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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資培育/合作大學基本資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秉承古典師範精神，培訓優質中等學校音樂專

業師資。藉由大學一年級的師培體驗課程及整體修課的學習表現，做為師資生

資格的甄選標準，全系大學部共有百分之四十的學生能通過篩選成為準音樂師

資生。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的音樂教育組，亦是臺灣各級學校專業音樂師資

培育的重要搖籃，每年約有十位優秀學生成為音樂教育大家庭的一員。 

    此次的「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安排是以教學觀摩、課堂創思討

論、專題講座、實務工作坊等多樣方式，與本系師資生以及中小學教育現場的

音樂教師們進行融入式的分享。其中，本系參與此計畫的學生包含了大一「學

校音樂教育導論」、大一「當代音樂教學法」、大三「音樂教材教法」、大四「音

樂教學實習」及研究所「多元文化之音樂教育」等課程的修課學生。 

    為了能同時協助教學現場的音樂師資，本次計畫亦透過全國性的音樂教育

學術研討會，將跨領域美感素養的相關知能推廣給與會的中小學音樂教師。計

畫主持人全力協助總計畫團隊，透過書面溝通方式給予七所種子學校的「跨領

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建議及回饋，並實地參與其中一所種子學校的課程觀摩

與實作訪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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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計畫內容簡述 

    （一）執行期程：108年 8月至 109年 7月 

    （二）執行項目： 

  1. 輔導種子學校進行跨領域美感計畫相關事務 

  2. 辦理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增能工作坊與講座 

  3. 協助建構音樂跨領域美感課程模組 

  4. 協助總計畫執行音樂跨領域美感計畫相關事務 

 （三）執行人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潘宇文副教授 

二、計畫預期效益 

（一）協助教學現場活化，建立音樂學科與其他領域跨領域美感典範 

（二）建置音樂跨領域美感課程支持系統，提供豐厚資源與輔導機制 

（三）連結職前跨領域美感師資培育，深植美感於音樂師資生的生活 

（四）結合相關單位資源與人力，多方面行銷並推廣跨領域美感教育 

（五）建構跨領域美感論述，豐厚臺灣在地音樂跨領域課程研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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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執行情形 

一、輔導種子學校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實地訪視種子學校～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受到蕭志良教務主任及莊天愛老師的邀請，於 109年 4月 22日下午實地訪

視該校的美感跨域課程方案執行情形，並參與「創藝成德人、點亮後山埤」之

「成德魔術詩」課程的教學觀摩。該堂課是由外聘協同詩人顧蕙倩老師，帶領

七年級學生進行賞詩、念詩、讀詩、作詩的學習活動。 

 
顧蕙倩老師的授課情境 

 

 
課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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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大學端跨領域美感課程辦理情形 

辦理跨校合作之音樂教師實務工作坊 

    108年 12月 7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舉辦「2019音樂教

育學術研討會～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的音樂課程與教學」，其中一個焦點對談及

三個實務工作坊場次有融入跨域美感教育的議題討論、課程設計以及教學策略

等內容，並涵蓋了綜合活動、語文、科技等非藝術領域的科目。 

  
焦點對談：「素養指標 vs.音樂教學實踐」 
與談人：林小玉教授、范信賢老師、陳曉雰

教授 
主持人：郭曉玲教授 

實務工作坊：「素養導向的生活課程聽覺教學

設計」 
主講人：李宛倫老師（高雄市立壽山國民小學

音樂教師兼教務主任） 

  
實務工作坊：「樂中閱讀～以神劇《彌賽亞》

中〈哈利路亞〉大合唱為例」 
主講人：莊森雄老師（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

學音樂教師兼輔導主任） 

實務工作坊：「傳音新奏—中國傳統音樂在高

中創新教學實務方享」 
主講人：方美琪老師（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

音樂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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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系師資生之增能講座及教學觀摩 

    本計畫除了提供本系師資生參與前述的學術研討會外，亦為修習不同年級

與課程的師資生安排了下列的體驗課程、教學觀摩、專題講座等學習活動。在

這些增能活動中，音樂專業師資們與本系師資生分享並討論進行語文、社會、

科技、健康與體育等非藝術領域科目的跨域美感教學之經驗及見解。 

編號 
活動日期、地點、主題、 

講師、師資生 
活動照片 

1 

日期：108年 9月 26日 15:20-16:10  
地點：臺北市立景興國中音樂教室  
主題：音樂節拍律動的跨域美感體驗 
講師：張巧燕老師 
師資生：音樂教學實習課大四學生 

