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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技藝教育藝術職群之挑戰與因應策略 
林芳宜 

新北市私立南強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專任教師 
 

一、前言 

臺灣於民國 57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隨著社會文化發展與經濟成

長，於民國 103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在教育上是往前跨了一大步，也證

明了我國對人才培育的重視，而此時期也是技職教育迅速擴張發展的階段。過去

臺灣社會的經濟發展跟技職教育密切的相關，技職教育培育出許多臺灣產業的專

業人才，奠定了臺灣經濟發展良好的基礎，而國中技藝教育可以使技職教育向下

紮根，透過技藝教育的實施，讓國中學生可以建立正確的職業知能，為自己未來

的工作提前作準備（羅駿升，2015）。 

教育部於民國 100 年公布《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共規劃了 13 職群，

提供給地方教育機關實施國中技藝教育的依據，教育部針對具有技藝性向導向的

學生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教育部，2020）。隨著技藝教育發展越來越成熟，再

加上整體社會文化潮流的改變，教育部在民國 104 年新增了第 14 職群-藝術職

群，提供對藝術領域有興趣的學生，可以提前接觸學習藝術相關的基本知識與技

能以及養成正確的工作態度與職業道德。本文將就國中技藝教育藝術職群課程實

施的現況與問題進行探討。 

二、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與原課綱差異比較 

教育部於民國 104 年公布了藝術職群教學大綱，之後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綱的課程規劃擬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並於民國 110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以下就之前實施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及現

正施行的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差異比較如下： 

(一) 課程架構減少基本單元時數 

   從 104 年公布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藝術群基本單元與延伸單元

皆為 28 節，110 年開始實施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基本單

元減少為 18 節，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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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 104 年課程大綱與 110 年課程實施指引之藝術職群課程架構表比較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藝術職群課程大綱、教育部（2021）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

-藝術職群。 

(二) 彈性主題可依學校屬性及特色自行規劃 

對應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中課程綱要，新增技能領域學習課程，以完備各職

群的學習內涵，故在彈性主題上可依學校本位課程或區域的特色產業由各校自行

規劃，有別於原課綱的已制定好各職群的彈性主題內容。 

(三) 授課時數與節數之調整 

  以往課綱將每學期課程規劃為 15 至 17 週，而藝術群各主題授課節數規劃不

一致，現在施行的課程指引因應九年級學生下學期上課週數較短而將每學期課程

規劃調整為 13 至 17 週，除了職群概論之外，其餘每個主題授課節數皆規劃一致。 

(四) 核心主題選擇規定調整 

原課綱規定學校應規畫開設 1 至 4 個職群，提供學生上、下學期分別選修 1
至 2 個職群，現實行中的課程指引則分成抽離式技藝班每學期應選擇 2 個（含）

以上核心主題上課；專案編班技藝班每學期則選擇 2-3 個（含）以上核心主題上

課，且至少須完成選擇主題之基本節數得以以延伸課程或學校自行增加彈性主題

補足。 

(五) 藝術職群主題基本單元課程調整 

1.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基礎攝影」的單元內容調整為相機原理及功能介紹、

相機拍攝模式介紹、畫面構圖及色彩組成操作以及鏡頭焦距操作；在「影音

剪輯」的單元內容調整為認識影音剪接及版權概念、故事發想及影像拍攝創

基本單元 延伸單元 基本單元 延伸單元

1.職群概論 3 3

2.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 28 28 18 28

3.音樂類展演實務 28 28 18 36-38

4.表演藝術類展演實務 28 28 18 28

5.視覺藝術類展演實務 28 28 18 28

6.舞蹈類展演實務 28 28 18 28

彈

性

主

題

得依學校或區域特色自行調整增加

彈性主題

得依學校本位課程或區域產業特色自

行增加彈性主題

104年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

110年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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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聲音選取與編輯操作、影像聲音合成操作、影像輸出及發佈操作。 

2. 音樂類-弦樂、擊樂展演實務-基本單元保留基礎樂理、樂器認識及基本姿勢

演奏三項單元，其他單元皆移至延伸單元內。 

3. 音樂類-管樂、聲樂展演實務-將原本基本單元內的合奏、合唱練習的部分移

至延伸單元內。 

4. 視覺藝術類展演實務-刪除基本單元「視覺藝術概說」的部分。 

5. 舞蹈類展演實務-基本單元「舞蹈風格型態實作練習」內容刪除流行舞的部分； 
「舞蹈小品實作呈現」內容調整為四小天鵝及鐵扇雄風練習呈現。 

三、國中技藝教育藝術群面臨之挑戰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希望學生能從技能學習導向中，發掘自我興趣與潛能，

