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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blems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integration curriculum were identified 

as being superficial and having weak inner relationship among its visual art, the 
music and the performing art components. It was perceived that students’ aesthetic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would not be adequately facilitated if such problems 
existed.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esign and assess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for 
a group of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Four core artistic elements were selected to 
build a curriculum. Five teachers and 2 scholars participated in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t was found that through a semester’s learning the students’ art 
appreciation abilities in sensation,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were 
higher. The study further showed that the lower the level of abilities examined the 
easier they be developed through the curriculum. Whereas performance in the 
higher levels of all four elements were correlated with other abilities such as 
discourse. 

Keywords: art elements, art appreciation, integrat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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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2

 

然而，近年來藝術與人文領域對統整課程的態度卻似乎慢慢有了改變。事實上這

也反映出 1960

Parsons 2004 最明顯的例子

是對照八十九年九月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和九十五年三月公布的綱要，在兩

個版本綱要的藝術與人文領域出現很大轉變，一開始的暫行綱要中視覺藝術、音樂、

表演藝術分別列出它們的能力指標與教材編選，以一種併排而非統整的方式呈現。然

而，經過這幾年的發展，新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已經將視覺、聽覺、動覺

的藝術創作、鑑賞或應用統整融合在各條能力指標中，在另一方面似乎也意味著各門

藝術不再涇渭分明。 

Parsons 200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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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藝術元素之內容  

DBAE

Parsons 2004 本研究搜集並分析藝術鑑賞相關書籍中列出的藝術元素如表一： 

1  

學者 音樂藝術元素（聽覺） 

孫旗（1987） 節奏、曲調、和聲 

陳朝平（2000） 音 

夏學理、范瓊方、談王非、

王怡瑜（2000） 
音高、音色、強度、音長 

蓋瑞忠（2001） 
旋律、節奏、節拍、和聲、曲調、調式、調性、音色、速度、力度、

強度 

林群英（2002） 節奏、曲調、和聲 

張麗麗（2002） 
拍子、韻律與節奏、速度、音高、旋律、和諧、重複、對比、結構、

音色、音調 

學者 視覺藝術元素（視覺） 

孫旗（1987） 形（點與線）、色（光） 

趙惠玲（1995） 線條、色彩、形狀、光影與明暗、質感、肌理 

謝攸青（1995） 線條、形狀、光線、色彩、材質感 

陳朝平（2000） 形和色 

Rosemary Althouse 

（郭妙芳譯，2003） 
線條、色彩、形狀/形態、質感和空間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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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學者 表演藝術元素（動覺） 

陳朝平（2000） 形色、聲音、動作 

夏學理、范瓊方、談王非、 
王怡瑜（2000） 

（舞蹈） 
時間：速度、拍子、韻律 
空間：高度、形狀、方向、張力、透視關係、焦點 
身體的力量：形狀 

張中煖（2002） 
（舞蹈） 
身體、空間、時間、勁力、關係、形式 

張麗麗（2002） 

（戲劇） 
沉寂與聲音、黑暗與明亮、時間、角色、風格、步調、節奏、空間、

移動、語言、情緒、符號與意義 
（舞蹈）空間、抽象、形式、操縱、平衡、移動、轉動 

陳仁富、張曉華（2002） 肢體感官、語言的敏感度和表達力、簡單展演的規劃及執行 

葛琦霞（2002） 肢體（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及觸覺）、聲音（情緒） 

張曉華（2003） 
（創作性戲劇） 
肢體動作、角色扮演 

張曉華（2004） 
（舞台藝術）肢體動作 
（教育戲劇） 
模仿、結構、型式、人物與性格、思想、語言、聲音與韻律、批評 

林玫君（2005） 
（創造性戲劇） 
肢體（身體部分、用力強度、空間與形狀、動作關係）、聲音、五官

感受 

 

2002

2

 

2  

藝術類別 藝術元素 

音樂藝術 旋律、音色、節奏、和聲 

視覺藝術 線條、色彩、造形、肌理 

表演藝術 肢體、情緒、聲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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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元素的關聯與共感  

1

Kandinsky

1992

Kandinsky 1926

 

1995

1980

Langer 1953  

1

2000  

依前述說明可看出藝術元素之間密切的關係；何貴良 2002 在教育部人文藝術

學習網 http://arts.edu.tw/integ/2002_old/fund.htm 更清楚 元素在不同藝術的表現

方式。 

例如

2001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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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同元素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音樂 文學 

