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緣起及目的 

 

第一節 緣  起 

 

本校自民國 89 年，九年一貫開始實施，藝文老師們想給學生不一樣的九年級回憶，因此，

根據學生特質所設計滾雪球的課程，從單一班級課程全學年的課程設計，全校共同實施成為校

本特色課程－「夢想北安」音樂發表會。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國中學生為中心，由研究團隊設計「夢想北安音樂發表會」(以下簡稱

夢想北安)課程，設計與教材統整規劃，針對現階段國中學生之「夢想北安」課程實施現況作

一深入探究，希望瞭解目前「音樂發表會」課程之時數安排、課程設計、教材內容規劃、評量

方式等相關教學成效。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一套適合國中學生「音樂發表會」課程設計及教材

規劃之可行性方案，作為學校課程安排及教師教學之參考依據。研究動機可分以下五點敘述： 

 

一、發表教學法符應「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哲理 

發表教學法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一種教學策略，教師不再是單方向的注入知識，而是讓學

生透由語言、文字、藝術、動作等不同方式，將所習得的知識、技能、思想、情意等作充分而

有效的表達，展現其學習成果(高強華，1988；林進材，2000；李文秀，2010)。 

 

二、發表教學法符合十二年國教需求，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發表教學法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學生的發表能力，學生可藉由學習、發表的過程一方面提升

學習能力，另一方面達到自我實現或學習成就，同時增加自信心（王真麗，2005）。可靈活應

用在以下教學：語言表達、文字創作、美術創作、技能動作、創作發明、音樂演唱、戲劇表演、

媒體創作，實符合十二年國教的素養導向教學的需求，因此以發表教學法進行系統性分析實屬

必要。 

 

三、發表教學法是本校特色活動，成為校本課程的獨特活動 

十二年國教課綱明定「彈性學習時間」：依據學校條件與學生需求，可做為學生自主學習、

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補強性教學及學校特色活動等之運用（教育部，2014）。「夢想北安」

發表教學法正可建構本校特色活動，依據北安學生的興趣與身心發展階段、學校背景與現況、

家長期望、社區資源辦理的例行性且具獨創性的藝文領域教學活動，並解決小校藝文師資不足

的問題。 



四、發表教學法之系統性教材，亟需有效教學實證 

熟悉各類發表內涵後，開始進行一般發表教學法教學設計時教師可依循以下六個程序：引

起動機、準備發表、充分練習、佈置場所、正式發表、評鑑結果；依照步驟進行發教學法教學

設計，不只能讓新手教師嘗試發展教學法，也能讓熟悉發表教學法之教師能以此架構為基礎發

展出更豐富之課程（王真麗，2005；林進材，2000）。就發表教學法之系統性教材，仍有待教

師開發及實證研究證實教學成效。 

 

五、發表教學與評量工具，有待教學實踐詮釋 

教師可以運用多種方式紀錄學生學習活動的表現，例如：教學日誌、活動心得、成品製作、

專題報告、發表活動、遊戲化評量、訪問及調查等；此外，家長、學生或同儕參與評量，也能

夠呈現出活動評量的多元化、適性化的特質；並依據學生身心發展的不同及個別差異，並視學

科內容及活動性質，採用不同的評量方式（湯梅英，2000；陳清溪，2003；詹于倩，2001）。

就發表教學法的評量工具與教學實踐，有待教學現場的實踐與探討，了解發表教學法的有效評

量方式。 

研究者身為臺北市藝文領域輔導團團員，在教育現場服務已逾二十年，實施發表教學法多

年的經驗，看見實作評量與發表教學的互相搭配設計，看見實作評量與發表教學的實踐歷程，

展現以學生為中心的藝文展演圖像；此外，發表教學法在國中現場的教學實踐之研究甚為欠

缺，是藝文領域教學研究所未著墨之處，基此，為文探討「音樂發表會」課程實踐可能，期待

激起更多藝文領域教師共同投入此領域的發展。 

因此，本研究旨在發展一套適合國中學生「音樂發表會」教學模式之課程設計與規劃方案，

了解發表教學成效，並建立適合的評量規準，作為未來各校及教師在「音樂發表會」教學之研

究參考。 

 

