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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階段美感教育從師培起： 
藝術領域教材教法課程設立歷程 

李其昌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自 2013 年 8 月頒布，隔年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11 月公布；前者強調「臺灣好美：

美感從幼起、美麗終身學」，後者規劃校訂課程可以「跨領域／科目」形式進行

統整。兩者交薈顯示出美感教育起於幼兒園，再向上延伸至小學及中學教育的重

要性，上述的學習階段的領域課程，尤以藝術領域最為直接，由於美感為藝術的

必備元素，是以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課程，為落實中長程計畫的主要奠基場域。

然而，在領綱從分科至領域統整的規範下，師資生（pre-service teacher）亟需在

此變革了解「藝術領域教材教法」的課程學習，以彌補長年分科教育及缺乏跨科

及跨領域的師資培育課程。 

依照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的核心素養導向規範，藝術教育在我國小學的師培

課程的教育學分，除了「教學相關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以下簡稱 PK），

還有「專門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以下簡稱 PCK），

後者必須與系所的專門學科課程相呼應，也就是教材教法課程；然而，因為國小

教師向來為級任老師包班制，但是藝術課程通常為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等

分科實施，依照新課綱的要求，小學皆需跨科統整教學，在師培中心中，卻沒有

設立「藝術領域教材教法」等 PCK 課程，這對我國師培課程為因應課綱與國際

發展已面臨改革的衝擊。 

研究者身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與師培的關涉者，亟思立足於世界教育趨

勢，在小教階段對藝術教育專門課程建立的期待，邁向藝術專長教師的保障，思

慮我國小學藝術教育之趨勢，先從師培系統起，終於 2019 學年度起建立「藝術

領域教法教法」課程，與其他領域課程等值，協助美感教育之落實與推廣。 

二、研究背景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 UNESCO）於 2010 年假首爾舉辦之藝術教育世界研討會中，

制定政策與部屬資源以確定永續性的學習進路，「藝術領域」是屬於學生在學校

所有階段的全人教育，跨領域藝術的經驗在校內外可以包含著數位媒體的形式賦

予差異性的學習者共同來體驗。在「首爾議程」（Seoul Agenda）（UNESCO，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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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三項目標： 

1. 藝術教育是一種基本的、可持續的、高質量的更新教育的組成部分，特別是

──作為廣泛和全面教育的一部分，在所有教育水平的學生在所有藝術領域

的綜合研究。 

2. 確保各種藝術教育的活動和課程在觀念和實施上具備高品質。 

3. 在當今世界所面臨社會與文化上的挑戰時，能應用藝術教育所學得的原理與

實務。 

上述經國際認可藝術教育對國家三個面向的重要性，在臺灣產生回響，《教

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2014 年至 2018 年）第一期五年計畫自 2013 年 8 月

頒布，隔年《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於 11 月公布；前者強調「臺

灣好美：美感從幼起、美麗終身學」（教育部，2013），後者規劃校訂課程可以「跨

領域／科目」形式進行統整（教育部，2014）。 

兩者交薈顯示出美感教育起於幼兒園，再向上延伸至小學及中學教育的重要

性，上述的學習階段的領域課程，尤以「藝術領域」最為直接，因為美感為藝術

的必備元素，是以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課程，於 2018 年 10 月 23 日頒布將於 2019
學年度於全國學校正式實施；由於《藝術領綱》在小學部分，係起於小學三年級，

預計 2021 學年度將正式實施。 

因此，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不同於九年一貫課綱，在課程架構有兩個最大的

不同之處： 

1. 以前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建置；而今，係從三年級。一、二年級的「生活」

課程，有部分規劃藝術內容。 

2. 以前雖然強調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統整教學，領綱還是分為音樂、視覺藝術

及表演藝術；而今，則明文規定：「國民小學以領域教學為原則」（教育部，

2018），雖然學習內容仍三科分立，學習表現則跨科呈現，符合總綱跨科、跨

領域的理念。 

再加上《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年計畫（108-112 年）：美感即

生活—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國際連結》於領綱同年同月頒布，顯示小學的藝術

領域，勢必得融入美感素養。然而，新課綱除了有賴現職老師（in-service teacher）
研習精進外，師資培育中心的小學師培單位跟上新政策，更顯得格外重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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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為例，雖有各領域的教材教法，卻沒有「藝術領域教材教法」

