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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音樂出發的跨領域教學實務與實踐 
陳孟亨 

國立清華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從事音樂教學數十年來，遇到學生質疑學習音樂的必要性與未來發展性等相

關問題不勝枚舉，不論是音樂專業系所的主修學生，亦或是通識課程跨科系的大

學生們；從教學現場來觀察，發現學生們會以音樂課就是輕鬆學習隨心應付的一

門課程的心態來面對。追根究底，長久以來在升學主義掛帥下的教育理念，將音

樂等相關沒列入考試的藝能科目從學習中逐步「淡化」，也就養成了學校與學生

慣性的把音樂課的學習當成可有可無、非必要的一件事情。 

教育部自今年開始推動十二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新型態的 108 課程綱要，

在此課程綱要中強調跨領域學科的學習，著重個人「核心素養」的養成（教育部，

2019）；所謂的素養（competence 或 literacy），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彼此溝通與適

應社會的能力，包含知識、能力、態度、情感和關懷等要素（宋秀娟、林從一，

2012）；所謂素養的養成也就是培養個人在社會中生存的能力，因此在 108 課程

綱要中提到，要從自主學習、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三個面向來強化素養與生活的

緊密結合（教育部，2019）。 

二、課程設計理念 

生活本來就是一種跨領域，因此，學習也絕非單一知識獨立，音樂課也是一

樣的，除了音樂專業知能的指導，藉由多元且觸及社會常識的課程設計，可以增

進學生學習的廣度。因此，筆者將學習內容融入社會與生活等相關議題，輔以多

元面向溝通互動的上課方式，改變傳統老師單向傳輸知識的教學模式，讓音樂課

堂活潑，其所習得的素養與能力與生活相關聯，成為學生未來能帶得走進入社會

的能力。 

三、課程執行內容 

筆者將課程教學實務與內容以下列三個面向分享。 

(一) 議題導入的音樂課程 

在 108 課綱中提到的社會參與面向的核心素養養成，即是指學習者需要學習

處理社會的多元性（教育部，2020），而這樣的學習在學校就應該融入課程裡；

因此，在筆者的課程設計中，將社會和生活環境裡發生的事件與議題融入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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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討論中，藉由適切的規劃，將音樂與社會議題融合，讓音樂的學習不再遺

世而獨立，進而跨領域與生活相交疊。 

單元名稱 議題內容 

藍調音樂 

從美國的藍調的歌詞可發現其早期黑人生活的點滴與心情，在我

們台灣是否也有這樣描述早期住民生活的民間歌曲呢?請敘述其

歌詞描寫的時空背景與其代表的意義。 

北美洲音樂的古與今 
請從風中奇緣電影中男女主角的愛情悲劇，探討十七世紀歐洲人

至北美洲對當地印第安人帶來甚麼衝擊? 

多元的拉丁美洲音樂文化 

南美洲因為外來民族強行入侵而造成當地原住民大量死亡，在台

灣本土發生也曾發生大規模戰爭「霧社事件」的歷史，以此探討

日本人入侵台灣引發的殖民問題。 

巴爾幹半島音樂文化 

導致巴爾幹半島變動不斷的主因是因為民族意識的衝突; 在台灣

也有數次對民族國家認同的衝突事件或社會運動，這些運動中，

都有以音樂來表達柔性的訴求，以藝術來凝聚群眾的能量。請擇

一富含此意義的歌曲，探討其時事發生時空與歌曲創作背景，以

及歌曲的後續影響力。 

(二)  融入多元敘事表達之音樂課程 

在 108 課綱中強調學生要習得溝通互動的素養能力，並且能利用各種溝通的

工具，例如語言、文字、科技及資訊等與他人及環境進行有效的互動；因此，筆

者將這些溝通互動的工具融入課程執行的方式中，以下列例子作為說明。 

1. 音樂與口語表達 

說話是生活中一件正常平凡的事情，但要如何把話說得好、說得巧則是件複

雜的事情（陳妍伶，2020）。因此，口語表達與溝通是筆者課程中最重要的上課

方式，透過分組討論的形式進行與課程相關議題的分享與思辨，藉由音樂議題的

討論實作形式讓學生習得口語溝通的素養。 

活動名稱 實施方式 

世界咖啡館 

於每堂課的最後十五分鐘以世界咖啡館方式進行課程總結與心

得分享。由一位組長以及輪動的四至五位組員討論，藉由敘說與

聆聽的過程，將本堂課的重點整理歸類。 

與課程相關的議題討論 
根據課程內容設計相關議題，學生分組進行討論與思辨，並將共

同得出之意見於課堂中與班級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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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音樂與文字創作 

