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教育研究 2011 21 37-79  

本文於 2011 年 4 月 22 日評審通過 37 

 

 

Contextual Analysis of Curriculum Policy Form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Arts and Life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Taiwan: A Study of the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Discourses 

* Huei-Ling Chao 

** Meng-Jung Yang 

*  

Professor / Graduate School of Art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Master of Education / Graduate School of Art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有關本文的意見請聯繫代表作者趙惠玲 

For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paper, please contact Huei-Ling Chao 
Email: chao823@ntnu.edu.tw 



趙惠玲 楊孟蓉 

38 藝術教育研究 

 

84 95 99

 

 

Abstract 
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ROC Ministry of Education’s 1995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uideline, “Arts and Life” was added as a new subject 
nationwide.  Since then, the Guidelines had been through three revisions each 
differed from the ’95 original and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greatly.  The current 
research intended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implicit discourses of the versions.  A 
major focus of the examination was on the shifting power structures among the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texts.  It was found 
that all periods of transition shared similar developmental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the forming stage in which different ideas were openly addressed.  The 
second stage was the storming and norming stage in which protocols were 
negotiated and announced.  In the final performing stage, all complementary 
measures and promotional efforts were delivered.  In all, the diverse 
interrelationships within the significant stakeholders during these policy shaping 
transitions revealed complicated power structures, which remained to be observ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rts and Life,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general 
provision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ener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takeholder, curriculum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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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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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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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邱婷（1994）、教育部（1995a）等。 
2  根據國立編譯館八十四年課程標準審定本說明，藝術生活並無送審之教科書（參 http://www.nict.gov.tw/ 

tc/nine/in_check_senior.php?class_id=41）。 

3  相關爭議參普通高級中學藝術生活學科中心（2007）、漢寶德（2007）等。 
4  為使各階段課綱能明確區別，並呈現時間序列，本文將《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藝術生活學科暫行綱要》簡稱

為「九五藝術生活」。 
5  參 Tyler（1949）、Schwab（1978）、Walker & Soltis（1997∕1999）、黃政傑（1991）、宋明娟（200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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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三、研究範圍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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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詞釋義  

 

（一）藝術生活（Arts and Life）7 

84

 

（二）《八十四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tandards） 

84 10 19

 

 

                                                      
6  八四課程標準部分由於年代久遠且承辦人員更換已久，相關官方文件已難以彙集，雖有當時涉入人士仍保

有公聽會、修訂會議紀錄等文件，惟持有人僅提供研究小組閱覽，並不同意予以引用。 
7  「藝術生活」學科在九五暫綱時英文譯名為「Applied Arts」，至九九新課綱時更名為「Arts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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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General Provision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93 8 31

 

（四）《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General Guidelines for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urriculum） 

97 1 24

 

（五）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 

 

（六）課程政策（curriculum policy） 

2004

 

 

 

一、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遞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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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藝術生活設科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8

2001

2008

1995b

 

1995a

9  

（二）九五藝術生活修訂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83

2004a 90

93 95
10

11  

                                                      
8  八○年代初期修訂的國中、小課程標準於 87 年開始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即陸續中止實施。 
9  參莊雅玲（2004）。 
10  參王健壯（2003）、申慧媛（2004）、吳展良（2004）、黃以敬（2004）等。 
11  參李皖玲（2008）、羅若禮（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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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九藝術生活修訂之時代背景與規劃理念 

13

 

2010

2008a

10

2008b

 

二、高中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之內涵與轉變 

 

（一）八四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1995b

                                                      
12  九五暫綱配套措施之一即為設置各科「學科中心」，協助課程推廣、教師進修、蒐集課程實施經驗等，高

中藝術生活學科中心設置學校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3  根據教育部在 97 年 6 月 6 日發佈之新聞稿，由於各界對原訂九十八學年度實施之高中新課綱（原九八新課

綱）部分內涵仍有誤解，為使各界有更充裕的時間瞭解新修訂課綱之內涵，宣布新課綱延後一年實施，是

為九九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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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五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2004b

 

（三）九九藝術生活之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2008b

14  

（四）藝術生活課程修訂中學科知識結構之轉變 

 

 

                                                      
14  「視覺藝術」為國民中小學於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中用以代表原中小學美術科目之名詞，高中美