課程，在小學強調包班制的教學現象下，應該於以補足，所幸在有識之士歷經中

心會議、教務會議與核報教育部等層層修法下，2019 學年度研修小教的師培生，

已落實如同其他領域教材教法成為必修課。 

三、國際潮流趨勢 

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可從國際組織冀其永續於教育而得知。2015 年 UNESCO
繼續發表了「仁川宣言─教育 2030：朝向全納性與公平性之全民優質教育與終身

學習」（United Nations Education，2016），從副標題中可以看出是對先前「首爾

議程」的迴響，因為「全納」、「公平」、「全民」與「終身學習」等詞彙，擴展了

「永續」教育的目的。 

無獨有偶，在 2016「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簡稱 OECD）也發表「教育與技能的未來：OECD 教

育 2030 之架構」（OECD，2016）。文件中提出兩個關鍵問題： 

1. 什麼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是現今學子在塑造與繁榮他們的 2030 世界時

所需要的呢？ 

2. 學校教學系統如何才能有效地發展這些需要的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呢？ 

 

 

 
 
 
 
 
 

 
圖 1 世界藝術教育對應臺灣美感/藝術教育的發展 

奠基於「首爾議程」的探討，再至 UNESCO 與 OECD 的宣告，世界上重要

組織已對於「未來 2030 年」視為「一個教育發展的階段抑或轉捩點」（洪雯柔，

2017，頁 100）。「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如何學習與培養對照於臺灣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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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所開展的十二年基本國民教育，其核心素養導向中，強調培養學生僅具備

「知識、技能、態度」（范信賢，2016），以及成為一位終身學習者。此間所述雖

然恰如「首爾議程」、「仁川宣言」與「OECD 的教育架構」的主要觀點，但是缺

乏「價值觀」的培養。倘若在 2030 年我們的國民缺乏此素養，是否無法與國際

連接？再者 OECD 所提出的「教學系統」一詞，在我國的藝術教育師培系統，

又該如何面對呢？我們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該從世界的觀點，與之同步思考我國師

資培育小學藝術教育的課程趨勢，那就是具備每個學科「科科等同價值」。 

四、研究計畫探討之問題 

為我國未來藝術教育提出具體行動基模為本研究之目的，歸納上述研究問

題，提出我國培育未來小學藝術師資需要的內容為何？ 

基於以上的研究問題，我國的藝術教育課程，分為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

術，從彙整這三學科於課程總綱與《藝術領綱》的內容要點，再進行師資培育的

相關課程探討，釐清學科內容知識（CK）為系所課程，教學相關知識（PK）為

教育學分；專門學科教學知識（PCK）雖為教育學分，實為連結 CK 與 PK 之關

鍵重點；換言之，小學藝術領域教師，研修自己藝術系所及師培中心的課程外，

對於未來任教的藝術領域課程，有研修藝術領域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的必要性。 

師資培育在教育部拋出小教合流培育之後，課程的架構就顯得更重要。在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總綱的規範中，國小教育階段藝術領域係採領域教學為主。它

不同於國中階段的分科教學，除了藝術領域的智能外又兼具備各藝術學科的專門

知識與技能。就 2018 學年度之前的師資職前培育課程結構，國小教師的培育只

有教育專業課程（PK），藝術教育相關的專門課程由於系所難以配合開課，或是

較不同意外系同學修課，卻被納入教育專業課程，例如「藝術教育」、「音樂教育」、

「兒童劇場」等。 

更難以理解的是，具備「國語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國民

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

教法」、「國民小學綜合活動教材教法」、「國民小學教學實習」等，卻是遍尋不著

「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因此，職前培育師資要求本科教材教法的訓練下，

然而在 2019 學年度之前，國小的藝術師資生，鼓勵練習成為「一般老師」，卻忽

略了自己專門科系的「藝術領域教材教法」。是以八大領域中的藝術領域，需與

其他七大領域科科等值，落實藝術教育訓練。 

總之，在教育專業學分的學習中，因為國小的師培體制為包班制，教師的各

專門領域專長常被犧牲，而藝術領域就是其中之一。在極其有限的教師能力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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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得藝術領域的教學變得非專業化的一般性接觸與體認而已。本文試圖從十