線條 

連 結 兩 點 的 動

作，讓身體穿越空

間；舞者身體的外

形。 

外型或輪廓；區域

間的定義界線。 

一連串有節奏的

音；聲樂或器樂部

分的輪廓及其的

水平移動軌跡。 

由許多最小單位

的節奏（詩節、重

音音節、韻腳）結

合在一起，形成詩

中的韻律架構組

織。 

色彩 
由動作引發的特

質、情緒、情感。
色調、顏料。 

器樂或聲樂獨有

的聲響（音色）。 

演說的型態；生動

或多樣的語言情

感效應。 

媒材 

節奏 

（律動） 

一定時間內動作

型態的組成。 

由相近的視覺要

素中的規律事件。

音響產生的過程

及力度變化的組

合型態。 

朗誦的流動及停

頓中，強弱聲音的

型態所創造的動

感。 

形式 結構 

將動作組織為一

個形式或是有整

體感的結構。 

將視覺的組成要

素組織成為統一

的形式。 

一延展音樂的分

隔，例如交響曲、

奏鳴曲、或協奏

曲。 

將文字組織為一

個形式或是有整

體感的結構。 

資料來源：何貴良（2002）（教育部人文藝術學習網 http://arts.edu.tw/integ/2002_old/fund.htm） 
 

Kant Sensus 

Communis, or common sense

2000  

correspondence

synesthesia

1995

2000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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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相關研究，研究者認為藝術感通或共感覺是藝術鑑賞歷程中直覺活動的

重要核心，而藝術元素與元素間的相互關聯是影響共感覺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先對

藝術元素之特性充分了解與掌握，再探討元素之間的相關性，將藝術元素以適當組合

設計成課程模組後以利形成藝術鑑賞的共感覺基石。 

三、藝術鑑賞的意義與歷程  

2000

 

2001

 

趙惠玲（1995）則區分 appreciation

 

1988a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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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2000

criticism

 

Eisner 2002

 

趙惠玲（1995）  

1.  

2. 

 

3.  

4.  

Feldman 1967  

1.  

2.  

3.  

4. 1988b  

1998

Eisner 2002

Weitz 

poetics aesthetics 19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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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ner 1985 2002

 

一、研究效度與信度  

credibility Eisner 1991b Ritchie Lewis 2003 Glesne 1999

 

1. 

 

2. triangulation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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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thick description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處理  

 

1. 藝術鑑賞「課前準備單」、「課後學習單」  

 

2. 各單元作品  

 

3. 觀察紀錄及省思札記  

 

4. 訪談紀錄  

 



周珮儀 閻璽如

84 藝術教育研究 

5. 資料編碼表  

4  

項目 資料名稱 編碼 

1 課前準備單 
BP－模組序號－學習單序號，如：BP-1-1 
是指第一課程模組課前第一張學習單 

2 課後學習單 
AP－模組序號－學習單序號，如：AP-1-1 
是指第一課程模組課後第一張學習單 

3 學習作品 W－模組序號－作品序號 

4 觀察紀錄 觀－模組序號－-yymmdd（日期 6 碼）如：觀-1-960928 

5 省思札記 省－模組序號－yymmdd（日期 6 碼） 

6 訪談紀錄 訪－模組序號－yymmdd（日期 6 碼） 

 

三、研究者的背景與角色  

 

16

 

四、研究對象  

32

18 17

14% 3%

6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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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組 課程名稱 
視覺 
藝術 

表演 
藝術 

音樂 
藝術 

鑑賞能力 

1 就是愛線 線條 肢體 旋律 

2 彩色人生 色彩 情緒 音色 

3 動靜虛實 造形 聲音 節奏 

4 表裡如一 肌理 角色 和聲 

感受 
感受、描述 

感受、描述、分析 
感受、描述、分析、評價 

◎每個課程模組進行 8 節課，每週連續上兩節課。 

一、就是愛線  

 

 

就是愛線

感受

音樂藝術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線條 肢體 旋律

主題

鑑賞

元素

課程

藝術

無

線

可
能

２
節

看
線
條
在
說
話

１
節

拉
起
感
情
線

２
節

跟
著
音
樂
去
旅
行

１
節

小
小
音
符
手
牽
手

２
節

「
　
」

 

圖 1 第一課程模組「就是愛線」課程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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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節次 單元名稱 目標 活動名稱 

第一節 一、小小音符手牽手 從音符的串連中認
識旋律 

1.聽音律動 2.樂譜上的線條  
3.旋律接龍 

第二節 二、拉起感情線 藉由肢體伸展認識
直線與曲線 1.線條的形式 2.肢體的線條 

第三節 三、看線條在說話 從康丁斯基的作品
中欣賞線條 1.有情緒的線條 2.康丁斯基的線條

第四節 四、無「線」可能 創作由線組成的多
媒材作品 1.線的變化 2.創作線畫 

第五節 五、跟著音樂去旅行 感受音樂中旋律線
條的情感表達 1.級進與跳進 2.畫出旋律線 

二、彩色人生  

 