術科仍沿用「美術」一詞，而在藝術生活課程中又使用「視覺應用藝術」代表美術類科目，因此本文視敘

寫情境需要交替使用「視覺藝術」及「美術」兩詞，然而兩者的意涵則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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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知識結構之修訂演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1995b、2004b、2008b） 
 

 

 

三、相關研究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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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15

Dunn 1986

                                                      
15  由於八四藝術生活修訂年代已久，於梳理其課程政策發展過程中利害關係人之立場時，即須視研究需求輔

以所能彙集之文件及輿論，以與訪談資料交叉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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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dall Wickham 1999

 

二、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17

23  

三、研究步驟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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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信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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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倫理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一、八四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16  本研究之參與者包括研究小組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以及三位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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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藝術生活之萌芽期 

」 「 …

M 2009/4/13

 

2009/4/13

200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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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009/4/13

 

（二）八四藝術生活之磨合期 

 

1. 課程內涵之篩選與批評  

2008/10/28 17

                                                      
17  八四藝術生活課程修訂小組計有 15 位成員，包含音樂學科專家三位、美術學科專家三位，生活科技學科專

家兩位、戲劇舞蹈學科專家兩位、教育專家及教育行政人員各一位、高中藝術教師三位；本段當提及「召

集人」時即指八四藝術生活課程標準修訂小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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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結構比重的爭議與調整  

2008/10/2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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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09/5/4

2008/10/28 C 200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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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009/5/4

…

2008/10/28
20  

3. 學分數的分配與爭議  

                                                      
18  八四課程標準制定時，將原生活科技與家政兩科合併為「家政與生活科技」，其中生活科技即是原工藝類

課程，包含科技與生活、資訊與傳播、營建與製造、能源與運輸等內涵（教育部，1995a）。 
19  參曾道雄（1995）。 
20  參附錄三之 84N-3、84N-4、84N-5、84N-6、84N-7、84N-8、84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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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 2008/10/1

84N-5 22

23

84N-8  

（三）八四藝術生活之權宜期 

 

1. 師資來源的爭議  

24

25 26

27

28  

                                                      
21  例如，當時即有報導指出「…學生每週必須上二節的藝能科，因此學生可自由選擇上音樂、美術各一節或

是只上藝術生活二節課。但也由於影響到現有音樂、美術課的時數，招致教師和學者專家的極力反對」

（84N-9）。 
22  該臨時會議即為 83 年 12 月 5 日的臨時高中課程編審小組會議（84N-5）。 
23  根據當時報紙報導，退席者認為八四課程標準修訂「完全迴避學科專家參與的總綱小組欠缺實際認知，藝

術生活課程內容龐雜空洞…因此負責音樂、美術科目修訂小組召集的前音樂系系主任，以及現任美術系主

任已決定聯合退席，以免日後擔負課程失敗的後果」（84N-7）。 
24  例如，當時即有報導指出負責美術師資培育的大學「系主任表示，教育部規劃的『藝術生活』」課程根本

沒有師資可教，目前大學並沒有相關系組訓練這方面的人才，而現有的音樂、美術教師也無法同時教授兩

種課程」（84N-9）。 
25  根據當時報導評論，「教育部的構想是培訓『教師的第二專長』，言下之意是叫音樂老師另外去讀建築，

美術老師去學戲劇，然後再來授課，聽起來有點緩不濟急」（84N-11）。 
26  根據報導指出，當時負責美術師資培育的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趕緊設計了一套『藝術生活』講座，提供中

學美術、音樂教師進修，希望讓他們藉此能初步認識『藝術生活』課程的其他藝術類型，以便順利承擔教

學任務…」，該篇報導並評論「『藝術生活』新課程標準公布兩年多來，官方毫無動靜，倒是民間推出這

樣一個『自力救濟』的管道」（84N-13）。 
27  根據訪談資料，95 年以前臺北市高中美術科輔導團針對藝術生活課程舉辦有相關的增能研習，也有跨學

科，如與生活科技、生物等結合的研習等（訪乙學者 2008/10/13；訪甲學者 2009/4/13）。 
28  八四課程標準於 84 年 10 月 19 日發佈，當時決策者（本研究受訪之 M 部長）任期至 85 年 6 月為止，其後

至九五暫綱啟動間共經歷四任部長（參 http://history.moe.gov.tw/minister_list.asp?typ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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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俯就現實的實施狀況  

2008/10/13

2009/4/13

2009/4/13

 

 