 

2 

日期：109年4月16日15: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永春高中音樂教室 
（因應疫情，採直播方式進行講座） 
主題：木箱鼓實作教學與流行音樂文化 
講師：李睿瑋老師 
師資生：音樂教學實習課大四學生 

 

3 

日期：109年4月27日10:00-12:00  
地點：臺師大音樂學系館308教室 
主題：音樂節奏律動與Rap創作教學 
講師：張巧燕老師 
師資生：音樂教材教法課大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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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期：109年4月30日15:00-16:00  
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中音樂教室 
（因應疫情，採直播方式進行講座） 
主題：生活中的古典音樂與學生音樂劇

創作分享 
講師：陳佩君老師 
師資生：音樂教學實習課大四學生  

5 

日期：109年5月14日14:00-15:00  
地點：新北市立店高中音樂教室 
（因應疫情，採直播方式進行講座） 
主題：鐵琴實作教學與英國流行文化 
講師：李若瑜老師 
師資生：音樂教學實習課大四學生 

 

6 

日期：109年5月21日13:20-15:20 
地點：臺師大音樂學系館演奏廳 
主題：音樂教學與十二年國校本課程的

對話 
講師：國立華僑高級中學江俊銓教務主

任、王瑋甄老師 
師資生：音樂教學實習課大四學生 

 

7 

日期：109年5月28日13:20-15:20 
地點：臺師大音樂系館210教室 
主題：跨領域美感教學的理論與實務 
講師：潘宇文副教授 
師資生：音樂教學實習課大四學生 

 

8 

日期：109年6月18日10:00-12:00 
地點：臺師大音樂系館演奏廳 
主題：奧福音樂律動教學專題 
講師：臺北市立大學郭芳玲助理教授 
師資生：當代音樂教學法課大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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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總計畫執行跨領域美感計畫相關事務 

書面審查種子學校的「跨領域美感課程教學方案」 

    109年 3月應總計畫團隊的邀請，協助書面審查七所種子學校的跨領域美感

課程教學方案，以期給與藝術領域或學科課程一些有效的建議及回饋，讓參與

的教師群能夠精進教學，使學生獲得更完善的學習。 

    茲將種子學校名稱、教學方案名稱、藝術領域科目、非藝術領域科目等資

訊，彙整於下表。 

編號 種子學校名稱 教學方案名稱 藝術領域科目 非藝術領域科目 

1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創藝成德人、 
點亮後山埤 

視覺藝術、音樂 國文、資訊科技 

2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Soundscape— 
在城中探索城事 

音樂 地理 

3 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 
你可聽見人民在

歌唱? 
音樂 公民 

4 南投縣竹山鎮過溪國民小學 茶香琴韻樂音揚 音樂 茶道、閩南語 

5 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民小學 美哉「心」生活！ 音樂 
國語文 
自然與生活科技 

6 臺南市立佳里國民中學 節奏密碼舞藝數 視覺藝術、音樂 數學 

7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與音符一起說

「畫」 
美術、音樂 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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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具體成果與效益 
一、參與本計畫師資生之學習成效 

    （一）師資生在本計畫的活動中開啟了跨領域美感教育的視野。 

    （二）音樂教學實習課的師資生獲得融入跨域美感教學的知能。 

二、跨領域美感課程開發成果 

    （一）種子學校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教學案例「創藝成德人、點亮後山

埤」是值得推廣的優良範例。 

    （二）種子學校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教學案例「你可聽見人民在歌唱?」

是值得推廣的優良範例。 

伍、結論與建議 
一、執行計畫期間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方案 

    （一）原先總計畫分配了四所種子學校的輔導任務，但僅有一所種子學校

與本人進行聯繫與互動。因此，種子學校的聯繫窗口資料及師培大

學委員的輔導工作內容等，皆須有更明確的說明。 

    （二）這學期遭遇 COVID-19 疫情本校改採遠距視訊教學一個月，後續師

資生的到校觀摩課程也改為線上交流，且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提前到

六月第一週，因而影響了師資生跨領域美感課程教案的實作開發。 

二、計畫未來展望與建議 

    （一）持續培養音樂師資生的跨領域美感課程理論及教學協作知能。 

    （二）搭建音樂師資生與現場跨域美感實踐教師的對話及觀摩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