書寫力是思想的具體呈現，也是邏輯能力的表徵，學生未來求職所撰寫的求

職書，若是寫作能力太差就會輸在求職的起跑點上（陳培思，2011），即使音樂

是種抽象的藝術形式，但是，仍能夠藉由適當的操作方法將聽到的音樂以具象的

文字表達出來，藉由紀錄表達的過程培養文字敘事能力的素養。 

活動名稱 實施方式 

用形容詞描寫音樂 請學生聆賞課程安排的音樂，並以形容詞寫下對音樂的感受 

音樂故事創作 
聆賞課程指定音樂，例如孟德爾頌的無言歌，依據音樂的情緒起伏創

作故事一則，並在課堂中以符合音樂情緒的口語朗誦 

歌詞創作 
介紹舒伯特的詩節式歌曲時，請學生從自身的生活中尋找靈感，依據

詩節式歌曲的規則創作出能詠唱的歌詞 

課程文字學習單 
設計與課程相符的討論議題，學生透過個人思考或是小組討論得到共

同的結論，將此結論以文字書寫於學習單中 

3. 音樂與肢體互動 

活動名稱 實施方式 

音樂織體創作 

在學習音樂織體的單元中，選擇學生熟悉簡單的童謠，例如兩隻老虎或

是茉莉花，請學生融合不同的音樂織體加上肢體表演成為一個新的詮釋

方式。 

古典音樂新解 

-解構古典音樂之

音樂戲劇 

擇一古典音樂作品，創作與劇本情感相符的劇本，並解構音樂中的片段

成為此劇本的配樂，重新組織排列後，加上肢體表演成為一齣音樂戲劇

表演。這樣的作業形式通常為期末的總結性評量。 

4. 音樂與圖像陳述 

陳漢金(2007)老師曾經這麼形容音樂與圖像的互補關係：視覺藝術與聽覺藝

術之間的互補，能夠產生相得益彰的效果。較容易叫一般人的具有間性具體性的

視覺藝術，反而容易讓人忽略了深刻的內涵；而稍縱即逝的聽覺藝術，則讓一般

人覺得深奧難以捉摸。因此，在欣賞音樂時若能輔以圖像，就能讓無形的音樂更

具象一些。有鑑於此，筆者根據不同的課程屬性中設計了相關的活動，分列如下。 

活動名稱 實施方式 

一張老照片述說一段

老音樂 

在台灣音樂課程中，請學生選擇一張家裡的老照片，找出符合這張

照片拍攝年代以及寓意的台灣音樂，以文字敘說照片裡的故事。 

聽音作畫 
學生聆賞特定的音樂，以充滿想像力的筆觸描繪出對音樂的感受或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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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音樂與資訊科技 

周慶祥(2013)認為數位敘事可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

並且讓教與學的互動關係變得不一樣。因此，隨著科技的發展，在課堂中運用科

技已是常事，學生掌握運用科技的能力也與日俱增，因此，適時地在課堂與作業

內容中融合科技，會驅使學生產生對學習的動力，無形之中培養其科技敘事的素

養。 

活動名稱 實施方式 

古典音樂 MV 

請學生以課堂中指導過的古典音樂，輔以適當的圖像或是影片，製

作成古典音樂 MV，加上音樂解說的文字，成為一具有學習與應用價

值的古典音樂欣賞影片。 

(三) 融合在地文化與場域實踐的音樂課程 

在筆者的音樂課程中，特別強調「實踐」與「體驗」，而這也符合教育部 108
課綱的目標「社會參與」的內涵，學生不僅只接受在課堂內的學習活動，他們應

該要與社會產生互動與共鳴，探索社區文化與美感，落實社會公民的責任（陳孟

亨，2017）。 

活動名稱 實施方式 

新竹在地文學音景 

以新竹市舊港里為實踐場域，探索此場域具有歷史與

文化價值的文學紀錄，並加入能代表場域的聲音，產

出一份影像摘要和一支音景紀實影片，最後，需要在

實踐場域的社區中與民眾分享探訪的成果。 

新竹舊城區音景紀實 

選定新竹舊城區之城隍廟及東門市場，透過參與、觀

察、和訪談，理解與分析其人與聲、響、音、樂的動

態關係。總結性成果為一支 10 分鐘的音景紀錄影片，

以及實踐過程之口頭報告。 

竹塹音樂人的生命故事 
學生透過田野調查方式紀錄新竹在地傳統音樂工作

者的音樂與生命歷程，並以紀錄片方式呈現。 

四、結論 

在科技發展與資訊快速暴增的時代，現今的老師應該要跟隨著這樣迅速的變

遷，以機動和滾動的方式來調整自己的教學觀念與方法，尤其，在講求跨領域學

習的現在，若要僅以過去所學來教導現在的學生是不夠的，因此，為師者隨時的

增能與學習是迫切且必要的。同樣的，在藝術領域的教學也不能墨守窠臼，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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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傳統技藝訓練為主的教學思維，在以音樂知能為基礎的教學架構中，適時的融

入與生活相關並具思辨的議題，輔以具多元敘事表達的作業內容以增強學生的溝

通能力，將抽象的音樂融入具像的實踐任務中，學生能從學習任務中習得美感素

養，進而在生活中落實，讓美感深植於心，並發散為真與善的種子，共構一個美

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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