二、九五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一）九五藝術生活之萌芽期 

29

30

… 」

2008/11/5

2008/10/28 31

…

2008/11/5

 

                                                      
29  根據訪談資料，九五召集人表示，由於八四藝術生活並無實施之成效依據，故面對九五藝術生活的修訂，

以規劃新課程的方式重新擬定（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30  九五藝術生活課綱小組計有 15 位成員，包含建築、媒體藝術、美術、音樂、舞蹈、博物館等背景的專家以

及高中藝術教師等；本段當提及「召集人」時即指九五藝術生活課程綱要修訂小組召集人。 
31 八四召集人亦為九五藝術生活課綱委員之一，其於受訪時另外提及印象中於九五藝術生活修訂期間並未曾

被詢及與八四藝術生活相關或兩階段課程如何銜接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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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五藝術生活之磨合期 

 

1. 傾向視覺特質的初始規劃  

2008/11/5

70% … N 2009/1/9

…

K 2008/11/10

2008/11/5  

2. 總綱小組的介入促成表演藝術的納入  

2008/11/5

2008/11/5

2008/11/5

 

3. 音樂界的爭取促使應用音樂的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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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09/4/13

84
33 G 2009/4/23

G 2009/4/23

E 2008/10/17  

G 2009/4/23

E 2008/10/17

2009/4/13  

…

2008/11/5

」 2008/11/5

 

（三）九五藝術生活之權宜期 

84

 

 

                                                      
32  這位教師為八四藝術生活退席事件中的成員之一。 
33  參見前文八四藝術生活的修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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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7 34

… 2008/11/5

2008/11/5

2008/11/5
35  

K 2008/11/10

K 2008/11/10

2008/10/7 K 2008/11/10  

 

三、九九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一）九九藝術生活之萌芽期 

 

 

                                                      
34  基於教學專業考量，也擔心藝術生活被配課，淪為升學主義下的犧牲品，藝術生活學科中心提出建議師資

增能並設置認證機制的權宜措施，教育部即委託臺灣藝術大學等校，針對九五藝術生活開設學分班，提供

教師增能認證的管道。 
35  根據九五藝術生活原始規劃，由於基礎課程著重培養生活審美能力，故希望各校開設藝術生活時，先修習

兩學分基礎課程後，再選擇另外五類的其中任一類課程（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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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集人更迭延宕課程修訂  

36

37

K 2008/11/10 38

… …

2008/11/5 39

 

2. 政策介入成為課程修訂校準  

40

2008/11/7

2008/11/7

2008/11/7

L 2009/4/29

 

（二）九九藝術生活之磨合期 

 

                                                      
36  根據藝術學科中心所提供之課綱委員名單，九九藝術生活召集人原為九五課綱委員中一位音像藝術專業背

景學者，並由其建議另增一位同為音像藝術專業背景學者擔任另一位召集人，但兩位召集人先後或因工作

繁忙，或因對課程修訂機制有意見而婉辭（訪九九 J 委員 2009/4/1）。最後乃由總綱小組協調聘任一位表

演藝術背景學者擔任「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文中以「視覺召集人」稱之）執掌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兩部

分，另一位音樂背景學者擔任「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文中以「非視覺召集人」稱之），執掌音樂部份，

惟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在修訂工作末期，也因個人考量，辭去修訂工作（訪非視覺召集人 2008/11/5）。 
37  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小組中僅一位委員曾參與過九五藝術生活的制訂，其餘全為新聘委員；同時，原九五藝

術生活召集人則表示，並未接獲過擔任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委員的徵詢。 
38  根據藝術學科中心所提供之課綱委員名單，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小組成員曾更動數次，最初聘任為 15 位委

員，其後因召集人的更動，亦有委員請辭與增聘，最後在密集修訂階段共有兩位召集人。本段中當提及「視

覺召集人」或「非視覺召集人」時，即指九九藝術生活之兩位召集人。 
39  九九藝術生活於 96 年 5 月底正式展開修訂工作，草案出爐時間為同年 8 月，修訂期程僅進行不到三個月的

時間（參教育部，2007）。 
40 參本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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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集人銜政策主導課程整併  

41 「

K 2008/11/10

2008/11/5

2008/11/7

2008/11/5 42

…

2008/11/5

2008/11/5  

」

2008/11/5 N

2009/1/9

N 2009/1/9

2009/4/13

…

K 2008/11/10  
43

… 2008/11/7

                                                      
41  根據訪談資料，由於九九藝術生活有兩位召集人，召開小組會議時乃輪由兩位召集人主持，第一次會議由

視覺藝術類召集人主持，第二次則輪由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主持。 
42  第二次修訂會議為由非視覺藝術類召集人主持。 
43  參本文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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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008/11/7