並且能夠了解技職教育職群的概況，進而對自己未來的生涯進路規畫更加了解更

多元的選擇性（教育部，2021），因此也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而發展了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但在實際執行上面也遇上了一些挑戰如下： 

(一) 家長對技藝教育的刻板印象不佳 

  梁綺修（2014）技藝教育的標籤作用，在主流的升學主義下讓社會民眾及家

長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選擇技藝班就是學業成績不佳的學生才有的選擇。或

者，認為技藝教育是為了高職可以加分，把技藝教育與就讀高職畫上等號，再加

上現在因少子女化，公立高中成績較以往稍微下降一些，多數家長會把公立高中

放在第一順位，也因如此，會要求學生把心力放在課業上，禁止參與技職教育相

關的課程。 

  家長的刻板印象，常常會是技藝教育推動的阻力之一，相較於其他職群，部

分家長對於藝術群的技藝教育較為抗拒，認為藝術未來的就業進路較窄，機會較

少，所以反對學生參加藝術相關的技藝教育課程。正因如此，在藝術群的技藝教

育上發現部分對藝術充滿熱情與天賦的學生，因家長的反對而捨棄了在藝術領域

上更專業的學習機會。 

(二) 課程主題多元師資不足 

    為使學生能夠更廣泛的體驗學習多元課程，因此藝術職群個核心主題在基本

單元課程設計上非常的豐富，設計了各種不同的技能課程讓學生體驗，但對於技

術型高中端的師資安排上是一大挑戰。音樂類展演實務包含了多種不同類別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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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每位教師各有自己專長的樂器種類，在規定上有特別註明音樂類只須擇一項

進行授課，所以師資安排上相對比較容易。 

    對於舞蹈類展演實務來說，師資安排就比較複雜且困難一點，舞蹈類的基本

單元內容包含了芭蕾、現代舞、中國舞蹈等內容，在舞蹈小品實作呈現的單元內

容包含了四小天鵝練習呈現以及鐵扇雄風練習呈現。與技術型高中合作之國中技

藝教育大多以表演藝術科居多，舞蹈科則較少，故在芭蕾、現代舞、中國舞蹈等

授課教師安排上較為困難。 

(三) 部分學生興趣較單一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中規範藝術群應就 6 個核心主題

中，每學期選擇 2 個（含）以上核心主題上課，讓學生可以更廣泛的體驗藝術群

不同的種類，提供學生對未來藝術群有更多元寬廣的選擇。在實際教學現場，會

遇到部分學生選擇自己想學習的核心主題，對於其他的主題學習意願低落，例

如：學生對於舞蹈方面非常有興趣跟熱情，上舞蹈類展演實務核心主題相關課程

皆全心投入，學期中換電影電視類或其他類別的主題課程後，跟上舞蹈類的上課

表現天差地遠。對於這樣興趣較單一且抗拒學習其他主題的學生，也常會是藝術

群國中技藝教育的挑戰之一。 

四、因應策略 

(一) 政府學校攜手合作宣導 

    許多家長刻板印象中的高職和現在的技職教育並不太一樣，政府可藉由政策

的推動，或透過媒體的宣傳推廣，讓家長可以理解技職教育著重在試探課程也不

是非常專業深入，大家都可以來學習體驗，藉由課程外的體驗探索，讓孩子自己

找到喜歡的東西。在學校端也可以開放讓家長參與技藝教育說明會，或者藉由家

長日安排技藝教育的宣導等等，都可以讓家長進一步對技職教育更加認識和了

解。 

(二) 建構教師支持系統，強化教師專業知能 

    可建立教師專業社群或建立完善的教師支持系統，鼓勵教師可透過專業社群

精進自己的專業知能，或者鼓勵教師透過在職進修、參加工作坊、業師協同教學

或藉由大專院校教師協同教學等方式，從而吸取養分，提升教師自己更多元的專

業知能，以符應課程教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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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了解學生需求，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落實差異化教學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對於學習意願較低落的學生，可採取

例如彈性分組或互動學習等方式（林思吟，2016）。在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上，並

