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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針對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第四階段教科書音樂欣賞的教材內容進行分析，研究者選擇以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

審定資訊網公告之「國民中小學101學年度教科圖書一覽表」中的翰林版為研究對象，以「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第四階段

教科書音樂欣賞內容分析類目表」做為研究工具，期望藉由此研究的分析，能深入瞭解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第四階段教科

書音樂欣賞的教材比例、教材內涵與欣賞曲目之內容，並將研究者自行蒐集的各項補充教材資料加以彙整，做為各單元教

學時的參考及運用。 依據分析結果，獲得以下結論： 一、 音樂欣賞教材內容比例： 音樂欣賞教材內容比例超過百分之五

十，為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翰林版教科書音樂教材之主要部分。 二、 音樂欣賞教材內涵： 音樂欣賞教材內容以作品分析

為主，著重音樂要素與樂曲簡介兩個部分，使音樂欣賞教學不至於成為枯燥的認知學習，同時也避免教學流於表面化。 三

、 音樂欣賞曲目: 整體音樂欣賞教材豐富多元，能幫助學生接觸多樣且廣泛的音樂文化，培養學生正確的欣賞態度，進而

累積美感經驗。 透過對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科書之音樂欣賞教材內容比例、教材內涵及欣賞曲目的分析探討，研究者發

現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第四階段的音樂教材內容從原本強調樂理、音樂知識，逐漸轉變為重視欣賞、美感的培養，不難看

出音樂欣賞教學逐漸成為近年來我國國中階段音樂教育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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