2008/11/5  

2. 課程整併後知識內涵的角力  

K 2008/11/10

K 2008/11/10

2008/11/5  

L 2009/4/29

N 2009/1/9

2008/11/5

L 2009/4/29  

3. 囿於情勢不得不然的處境   

…

L 2009/4/29

45

                                                      
44  視覺藝術類召集人指出，「如果我的層級是在總綱的位置的話，那我會認為高中的部分就是應該跟九年一

貫完全銜接，就是視覺藝術、表演藝術跟音樂」（訪視覺召集人 2008/11/7）。 
45  部分受訪者提及，九九藝術生活課綱委員的聘任似乎失之草率，甚至有些課綱委員不知自己的專長背景應

該歸至哪一組別的窘境，以致開會時「跑來跑去」，因此可能造成課綱委員逐漸失去被需要的存在感而萌

生去意，逐漸不再出席會議（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訪非視覺召集人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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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5

…

2008/11/5 46

… 2008/11/5  

F 2009/4/9 K

2008/11/10

M 2009/4/13

 

（三）九九藝術生活科之權宜期 

L 2009/4/29

2008/11/5

47

48

2008/11/5 N

2009/1/9  

K 2008/11/10

」

「 K

                                                      
46  部份受訪者提及，將九九藝術生活定位為九年一貫延續之政策是出自決策人士授意，或由視覺召集人爭取

所致，尚未能確切定論（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47  諸如 98 年 3 月 5 日臺中（二）字第 0980024785C 號令修正發布「藝術生活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

照表，許多師培大學也陸續提出專門課程報部審查；根據 98 年 12 月 8 日臺中（二）字第 0980213183
號令，教育部決議協調具有藝術生活三類科相關科系之師培大學研提至少一類專門課程。 

48  根據 98 年 11 月 9 日臺中（三）字第 0980194972 號函，教育部承認九五藝術生活證書效力，並鼓勵教師

參與學分班盡速取得九九藝術生活教師資格；關於藝術生活的學分抵免及補修，則由各師培大學依各校學

則規定權責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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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10

…

2008/11/5

 

 

 
 

 

一、教育政策因人利導  

 

（一）課程政策隨人浮沉的無奈 

49

50

                                                      
49  八四課程標準的決策者受訪時指出，「當然部長能夠決定召集人，然後很多想法希望透過召集人去貫徹…」

（訪 M 部長 2009/4/13）。 
50  九五召集人在描述與決策者溝通課程概念的狀況時表示，「部長也沒有很清楚的觀念，第二個是也不曉得

做幾天，也沒辦法管後來的發展。所以有的部長覺得這個很重要，有的就不覺得重要，隨便你怎麼說他都

沒有意見…」（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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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009/4/13 52  

（二）課程核心概念未能凝聚的危機 

Kliebard 2002
53 54

55

… K 2008/11/10 56  

（三）課程修訂淪為發包機制的風險 

57

case 58 59

                                                      
51  九五召集人受訪時指出，「雖然列出這科，教育部也沒辦法增加教師名額，並沒有完整的計畫去施行，老

實講是應付應付的」（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52  曾有受訪者表示，「三次制訂都不是同一組人…就像前朝走，後朝上，政策擺動，怎麼能不被罵呢？」（訪

九九 L 委員 2009/4/29）。 
53  根據受訪者表示，「沒有人知道制定標準是什麼，教育部不知道，課綱委員也說不出一個準則」（訪九九

L 委員 2009/4/29）。 
54  受訪者表示，「…一定要在什麼時候實行，卻講不出一個合理的理由去說服大家為什麼從九五改成九九…

就是給你一個期限，不做完就怎麼了，但也不知道會怎麼了…」（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55  受訪者表示，「要改變成九九可以，但要能夠說出一套理由，學術跟實務互相聯結，才能夠上行下效」（訪

九五 G 委員 2009/4/23）。 
56  受訪者表示，由於九九藝術生活的修訂十分倉促，「感覺有一個很奇怪的陰影跟壓力，讓人聯想到就是執

政年限的問題…執政黨這一年要下來了，所以之前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完…」（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57  以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為例，九五暫綱即是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擔任「課程修訂行政小