二年國教素養的理念和藝術教師的能力，嘗試描述增設「藝術領域教材教法｣課

程之緣由。 

五、小教的師培藝術教育系統：以臺藝大師資培育為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培中心（以下簡稱臺藝師培）課程係依據教育部之法源

依據，2016 年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提出我國教師專業十項標準

內涵，專業知能訂有兩項標準、專業實踐訂有五項標準、專業態度訂有三項標準。

教育部於民國 2018 年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公布師資職前教師五項專業素養。臺藝師培進行系統性

之建構，有教學基本學科課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及教育實踐等課程。

藝術教育課程設計採並行遞增式，教育基礎課程與教學基本學科課程同時修習，

而教育方法學課程與教育實習課程則因學習年段增加而增加，在培育國小老師方

面，其中必修課程 34 學分，選修課程 12 學分，分為五大類： 

1. 教學基本學科課程（PK）：學習教學基本素養，以對語文、數學、社會、自

然與藝術等領域有基本認識，應修至少 10 學分。 

表 1 師資培育中心教材教法對應教學基礎課程一覽表 

2. 教育基礎課程（PK）：學習教育基本知識及涵養教育精神，應修至少 4 學分。 

3. 教育方法課程（PK）：培養學生課程與教學、評量與輔導等專業知能，應修

至少 8 學分。 

4. 教育實踐課程（PCK）：由各科教材教法之試教，實習與外埠參觀等活動，結

合理論與實務，應修至少 12 學分。 

5. 選修課程（PK/CK）：教育議題專題，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列為必選 4
學分外，規劃 37 門選修課程，並於每學期前因應教育趨勢、教師專業與學生

教材教法科目名稱 選必修 應修畢教學基礎課程 備註 

國民小學語文教材教法 必修 國音及說話 必修 

國民小學數學教材教法 必修 普通數學 必修 

國民小學社會教材教法 必修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必修 
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材

教法 必修 自然科學概論 必修 

國民小學藝術領域教材教法

（特色課程） 必修 表演藝術、音樂、視覺藝術 三選一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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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供學生選修至少 8 學分。 

 
圖 2 臺藝師培職前課程地圖 

臺藝師培之課程開設重視課程編排之修習順序，於小教一年級時開設教育基

礎課程如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概論三門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如教學原

理、課程發展與設計、班級經營、學習診斷與評量、輔導原理課程五門課程，以

增強學生於基礎及方法學之知能，同時開設教學基礎學科等必修科目。於小教二

年級時，開設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等必修課程，並要求學生試教，以增強其教學

專業。 

藝術教育之師培課程，臺藝師培的小教課程，在培育類科方面，則內含音樂、

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教育等三科，相當完整。研究者採樣以臺藝師培甫於 2019
年完成之職前課程規劃為例，研究如何面對 2030 年之未來藝術教育課題，期待

能有更具體的內容與架構，結合最新發布的「法蘭克福藝術教育宣言」（Frankfurt 
Declaration for Arts Education），進行鏈結與討論。 

六、國外藝教新文獻：法蘭克福藝術教育宣言 

研究者於 2019 年 10 月底赴德國參與「第九屆藝術教育世界聯盟研討會」，

WAAE 大會主席 Robin Pascoe 於閉幕式宣讀「法蘭克福藝術教育宣言」

（Education，2019）： 

WAAE 與其在世界各地的國家協會網絡呼籲： 

一、所有教育領袖，政策領袖和公民社會都應認可藝術及其多樣性，此外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1），頁 11-19 美感素養的培育 主題評論 

 

第 17 頁 

術教育者在促進和改變人類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的民間社會領導人和政策領導人認可及提供藝術

教育資源是促進和培育社會可持續發展文化必不可少的支柱，在此，藝

術教育者與年輕人合作發展藝術實踐與 21 世紀核心素養，以符應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目標，實現可持續性之發展。 

