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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上學期台北市立復興高中音樂欣賞 教學計畫大綱 

一、設計理念 

    台灣這塊土地上具有豐富的音樂文化與底蘊，台灣音樂除了受到中國大陸影響深遠的南北

管與傳統戲曲外，也包含民間歌謠、原住民族音樂、當代創作音樂及流行歌曲等多元音樂文化。

本課程以「台灣音樂史」為主軸進行介紹與欣賞，介紹台灣豐富多元的音樂文化，並因應近年

來音樂班所面臨大學音樂術科聽寫、樂理考試「素養導向」、「新式題型」等趨勢，以現有的

經典作品本身為核心，透過聽寫、樂曲分析、和聲及音樂常識介紹等方法進行串聯，使學生對

台灣音樂有更全面、深入的認識，同時提升全方位的音樂能力。 

    本課程銜接國中音樂史課程，加強學生基礎知識與概念，而本學年以台灣音樂史為主軸，

進一步增進其音樂能力，除了達成 108 課綱中「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外，亦能促成「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二、教學目標 

1. 能認識台灣音樂史之歷史脈絡及相關知識與概念。 

2. 能針對老師指定之台灣音樂樂曲進行聽寫及分析。 

3. 能欣賞並指出老師指定之台灣音樂樂曲的特色。 

三、評量方式 

1. 課堂參與(20%)：觀察學生平時上課參與度及出缺席，作為該項成績之依據。 

2. 平時作業(20%)：包含老師指定之台灣音樂或中國音樂樂曲聽寫及分析、鑼鼓經實作展

演、台灣音樂聲景踏查學習單等，於期中及期末時整理並繳交。 

3. 評量測驗(30%)：分為期中(15%)及期末(15%)評量測驗 

4. 期末報告(30%)：依照老師之規定，以台灣音樂為範疇，進行上台口頭專題報告，以20分

鐘為限，評分標準項目為口條台風、內容適切度、PPT設計等。 

四、教學進度 

每週節數 2 編定教師 李哲文 使用書籍 育達高中音樂上、下冊 對象 高一音樂班 

週次 教 學 內 容 教學策略與評量 備註 

一 課程介紹     介紹課程大綱、評分標準、課堂規定及期末報告須知。  

二 
認識台灣民歌 

福佬系民歌 
    透過〈台東調〉的聽寫、調式判斷及樂句分析，訓練學生

對於音樂元素的觀察，進而了解台灣民歌的特色，並認識恆

春、蘭陽、彰南地區閩南系民歌以及客家山歌、小調等。 

 

三 
認識台灣民歌 

客家系民歌 
 

四 原住民族音樂 I 
    透過原住民族傳統歌謠音樂織度判斷分析，了解原住民族

歌謠形式的多樣性(單音、複音、異音唱法)，並介紹各個民族

的代表歌謠、祭儀及樂器等。 

議題融入：原住民

族教育 

五 原住民族音樂 I 

六 北管音樂賞析 
    透過〈風入松〉的聽寫及調式判斷，介紹、比較台灣南北

管的歷史脈絡、用途、音樂內容及代表藝師與作品，並帶領學

生進行鑼鼓經的實作體驗。 

    【鑼鼓經實作體驗說明】：第 10 週第 2 節課介紹鑼鼓經，

並請學生分組，利用手邊的材料模仿各樂器聲音，完成京劇鑼

鼓〈流水板〉的演奏，第 11 週第 2 節課分組上台展演，老師

給予鼓勵及回饋。 

實作體驗：提醒同

學下周驗收。 

七 南管音樂賞析  

八 台灣戲曲音樂 I     藉由台灣歌仔戲、布袋戲的欣賞，認識台灣傳統戲曲的歷 議題融入：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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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台灣戲曲音樂 II 

史風格、特色、代表人物及作品，體會傳統戲曲「寫意」的精

神及唱腔之美，並藉由早期及現代演出人員性別比例之差異，

探討戲曲音樂性別傳統的轉變。 

等教育 

十 期中評量 
    期中形成性評量，範圍為本學期 2 至 7 週所學之中國音樂

史內容，包含樂曲聽辨、音樂史常識選擇題及簡答題。 
 

十一 台灣當代創作音樂 I 
    透過江文也〈台灣舞曲〉的背景介紹及樂曲分析，了解台

灣藝術音樂的歷史，並分為日治時期、戰後、80 年代以後三

個時期分別介紹代表作曲家及作品。 

提醒同學整理期末

報告內容，並安排

報告順序。 

十二 台灣當代創作音樂 II  

十三 台灣流行音樂史 I 
    介紹台灣自日治時代至今的流行歌曲脈絡，透過〈桃花泣

血記〉的聽寫、〈橄欖樹〉的習唱，了解台灣流行音樂的風格

轉變，並探討日本、歐美對於台灣流行音樂形成的影響。 

議題融入：多元文

化教育 
十四 台灣流行音樂史 II 

十五 期末評量 
    期末形成性評量，範圍為本學期 8 至 15 週所學之台灣音

樂史，包含樂曲聽辨、音樂史常識選擇題及簡答題。 
 

十六 期末專題報告 I 

    按照老師指定題目，分組口頭分享 

 

十七 期末專題報告 II 

學習歷程：提醒同

學整理本學期學習

成果，於下週帶來。 

十八 課堂總結 
課堂總結階段，協助學生整理本學期學習成果(如：踏查報告

PPT、作業筆記、鑼鼓經實作影片)並完成課堂學習歷程之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