組」，統籌、協調計畫之執行，九九新課綱修訂則是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負責。 
58  九九藝術生活制定之初曾擔任召集人，但隨後請辭的受訪者評論課程修訂機制時指出，「變成說就是把它

當成一個 case，把它核銷就好了，教育部變成一個被核備的單位…」（訪九九 J 委員 2009/4/11）。 
59  例如，即有受訪者表示，藝術生活修訂過程中，有時課綱委員可能「呼朋喚友一起受聘」（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或因為「找人的時候，從網路上按一個 keyword 搜尋，找出符合的教授，也沒有 study 這個

人真正專業在哪裡…」（訪九九 J 委員 2009/4/11），也有部分委員對制訂工作未具足夠認知，在接受聘任

後卻鮮少出席會議（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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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61 「 J 2009/4/1

 

（四）課程修訂缺乏評估依據的效應  

62

G 2009/4/23

63

 

二、課程政策形塑中的各方角力 

 

（一）捍衛學科主權的本位主義 

64

                                                      
60  例如，九五召集人即在教育部委託下與藝術生活學科中心合作，積極推動九五藝術生活課綱的實施（訪 N

老師 2009/1/9）。 
61  九五召集人在受訪時表示，「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要改。事情過了，你不再是召集人就沒你的事了，這樣

非常糟糕，這個課綱改變牽涉到多少教授的心力啊…」（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62  長期觀察藝術生活課程的受訪者指出，「藝術生活從 84 年到現在已經超過 10 年，從來沒有徹底的實施課

程，去發現問題，是藝術生活最大的問題所在」（訪甲學者 2009/4/13）。 
63  受訪者表示，「一個這麼大的課程改革，沒有任何的試辦計畫是很恐怖的，沒有任何的成效評估就下去做…

不管實施成效是好的或不理想的，至少可以依據實施成效，進行檢討或修訂」（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64  即有受訪者表示，「制式教育是臺灣最可悲的事情，每個學科都難免本位思考，都認為我的課程就是要這

些時數才教的好」（訪九九 K 委員 200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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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66

G 2009/4/23

 

（二）不同專業背景專家的認知拉距 

67

68

69

84N-10  

（三）召集人為課綱走向的核心關鍵 

70

                                                      
65  曾任教育決策者的受訪者表示，「每次課程修訂的時候，就像是在吵架一樣…見怪不怪，課程修訂有沒有

爭到更多，責任很重大」（訪 M 部長 2009/4/13）。 
66  受訪者表示，「如果兩節減成一節，那召集人將會招來極大的壓力…將是罪人…」（訪乙學者 2008/10/13）。 
67  例如，當八四藝術生活沸沸揚揚時，即有輿論直指為總綱小組中教育專家與學科專家失衡所致（84N-5）。 
68  受訪者表示，「召集人是學教育出身，和召集人本身是藝術家，對課程訂定的想法會有很大的差別。學教

育的人會注意到課程的全面性，強調不是培養一個專業的藝術家…所以和藝術家的理念是有一點衝突」（訪

甲學者 2009/4/13）。 
69  受訪者表示，「假如召集人是音像藝術專家，就無法瞭解其他的藝術專業，也沒辦法掌握不同的藝術課程…

再說委員爭取不同藝術類別的聲音很大，讓召集人很難整理出具體的意見」（訪甲學者 2009/4/13）。 
70  例如，即有受訪指出，「召集人是這個背景，當然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把這個放進來…召集人的專業背景

不一樣，當然思考的不同」（訪八四 C 委員 2009/5/4）、「九五暫綱是誰主導的？他是什麼的專家？那九

九新課綱誰在主導？他是什麼的專家？…講白也是這麼一回事」（訪九九 L 委員 20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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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L 2009/4/29

 

（四）壓力團體的妥協效應 

73

」 2009/4/13

 

三、課程政策形塑中的隱性議題  

 

（一）學生需求成為課程懸缺的現象 

74

Bullough & Kridel 2003

                                                      
71  根據本文前一節，八四召集人曾因課程內涵有偏工藝之嫌受到質疑，九五召集人被指為基於對建築教育的

使命感而預設課程走向，九九視覺召集人則由於力推藝術生活與九年一貫銜接而遭批評。 
72  例如有受訪者評論九五與九九藝術生活所引發的爭議時，認為「課綱都是看召集人的想法怎麼樣就變成怎