 

第二節 目   的 

 

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瞭解適合國中學生的發表教學模式之教學內容、歷程與評量設計。 

二、探討音樂發表會教學模式之教學成效。 

三、分析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 

 



 

第三節 待答問題 

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了解適合國中學生的「夢想北安」教學模式之教學流程與評量設計為何。 

二、音樂發表會教學模式之教學之成效。 

三、研究結果及相關建議為何。 

 

 

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夢想北安」教案模組 

本研究所指「夢想北安」係以發表教學法為基礎，進行藝文領域學習成果發表，由研究者

與教學團隊研發之「夢想北安」教案模組，於本校實施 16 年，透過本研究之觀課專家共同參

與討論，修正本教案設計與評量工具，發現學生在藝文領域發表教學成果獲得深刻回饋，教學

設計並於臺北市藝文領域輔導團公開授課，並於一所學校實施課程後，再修正教案架構及教學

內容，反覆修正而得本教案模組。 

 

二、藝文領域發表教學 

本研究設計之「夢想北安」藝文領域發表教學，係統整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課程，

以辦理音樂發表會為目標，在各科教學目標： 

（一） 音樂課： 

1. 培養個人音樂表現能力 

2. 認識音樂會各項工作 

3.與他人合作完成音樂會籌備工作 

（二） 視覺藝術課： 

1.理解舞台設計概念 

2.表現藝術設計能力 

（三） 表演藝術課： 

1.表現肢體運用開發 

2.累積上台展演經驗 

 

三、發表教學法之流程 

本研究課程設計根據發表教學流程，以十節課進行，分為四階段： 



（一） 引起動機：使學生有強烈發表的需要和慾望(楷模、外在誘因)。 

（二） 蒐集資料：指導學生蒐集適合資料充實發表內涵。   

（三） 指導發表：指導學生發表的技巧與方法。 

（四） 評鑑結果：師生共同評鑑，以期精益求精而有更好的創作。 

 

 

第五節 研究成效 

 

一、實務方面：建構發表教學設計模組，提升學生藝文能力展現 

研究團隊提供發表教學法在藝文領域教學的課程展現，建構陪養學生藝文素養之教學模

式，使更多藝文領域教師看見音樂發表教學的實證性研究結果，透過課程提升學生藝文能力之

可行性，突破以往藝文領域教學之個人發表教學模式。本研究以發表教學實證研究的初步嘗

試，以質性資料具體呈現發表教學引導學生藝文能力展現的研究成果，提出教育現場以發表教

學課程設計之可行模式。 

 

二、學術方面：驗證音樂發表之重要，落實實作評量理論 

本研究在音樂發表課程設計歷程，以實作評量引導藝文能力展現，研究結果可驗證教育現

場的藝文領域實作評量的理論，提供藝文素養發展的可能教學及評量方式。 

  本文從實作評量、訪談方式呈現教學成果，提供實作評量的教學證據，詮釋音樂發表提升

藝文素養的重要性，並落實實作評量的可行性。 

 

三、個人方面：以音樂發表教學為目標，共同備課專業成長 

  研究團隊自九年一貫課程開始，實施藝文領域主題統整教學，深感實作評量之重要，在進

行發表教學與實作評量的分析後，對於研究團隊在共同備課過程，深獲教學專業精進成長，在

教學歷程中因教師學習社群而獲得支持與分享，獲得專業知識與時俱進的教學動力，與團隊同

仁在共備中一起向前行，期能引發音樂發表教學與實作評量的回響，並促發更多學子在藝文素

養的展現。 

 

四、分享教學成功經驗 

    音樂發表會在各校應該或多或少都有類似活動，本校因實施多年，藉由此研究，建立一個

學生班級音樂會，從規劃到實施及評量，建立一套完整的方案，並在研究完成時公開推廣成功

的經驗。  

 



 

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研究團隊所服務學校九年級學生為對象，自九年一貫課程開始，本校實施藝文領

域主題統整教學，是校本特色課程，研究結論不宜過度推論，僅以研究對象為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