 

彩色人生

感受、描述

音樂藝術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色彩 情緒 音色

主題

鑑賞

元素

課程

藝術

與
色
彩
對
話

１
節

聽
音
作
畫

１
節

察
言
觀
色

１
節

眉
飛
色
舞

３
節

音
色
語
言

１
節

身
歷
其
境

１
節

 

圖 2 第二課程模組「彩色人生」課程設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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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節次 單元名稱 目標 活動名稱 

第一節 一、察言觀色 
不同情緒的肢體表

達練習 
1.情緒概念和語彙 2.肢體情緒表達 
3.心情指數 4.情緒調色盤 

第二節 二、與色彩對話 
從色彩繪本的畫面

呈現認識寒暖色 
1.動畫繪本欣賞 2.色彩繪本欣賞 
3.認識寒暖色 4.色彩的魔力 

第三節 三、聽音作畫 
聆聽音樂，想像畫

出音樂中的畫面 
1.音樂欣賞：展覽會之畫 
2.畫出音樂中的名畫 

第四節 四、音色語言 
從人聲、器樂、自

然分辨音色差異 
1.人聲音色 2.器樂音色 
3.大自然的音色 4.情緒與音樂 

第五節 五、身歷其境 
窺探電影配樂和歌

劇的音色表現 

1.電影配樂：為故事情節推波助瀾 
2.卡通配樂：活靈活現的角色替代 
3.歌劇音樂：歌唱者和管弦樂的劇情表現

第六節 六、眉飛色舞 
設計舞台背景與配

樂分組演出戲劇 

1.閱讀故事 
2.專長分組（布景、配樂、特效、演員）

3.分組設計練習 4.排演 5.演出 

 

三、動靜虛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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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靜虛實

感受、描述、分析

音樂藝術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造形 聲音 節奏

主題

鑑賞

元素

課程

藝術

像
不
像
沒
關
係

１
節

我
形
我
述

２
節

原
始
之
聲

１
節

聲
音
的
行
進

１
節

長
短
與
快
慢

１
節

不
變
與
善
變

２
節

 

圖 3 第三課程模組「動靜虛實」課程設計架構 

 

8  

節次 單元名稱 目標 活動名稱 

第一節 一、原始之聲 
探索本能發聲、模仿

與表達聲音 
1.聲音傳球 2.大嘴巴與小嘴巴 
3.聲情密碼 

第二節 二、長短與快慢 
了解各種節奏組合

產生的不同感受 
1.說白節奏 2.聽拍節奏  
3.音樂律動 

第三節 三、我形我述 
從藝術品的造形感

受作品的動靜感 

1.畫面節奏 2.幾何形狀 
3.有機形狀 4.形態之美 
5.描述與分析 

第四節 四、聲音的行進 
發現聲音的組合排

列形成的動態感 

1.動物大遊行 2.猜領袖 
3.聲音頑固伴奏 VS.即興節奏 
4.伶牙俐齒～饒舌歌 

第五節 五、不變與善變 
感受重複與多變節

奏不同的音樂之美 

1.反覆之美 2.變化一下 
3.切分節奏 4.熱力踢躂舞 
5.非洲鼓樂 

第六節 六、像不像沒關係 
欣賞具象和抽象的

作品體會創造美 
1.越來越不像 2.具象和抽象 
3.扭曲與變形 4.畢卡索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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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裡如一  

 

本課程模組為最後一組，藝術鑑賞能力加上較高層次的「評價」，與「感受」、「描

述」、「分析」形成四種藝術鑑賞基本能力和歷程。學生因對角色的掌控及媒材選擇相

關知識的了解而形成評價規準來判斷作品品質，以下是課程設計架構與教學單元。 

表裡如一

感受、描述、分析、評價

音樂藝術表演藝術視覺藝術

肌理 角色 和聲

主題

鑑賞

元素

課程

藝術

多
媒
材
的
趣
味

１
節

肌
膚
檢
測
站

１
節

奧
斯
卡
金
像
獎

２
節

角
色
的
創
造

１
節

理
性
與
感
性

２
節

靜
止
與
前
進

１
節

 

圖 4 第四課程模組「表裡如一」課程設計概念圖 
 

9  

節次 單元名稱 目標 活動名稱 

第一節 一、角色的創造 根據故事內容設計

戲劇中的角色 

1.童話故事中的角色 
2.音樂中的角色─波斯市場 
3.為角色進行描述 

第二節 二、奧斯卡金像獎 進行人物觀察與角

色扮演 1.人物觀察紀錄 2.演技大賞 

第三節 三、肌膚檢測站 觀察藝術品不同的

筆觸與質感表現 
1.觸感心體驗 2.筆觸技法 
3.材質特色 

（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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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表） 