麼樣，沒有說因為抗議就改變，怎麼抗議、寫申請函都沒有用」（訪 N 老師 2009/1/9）。 
73  九五藝術生活召集人對於各界角力的過程，曾無奈的表示，「到最後根本都在爭自己的權益，犧牲了藝術

生活本身的精神。藝術生活科的精神沒有了。藝術生活本來是提升生活中的品質，與生活美感有關係，可

惜這些就完全犧牲了」（訪九五召集人 2008/11/5）。 
74  數位受訪者均提及，未能進行調查以瞭解學生的課程反應，是藝術生活課程修訂時的缺憾（訪非視覺召集

人 2008/11/5；訪九九 L 委員 20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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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L 2009/4/29

 

（二）重升學輕藝文的社會價值觀 

76

2007

K

2008/11/10  

M 2009/4/13

15

 

 

                                                      
75  即有受訪者指出，「一直講說學生需要新的競爭力，那這些課程真的跟新的競爭力有關係嗎？看不出來…」

（訪九九 K 委員 2008/11/10）。 
76  許多受訪者指出，囿於臺灣社會升學主義強勢導向，制定再理想的藝術課程也難確切落實（訪甲學者

2009/4/13；訪乙學者 200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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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生活課程政策之形塑過程  

84

 

（一）八四藝術生活讓步於決策者與藝術學科領域的折衝 

 

（二）九五藝術生活取決於制訂者與壓力團體的妥協 

 

（三）九九藝術生活定調於決策者與制訂者的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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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生活學科知識結構與課程政策利害關係人權力  
結構間的互動關係  

 

（一）課程制訂權力者的更迭影響核心概念走向 

 

（二）壓力團體的介入影響學科知識結構與內涵 

 

三、對藝術生活課程政策形塑過程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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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訂機制不定使課程政策形成斷裂 

 

（二）課程政策形塑充斥各方角力 

 

（三）社會氛圍與學生需求雙向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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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參與過程（包含總綱、課綱委員、學科中心人員） 

1. 請問您參與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標準制定的經過？  

2. 請問您在參與或推動過程中曾發現哪些問題？ 

3. 請問您在參與或推動過程中曾遭遇哪些困難？ 

（二）規劃理念（目標、宗旨） 

1. 請問 84 年高中課程標準修訂時，「藝術生活」學科產生的緣由為何？ 

2. 請問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為何？ 

3.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規劃理念看法為何？ 

（三）課程內涵（學科知識結構、學分數） 

1.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學科知識結構看法為何？ 

2.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學分數規劃看法為何？ 

3.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內涵還有哪些看法？  

4. 請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學科知識結構的轉變看法為何？ 

（四）討論經過 

1.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重要意見及討論？ 

2.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課綱小組如何進行意見的整合？ 

3.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具關鍵性影響的人物或事

件？ 

（五）引發議題 

1.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曾引發各界（如：教育部人員、

學界、教師、家長、輿論界等）哪些意見或討論？ 

2.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曾有哪些團體（如：教育部人員、

學界、教師、家長、輿論界等）表達不同的意見？ 

3. 請問在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過程中，課綱小組如何處理各界的不同意

見？ 

4. 就您的觀察，基層教師對於課程政策的態度為何？ 

5. 就您的觀察，基層教師在課程政策推動中的需求為何？ 

6. 問您對 84/95/98 年高中藝術生活課程的制訂還有哪些想表達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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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 角色職稱 身份背景 訪談資料代稱 

M 部長 教育部長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擔任教育部

長，並曾任文建會主委 
教育部長 

 
八四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五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擔任師培大學

藝術學院院長，為工藝學科專家 
八四藝術生活 

召集人 
八四 B 委員 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為師培大學美

術系教授 
八四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八四 C 委員 課綱委員 八四課程標準修訂期間為師培大學工

藝系系主任 
八四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 
擔任民間博物館館長 

九五藝術生活 
召集人 

九五 E 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為高中美術教師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 F 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曾擔任 
師培大學工藝研究所所長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五 G 委員 課綱委員 九五暫綱修訂期間為 
大學中國音樂學系講師 

九五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九九視覺 
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師培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非視覺

藝術類召集人 
九九非視覺 

召集人 
課綱召集人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大學戲劇與 

劇場應用系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視覺藝

術類召集人 
九九 J 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 
九九藝術生活 
前任召集人與 
現任課綱委員 