非要教授學生很深入專業的技能，而是以淺顯易懂的內容讓學生體驗技職教育課

程，所以，教師須依學生的需求適時的做調整。 

五、結語與建議 

    江樹嶸（2019）技藝教育在國外是頂尖人才培育的學習的領域，在台灣仍有

許多人認為是不愛讀書的選擇。也因此，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計畫

旨在培養學生生涯試探、觀察學習、模擬實作及自我探索四大能力（教育部，

2020），期望透過國中技藝教育讓學生可以發掘自我興趣與潛能進而規劃自己未

來職業進路之選擇。而實際推動國中技藝教育所面臨之挑戰，建議當前教育主管

機關可透過政策的推動及媒體的宣導，扭轉家長甚至部分學校教師對於技藝教育

的傳統刻板印象；學校方面，可建立專業的教師社群或鼓勵教師在職進修，精進

教師的專業知能；而教師方面，建議可依學生的需求適時的調整教學的方式及內

容。 

    近十年來，臺灣的技藝教育持續在穩定發展中，除了國中技藝教育之外，另

外還有職業試探等等的技藝相關政策推動並向下紮根，儘管在國中技藝教育執行

跟推動上可能仍須面對一些挑戰，但期待未來的學生都能選其所愛，愛其所選，

在各自選擇的領域用心鑽研，每個人都是自己專業上最閃亮的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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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於民國104年公布了藝術職群教學大綱，之後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課程規劃擬定《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並於民國110年8月1日起開始實施。以下就之前實施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及現正施行的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差異比較如下：
	(一) 課程架構減少基本單元時數
	從104年公布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大綱》藝術群基本單元與延伸單元皆為28節，110年開始實施的《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基本單元減少為18節，如下表1所示。
	表1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104年課程大綱與110年課程實施指引之藝術職群課程架構表比較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5）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藝術職群課程大綱、教育部（2021）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藝術職群。
	(二) 彈性主題可依學校屬性及特色自行規劃
	對應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中課程綱要，新增技能領域學習課程，以完備各職群的學習內涵，故在彈性主題上可依學校本位課程或區域的特色產業由各校自行規劃，有別於原課綱的已制定好各職群的彈性主題內容。
	(三) 授課時數與節數之調整
	以往課綱將每學期課程規劃為15至17週，而藝術群各主題授課節數規劃不一致，現在施行的課程指引因應九年級學生下學期上課週數較短而將每學期課程規劃調整為13至17週，除了職群概論之外，其餘每個主題授課節數皆規劃一致。
	(四) 核心主題選擇規定調整
	原課綱規定學校應規畫開設1至4個職群，提供學生上、下學期分別選修1至2個職群，現實行中的課程指引則分成抽離式技藝班每學期應選擇2個（含）以上核心主題上課；專案編班技藝班每學期則選擇2-3個（含）以上核心主題上課，且至少須完成選擇主題之基本節數得以以延伸課程或學校自行增加彈性主題補足。
	(五) 藝術職群主題基本單元課程調整
	1. 電影電視類展演實務-「基礎攝影」的單元內容調整為相機原理及功能介紹、相機拍攝模式介紹、畫面構圖及色彩組成操作以及鏡頭焦距操作；在「影音剪輯」的單元內容調整為認識影音剪接及版權概念、故事發想及影像拍攝創作、聲音選取與編輯操作、影像聲音合成操作、影像輸出及發佈操作。
	2. 音樂類-弦樂、擊樂展演實務-基本單元保留基礎樂理、樂器認識及基本姿勢演奏三項單元，其他單元皆移至延伸單元內。
	3. 音樂類-管樂、聲樂展演實務-將原本基本單元內的合奏、合唱練習的部分移至延伸單元內。
	4. 視覺藝術類展演實務-刪除基本單元「視覺藝術概說」的部分。
	5. 舞蹈類展演實務-基本單元「舞蹈風格型態實作練習」內容刪除流行舞的部分； 「舞蹈小品實作呈現」內容調整為四小天鵝及鐵扇雄風練習呈現。
	三、 國中技藝教育藝術群面臨之挑戰
