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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以下分就結論與建議，分別敘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所設計之教學設計內容、流程、結構及評量工具，經實施後，蒐集學生學習評量表

現，提出以下結論： 

一、本研究設計之評量表一 

『班級音樂會』籌備工作分配表，可提供教師教學使用，根據研究者設計之教學模式，配

合教師用評量工具表 1，進行發表教學時分組評量，作為教師評量學生工作分配使用。研究結

果顯示，五成以上的學生可以主動積極完成自己的學習活動，而且經過教案實施後，所有學生

都可完成音樂會的籌備工作。。 

二、本研究設計之評量結果二 

小組展演分工記錄表，可作為各組發表教學法之分工紀錄，根據表演曲目、曲目簡介、器

材、工作分配、預定進度及完成狀況，讓學生進行分工，做好發表教學法的準備。研究結果顯

示，八成以上的學生是可以主動，樂於參與歌唱、演奏或創作等集體音樂活動，幾乎全班都可以

達成教師預設的教學目標。 

三、本研究設計之評量表三 

班級音樂會平時觀察紀錄表(教師用)，教師就各組及組員的完成度與參與度，做為評量表

現評估內涵，教師自 1~5 分評量每位學生的平時表現。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同儕之間的鼓勵效

果，幾乎全班學生都能夠完整的演出樂曲，即使原本學習能力較微薄弱的學生，都可以上台演

出。 

四、本研究設計之評量表四 

班級音樂會自評互評表分為「熟練順暢地表演默契佳、熟背曲調與歌詞、演奏演唱音準精

確」三項規準，提供學生自評與互評使用，就學生學習表現標準分為五等級。研究結果顯示，

八成以上的學生都能夠清楚的描述各組演出技巧及團隊合作態度的優缺點。 

五、研究者設計之學生學習省思表 

就幕後工作、幕前演出、音樂會整體表現，提出學習省思，展現學生對於自我學習省思，

顯現對音樂發表的學習感動、收穫、對自己更加精進的期待。研究結果顯示，極少數學生因為

文字使用上的困難或是缺席無法如期繳交出學習單，大致上的學生都能從此課程感受到合作參與

極認真練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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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質化量化的評量結果顯示，使用此教學法，學生學習成效十分良好，甚至更優於預期

結果，發現這樣的課程能更喚起學生主動學習，精益求精的態度，同時能夠兼顧異質性教學，

達到差異化教學的用意，並能夠讓全班凝聚向心力，了解合作的重要性與可貴，能與人溝通與

合作這是少子化之後，教學上重要的議題，所以根據此研究，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給藝文教師發表教學之建議: 

（一）建議教師可參考本研究設計之教學模式進行主題統整發表教學活動，對於中小型學

校師資人力不足，可以有所幫助，落實主題統整教學設計。 

（二）研究設計之評量工具，對應發表教學模式設計，並經過心測中心學者指導，具有一

定效度，可提供教師實施過程評量與結果評量使用，作為整體教學設計與評量工具。 

 

二、給學校單位之建議 

（一） 建議各校落實校本特色課程活動，參考發表教學模式，給予學生展現藝文興趣的

學習機會。 

（二） 建議提供教師有關主題統整教學模式之研習與增能工作坊，了解發表教學模式之

使用及設計。 

（三） 建議學校爭取藝文發表相關設備，為教師提供音響設備等設備，讓發表教學能夠

更順利進行，展現更好的教學成效。 

三、給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建議 

（一） 辦理發表教學模式觀摩研習，可就藝文主題統整教學模式進行分享對話，提升教

師了解發表教學法的實施與評量。 

（二） 建議教育主管行政機關，補助學校進行校本課程所需的經費資源，讓學校發鰾學

設備更加充足，使校本特色課程 

（三） 因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所需的溝通表達與合作能力，本教學模式可做為十二年

國教課綱之前導示範，引發更多教師了解及參與，產出更多教學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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