九九 K 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高中美術教師

（曾擔任九五藝術生活課綱委員）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教

師與九九藝術生活課

綱委員 
九九 L 委員 課綱委員 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大學應用音樂系副教授 
九九藝術生活 

課綱委員 
 

甲學者 九五、九九 
音樂科召集人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師培大學音樂系教授 

九五、九九 
音樂科召集人 

乙學者 九五美術科 
課綱委員 

曾長期擔任高中美術教師、美術輔導團

教師 
美術領域 
學者專家 

丙老師 美術學科中心 
教師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高中美術教師 

美術學科中心 
教師 

 
N 老師 藝術生活 

學科中心教師 
九五暫綱及九九新課綱修訂期間為 

高中音樂教師 
藝術生活 

學科中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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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編碼 標題 發布時間 

O-1 
普通高中課程總綱科目學分數定案：延後分流、 

課程分級、增加選修與發展學校特色 
96.03.13 

O-2 澄清有關普通高中課程綱要總綱修訂之報導 96.03.15 
教育部

新聞稿 

O-3 
97 年 1 月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延後 1 年至

99 學年度起開始實施 
97.06.06 

M-1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跨學科整合研討會紀錄 95.08.14-16 

M-2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修訂公聽會會議資料 95.12.27 

M-3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修訂小組第三次會議記錄 96.03.19 

M-4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第二次跨學科統整會議 

會議紀錄 
96.07.25 

M-5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各科課程綱要聯席會議紀錄 96.07.31 

會議資

料與會

議紀錄 

M-6 
普通高級中學藝術領域各科課程綱要 

第二次聯席會議紀錄 
96.08.10 

P-1 北區發言條 96.07.13 

P-2 南區發言條 96.07.14 
公聽會

發言條 
P-3 中區發言條 96.06.16 

Q-1 高中藝術生活科課程暫行綱要意見調查報告 

Q-2 95 年藝術生活學科開課情形調查 
問卷 
調查 

Q-3 新課綱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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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編碼 新聞標題 時間／出處 

84N-1 新高中課程標準，修訂三半年出爐 
82.05.09 
中國時報 

84N-2 高中藝術生活新課程設計的再思考 
82.12.11 
民生報 

84N-3 教育部將藝術生活與音樂美術共列為高二選修課程 
83.11.25 
中國時報 

84N-4 高中藝術生活課程標準草案，削減美育份量 
83.11.26 
民生報 

84N-5 高二音樂美術與藝術生活並列選修可望改變 
83.12.02 
中國時報 

84N-6 高中二年級藝能必修科目 86 學年度增設藝術生活 
83.12.6 
民生報 

84N-7 高二音樂美術藝術生活共列選修，教育部硬是不改 
83.12.06 
中國時報 

84N-8 高中美育開倒車，立委提出緊急質詢 
83.12.20 
中國時報 

84N-9 高中課程增加藝術生活，學者強烈抨擊醞釀抗爭 
83.12.20 
民生報 

84N-10 高中藝育課程修定，專家：教育部開倒車 
83.12.26 
聯合晚報 

84N-11 教育部一片好意，音樂家善意缺席 
84.09.28 
中國時報 

84N-12 藝術生活課程不能貿然實施 
84.10.05 
中國時報 

84N-13 高中新藝術教育只有方向沒有措施 
87.02.27 
中國時報 

84 
課 
程 
標 
準 

84N-14 音樂美術學科到哪裡去了 
88.04.01 
中國時報 

95N-1 我的未來，教改賠的起嗎？ 
93.11.18 
聯合報 

95N-2 高中課程暫綱 9 月實施教材急就章 
95.03.21 
中央日報 

95N-3 95 暫綱新課程，課本趕工老師趕培訓 
95.03.21 
聯合報 

95N-4 教改總檢對話，技職教育反思 
95.03.24 
中央日報 

95N-5 95 暫綱別再拿學生當白老鼠 
95.03.28 
中國時報 

95 
暫 
行 
綱 
要 

95N-6 95 暫綱 30 多門選修老師在哪？ 
95.07.14 
聯合報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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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99N-1 98 課綱研擬之後 
97.06.03 
中國時報 

99N-2 作一個美育的大夢 
97.06.04 
聯合報 

99 
新 
課 
綱 

99N-3 藝術生活科，死在方便手上… 
96.10.17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