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市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實施現況研究

羅允、曾賢熙

E-mail: 364832@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台中市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實施現況，其次探討不同變項的教師在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差異

情形；接著探討台中市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實施情形與教學上遭遇困擾間的關係，最後探討台中市國民中學藝

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實施情形與教學上遭遇困擾是否有預測力。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台中市公立國民中學有任教於

藝術與人文領域之教師共計91份於2012年3月22日至4月20日止進行調查，研究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t考驗、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以及迴歸分析等方式進行分析，希望對我國藝術教育的發展有所貢獻。根據研究結果獲致下列

結論： 一、受試教師對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實施現況多持正向的態度；不同性別教師在本領域的課程安排上更具有彈性

有顯著差異；不同年資在實施情形在本領域教學的多元化、生活化、教學的安排具有彈性、教師間的教學互動、教師的自

主性、提昇教師的專業能力有顯著差異。 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的不同，並不會影響教師對於本領域課程實

施的感受與看法。 三、不同性別教師在本領域的教學時數、師資不足的困擾有顯著差異；不同年資的教師在本領域教學時

數的困擾有顯著差異；學校規模不同的教師在本領域教學的困擾有顯著差異；學校地區不同的教師在本領域的評量標準有

顯著差異；教師在本領域專業能力不足有顯著差異。 四、台中市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實施情形與教學上遭遇困

擾皆達顯著正相關。 五、台中市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的實施情形可正向預測教學上遭遇的困擾。 六、藝術與人

文學習領域的課程內容待釐清，教師在課程的設計、教學的困難高，急需相關單位的改善及支援。

關鍵詞 :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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