習、創作、展演、發表為原則。 
3.專題討論旨在鼓勵學生深入探究有興趣之特定專題，以培養獨創之見解及終

身學習之知能。 

四、教學評量 
（一）教師應視學習目標及教材內容，採用適當且多元之評量方法。 
（二）學習評量應兼重認知、技能、情意之學習需求，編配適當比例，並斟酌於

平時或定期實施。 
（三）學習評量宜採多元方式，如紙筆評量、實作評量、檔案評量等，並考量學

生個別差異，著重思考及創造力之啟發。 
（四）學校宜進行教學成效評量，做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依據以及實施個別

教學和輔導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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