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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中，「藝術與人文」以學習領域的概念，取代過去藝術分科

 學習的做法，是我國課程史上的一項創舉，立意良善，理想遠大。但是自從民國

 八十七年教育部成立課程研修委員會一直到目前經過三年多的賈施，來自各方的意

 見和問題層出不窮，由於問題的所及的層面相當複雜，包括課程理念、課程統

 整、學習時數、能力指標、課程規劃與設計、課程評量，以及師資培育與進修等類

 型，教育主管單位一時之間。也難以提出立竿見影的因應措施。

 其中，關於課程綱要中所訂定之各學習階段能力指標部分，更引起廣泛的爭論

 與質疑，特別是在第一階段與生活課程的搭配，以及第四階段中小課程的銜接，是

 否符合該階段學生的興趣、能力與需求，也就是所謂的適切性如何，是值得大家來

 關注研究的問題。因此筆者在九-^-三年便與另一研究人員劉英淑共同主持，針對第

 一階段能力指標的適切性展開全國性的調查研究;本研究則擬繼續指向國中(第四

 階段)的部分，加以深究探討。

 國民教育藉由理想課程的頒訂與具體教學的實踐，來體現基本精神，並達成最

 終目標。依其初衷，不論國小或是國中，課程與教學應該是前後一貫、層次分明，

 本質相同的。可是，令人遺憾的是到了國中階段，由於諸多的外在因素干擾，造成

 嚴重落差，尤其在藝術教育方面，最為顯著，究其原因，絕對與基本學力測驗末包

 含藝術方面科目脫不了干係。

 到底國中生的「學力」與「能力」孰重?兩者之間的關係又如i?r^而目前部訂

 的「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是各種不同性質藝術學科的「藝術知能」，還是

 國民義務教育所欲培養「基本能力」?教學者在解讀與轉化能力指標時，他們的觀

 點為何?舉凡種種關於這些問題的疑點與盲點，部有待賈徵研究進一步加以探討，

 據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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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釐清「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能力指標內涵與價值。

 二、明瞭教師對於能力指標內容意涵的理解程度。

 三、明瞭教師對於能力指標適切與否的認同程度。

 四、明瞭教師對於能力指標預期實踐的支持程度。

 五、提出研究發現與建議，供「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參考。

 本研究採取文件與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訪談、專家諮詢座談等方法，從

 教師對於國中階段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的理解、認同與實踐的預期;教師

 對於國中階段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整體切合性的評估(包括:能力指標與培養

 十大基本能力的國民教育課程目標切合情形、能力指標與學習領域的三大主軸目標

 的切合情形、能力指標與藝術基本學習內容切合情形、能力指標與藝術基本人文素

 養切合情形、能力指標與視覺藝術、音樂、表演藝術等學習目的切合情形)，以及

 教師對於能力指標的缺失問題、教學困境所提出的具體意見各方面，探討教師對於

 國申階段藝術與人文領域能力指標適切性的觀點。綜合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座談

 討論，彙整相關的發現所得資料，歸納六點具體的結論，最後本研究則提出以下建

 議，俾供相關人士或單位參考:

 一、關於能力指標內在貿質缺失問題的建議方面

 1．能力指標敘寫宜冉力求精簡扼要。

 2．能力指標內容可再更加明確詳實。

 3．能力指標的範圍可冉分出層次，使之精準聚焦。

 4．能力指標要真正顧到國民教育「以人文素養為核心內涵的藝術學習」重點目

 標。一

不

 5．能力指標要考量學生身心發展、學習興趣以及生活需求三個要素，不能偏

 廢。

 二、關於能力指標外在配套缺失問題的建議方面

 1．研議在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中加入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可行性。

 2．鼓勵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嘗試共同設計課程，採取合作協同教學。

 3，能力指標的解讀與轉化要有適度彈性，因人、因時、因地而制宜。

 4．了解學生藝術的先備能力和起點行為，有助於教學。

 5．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均衡城鄉藝術與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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