第四節 四、靜止與前進 
聆聽並感受不同和

絃的聲響特色 

1.音符三明治─和弦  
2.和弦的進行 
3.老虎兄弟─大調和小調 

第五節 五、多媒材的趣味 
欣賞不同媒材組合

而成的藝術品 

1.媒材大車拼─拼貼藝術 
2.創意組合秀─集合藝術 
3.視覺的觸感─「視覺語言」繪本欣賞

第六節 六、理性與感性 
描述音樂中和聲呈

現的輪廓與意境 

1.莊嚴的聖樂 2.反復的命運  
3.協和和聲 
4.不協和和聲 5.音樂素描 

 

 

一、感受能力  

感官的觀察

這種喜好多半基於猜測，大都是很籠統的「快樂」、「好玩」等較簡短的

形容詞，尚未充分運用感官來體驗作品。 

BP-1-1

 

S01  

S24  

 
 

S05  
S08  
S16  

 

 
 

S05
 

S09
A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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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音樂時會不由自主的跟著音樂擺動身體 -1-961018

( )

  
 

AP-2-3  
S07  
S27  
S34  

 

 
 

AP-2-5  
S26  
S22

 
S07  

 

 
 

S09 -2-970104  
S13

-2-970107  
S20 -2-970108  
S21  
S27 -2-970110  
S32 -2-9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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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 -3-970428  
S01  
S15 -3-970501  
S23 -3-970502  
S27

-3-970505  
S32

-3-970506  

 

AP-4-5  
 

S25
 

S08
 

S25
 

S21
 

 

二、描述能力  

 
 

S22  
S24  
S11 BP-1-1  

 

 
 

S06 -1-961018  
S04  
S12 -1-96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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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 -1-961022  
S15  
S23 -1-961023  
S27 -1-961025  
S36  

 

AP-2-5

 
 

曲

目 

1.仲夏夜之夢(弦樂) 

2.塔拉大廳的豎琴（豎琴） 

3.睡美人(管弦樂) 

 樂器音色 想像的故事情節 

1 S03：有線條，輕柔聲音緩慢 
S33：音色有點像河川一樣連在一 

起，有點悲傷 

S09：一位公主被關在牢裡，被王子救了出來 
S22：好像小孩要離開母親，要很長一段時間才

會回來 

2 S20：柔和中帶一點圓點 
S27：讓人感覺純真、感動 

S21：自己一個人孤單的時候 
S22：平靜的，就像母親思念兒子，但也因為兒

子的成就而感到高興 
S27：可愛的小女孩在花園散步 

3 S34：音色像是鋸齒線，高高低低，

是一點點開心的 
S03：前面聲音高低音很清楚，中間

部份像在開舞會用的音樂 

S22：小精靈很快樂的在跳舞 
S30：脫離了痛苦的人民們在開舞會 
S27：好像在進行宴會 
S31：公主和王子一起在城堡裡跳著快樂的舞 

 

 
 

BP-2-1 227  
 

AP-2-1 350  

 

 



周珮儀 閻璽如

94 藝術教育研究 

 

 
G01  
G04  
G05  
G06  

 
G01  
G02

 
G04  
G05

BP-4-2  

 

 
 

容貌 習慣動作 

S21：身材中等、耳朵小、頭髮上平下微捲、

頭型橢圓。 
S27：鼻子挺直，眼睛有點小。 
S09：眼睛很小、常綁馬尾。 

S07：動作大、畫圓、比來比去。 
S17：拍桌子，而且是三下，拍手是兩下。 
S25：叉腰，愛走來走去。（AP-4-2） 

 

 

三、分析能力  

 

 

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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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2  
G04

 
G06

-2-961129  

 

 
 

AP-3-2  

 
S07

 
S25

 

 
S17  
S21  
S25

 
S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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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4 -3-970428  
S06  
S12 -3-970429  
S19 -3-970501  
S22 -3-970502  
S21  
S27 -3-970505  
S28  
S32 -3-970506  
S34  

 

四、評價能力  

 

BP-2-3  
 

 
S07  
S22  

 
S33  
S27  

 
S15  
S31  

 
S30  
S22  

A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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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9  
S08  
S09  
S21  
S34  
S25

! 
S01  
S24  
S02  

 

 
 

S02  
S04 -3-970428  
S08  
S09 -3-970429  
S19  
S30 -3-970505  
S34  
S36 -3-970506  

 

 
 

S04 -3-970428  
S12 -3-970429  
S15 -3-970501  
S16  
S27 -3-970505  
S33 -3-97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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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4-4  
 

S08
 

S21

 
S01

 
S18  
S23  
S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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