三、藝術教育和其他教育者與政府、民間社會、專業組織和社區建立合作夥

伴關係，以建立當地的具體行動有助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持續發展目

標，並了解和改變當前的生態浩劫及其對社會、文化、經濟，以及全世

界機構及所有人民的精神生活的影響。「法蘭克福宣言｣頌揚世界各地兒

童和年輕人所領導的前所未有關於改變氣候變遷有關的藝術表演活動。

它也主張藝術教育是所有人的權利，以培養團結與合作典範與美好生

活。 

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地方，國家和國際論壇上繼續並加強對實施〈首爾

議程〉的宣傳和支持。 

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根據〈首爾議程〉於所有成員國評估其藝術教育進

展。 

此宣言匯聚 47 國以上專家的共識，並連結聯合國單位發聲相當難得。 

在第一點方面，強調教育單位須重視藝術教育對於人類的重要性，如前所

述，政府急欲推動的美感教育，端賴學校的藝術教育予以奠基才能逐年落實，這

方面師培單位必須超前部署，才能有效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政策。 

第二點方面，藝術教育是聯合國組織的重要支柱，我們需積極培育年輕人參

與其中，集合眾人之智，一棒接一棒。師培單位的有志青年參與教師培訓工作，

透過藝術教學法的實際操作，不僅能奠定基礎，也能觸類旁通，協助美感教育之

推播工作。 

第三個項目是鼓勵藝術教育教材教法課程，能夠以同心圓為基底，從己身到

學校、社區、地方政府、甚至國際組織，拓展課程的新視野。 

第四，對於藝術教育的支持有賴組織的團結，有國際性的議程，在課程中討

論與彙整，能夠增進師資生對藝術教育深遠意義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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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利用 PCK 的課程，例如「藝術領域教材教法」，連接 PK 與 CK 兩端，

重視藝術教育實踐外，更要進行評估工作，滾動式修正課程內容，使師資生受益。 

OECD 對 2030 年教育願景也是我們新課綱的基礎之一，再由此次 WAAE 從

四大國際藝術教育組織中匯集而來的願景，顯示不僅在經濟議題，文化、種族、

性別、階級差異、社會正義外，對藝術教育也是相當的重視，我們國家強調素養

導向的教育方針，以及對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的重視係與世界走在相同的軌道

上。 

七、結語 

研究者身為我國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與師培的關涉者，亟思立足於世界，延續

先前對師資培育藝術教育專門課程基準方向建構的研究，同步思慮我國小學藝術

教育之趨勢，建構藝術領域教材教法 PCK 課程，不僅奠定藝術師資生未來跨科

甚至跨領域的教學養分，也能與世界各國藝術教育理論與觀念和的剖析及建立，

並積極呼應未來教育 2030。 

美感教育須從小啟蒙，啟蒙有賴教師的引導，藉由藝術教育培養小學生擁一

雙「美感之眼」與「美感之手」，前者讓學生懂得鑑賞，後者讓學生創作實踐。

教育為百年大業，建構師資美感的核心能力，較佳的奠基時刻在「職前教育」，

因為師資生剛剛踏入師培課程，若是在發展教育專業核心能力時，各個領域等值

學習，例如：能夠試著應用音樂來豐富學生的上課心靈，運用視覺藝術擴增右腦

的圖象思考，再透過表演藝術增進跨域的活化教材。一旦課堂中經常運用藝術，

就是在創造美的人我互動及學習環境，間接讓學生在走出校園後，改善社會與校

園一樣的美麗。因此，良師利國，教師美感教育的專業培養須於職前肇基，始能

繩墨於根苗，彰明美育於黌門，進而使國家豐收。 

國外的藝術教育，藉由良師，能教導出有自信的公民，研究者也以此為研究

使命，啓蒙師資生並健全其藝術涵養不是為了私利，而是為了讓社會謀幸福，教

師所耕耘的「藝術教育」園地雖小，卻希望可以浸潤人們的心田，增進藝術學習

與美化人文素養，讓我們國家的藝術教育老師更有自信教學，讓我們的孩子更樂

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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