	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希望學生能從技能學習導向中，發掘自我興趣與潛能，並且能夠了解技職教育職群的概況，進而對自己未來的生涯進路規畫更加了解更多元的選擇性（教育部，2021），因此也呼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而發展了國中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但在實際執行上面也遇上了一些挑戰如下：
	(一) 家長對技藝教育的刻板印象不佳
	梁綺修（2014）技藝教育的標籤作用，在主流的升學主義下讓社會民眾及家長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選擇技藝班就是學業成績不佳的學生才有的選擇。或者，認為技藝教育是為了高職可以加分，把技藝教育與就讀高職畫上等號，再加上現在因少子女化，公立高中成績較以往稍微下降一些，多數家長會把公立高中放在第一順位，也因如此，會要求學生把心力放在課業上，禁止參與技職教育相關的課程。
	家長的刻板印象，常常會是技藝教育推動的阻力之一，相較於其他職群，部分家長對於藝術群的技藝教育較為抗拒，認為藝術未來的就業進路較窄，機會較少，所以反對學生參加藝術相關的技藝教育課程。正因如此，在藝術群的技藝教育上發現部分對藝術充滿熱情與天賦的學生，因家長的反對而捨棄了在藝術領域上更專業的學習機會。
	(二) 課程主題多元師資不足
	為使學生能夠更廣泛的體驗學習多元課程，因此藝術職群個核心主題在基本單元課程設計上非常的豐富，設計了各種不同的技能課程讓學生體驗，但對於技術型高中端的師資安排上是一大挑戰。音樂類展演實務包含了多種不同類別的樂器，每位教師各有自己專長的樂器種類，在規定上有特別註明音樂類只須擇一項進行授課，所以師資安排上相對比較容易。
	對於舞蹈類展演實務來說，師資安排就比較複雜且困難一點，舞蹈類的基本單元內容包含了芭蕾、現代舞、中國舞蹈等內容，在舞蹈小品實作呈現的單元內容包含了四小天鵝練習呈現以及鐵扇雄風練習呈現。與技術型高中合作之國中技藝教育大多以表演藝術科居多，舞蹈科則較少，故在芭蕾、現代舞、中國舞蹈等授課教師安排上較為困難。
	(三) 部分學生興趣較單一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參考指引》中規範藝術群應就6個核心主題中，每學期選擇2個（含）以上核心主題上課，讓學生可以更廣泛的體驗藝術群不同的種類，提供學生對未來藝術群有更多元寬廣的選擇。在實際教學現場，會遇到部分學生選擇自己想學習的核心主題，對於其他的主題學習意願低落，例如：學生對於舞蹈方面非常有興趣跟熱情，上舞蹈類展演實務核心主題相關課程皆全心投入，學期中換電影電視類或其他類別的主題課程後，跟上舞蹈類的上課表現天差地遠。對於這樣興趣較單一且抗拒學習其他主題的學生，也常會是藝術群國中技藝教...
	四、 因應策略
	(一) 政府學校攜手合作宣導
	許多家長刻板印象中的高職和現在的技職教育並不太一樣，政府可藉由政策的推動，或透過媒體的宣傳推廣，讓家長可以理解技職教育著重在試探課程也不是非常專業深入，大家都可以來學習體驗，藉由課程外的體驗探索，讓孩子自己找到喜歡的東西。在學校端也可以開放讓家長參與技藝教育說明會，或者藉由家長日安排技藝教育的宣導等等，都可以讓家長進一步對技職教育更加認識和了解。
	(二) 建構教師支持系統，強化教師專業知能
	可建立教師專業社群或建立完善的教師支持系統，鼓勵教師可透過專業社群精進自己的專業知能，或者鼓勵教師透過在職進修、參加工作坊、業師協同教學或藉由大專院校教師協同教學等方式，從而吸取養分，提升教師自己更多元的專業知能，以符應課程教學所需。
	(三) 了解學生需求，適時調整教學內容
	落實差異化教學採取不同的教學策略，對於學習意願較低落的學生，可採取例如彈性分組或互動學習等方式（林思吟，2016）。在國中技藝教育課程上，並非要教授學生很深入專業的技能，而是以淺顯易懂的內容讓學生體驗技職教育課程，所以，教師須依學生的需求適時的做調整。
	五、 結語與建議
	江樹嶸（2019）技藝教育在國外是頂尖人才培育的學習的領域，在台灣仍有許多人認為是不愛讀書的選擇。也因此，教育部推動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計畫旨在培養學生生涯試探、觀察學習、模擬實作及自我探索四大能力（教育部，2020），期望透過國中技藝教育讓學生可以發掘自我興趣與潛能進而規劃自己未來職業進路之選擇。而實際推動國中技藝教育所面臨之挑戰，建議當前教育主管機關可透過政策的推動及媒體的宣導，扭轉家長甚至部分學校教師對於技藝教育的傳統刻板印象；學校方面，可建立專業的教師社群或鼓勵教師在職進修，精進教...
	近十年來，臺灣的技藝教育持續在穩定發展中，除了國中技藝教育之外，另外還有職業試探等等的技藝相關政策推動並向下紮根，儘管在國中技藝教育執行跟推動上可能仍須面對一些挑戰，但期待未來的學生都能選其所愛，愛其所選，在各自選擇的領域用心鑽研，每個人都是自己專業上最閃亮的一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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