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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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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音樂科是基礎教育的初中階段的一部分，對於青少年身心健
全的發展和協助他們進入社會化過程，為一不可缺少的部分。這
一科目對青少年一代心靈的美化、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增進、建
設社會與樂群的精神與態度，起著重要的作用。教授音樂課的目
的是教令學生掌握基本的音樂知識和技能，初步具有唱歌的能力
和對音樂的感受能力。促進青少年學生對自然美、社會生活美和
藝術美感受與愛好，養成熱愛生活，熱愛藝術的情操。力求學生
在初中學習階段，獲得有關音樂藝術的基礎知識與技能、發展智
力，在全面綜合教育各方面的發展，與學習中打下良好基礎，有
助其將來加入社會，貢獻社會，以及個人之全面發展。
    本課程為初級中學普通音樂課程，其教育內容是小學音樂教
育的延續，課程大綱編排根據初中學生應有的程度、能力及興趣，
循序漸進地安排教學進度，以供音樂科老師參考及使用。
    本綱要的宗旨在於提供一個有系統及均衡的課程。內容包括
歌唱、聆聽、音樂基本知識及理論、音樂創作活動和其他音樂活
動等項目，並以循環的形式展現，藉以建立初中學生應有的良好
的音樂基礎及技能。
    選材方面：歌曲、音樂內容及風格以多元化為主，並配合不
同的活動，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加深學生對學習內容的理
解。
    編排方面：歌曲、音樂知識及理論注重中外兼備，更提供葡
國的歌曲和民族音樂。培養學生對不同國家、民族、文化、藝術
的興趣與認識。

音樂欣賞方面：不論中、西樂及歌曲，在編排上是一致的。
中一教學內容著重樂器及人聲各聲部的介紹，中二及中三教學內
容則簡明地介紹各種音樂及歌曲的風格、曲式、時代背景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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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總目標

1. 知識

1.1 認識基本的音樂知識

1.2 擴展音樂知識領域及眼光

2. 技能

2.1 培養初步的歌唱能力與技巧

2.2 培養對音樂、藝術的審美能力

2.3 增進智力

2.4 擴展表達能力、表現力及創造力

3. 態度

3.1 培養自信、合作和樂群精神

3.2 增強對美－自然美、社會美、生活美和藝術美的感受和愛

好

3.3 培養對中國及外國音樂、文化和藝術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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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題內容

1. 音樂基礎知識

2. 音樂基本元素

3. 節奏認識及訓練

4. 歌唱及歌唱技能學習和訓練

5. 聆聽

6. 音樂創作活動

7. 音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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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教學內容之說明

初一 初二 初三

1.音樂基礎知識
　五線譜及記法 加強拍子、節奏感認識 切分音認識
　基本拍子及其各分類 單複拍子 大小調及其主和弦
　簡單音樂術語及記號 節奏組合形式 與旋律的特徵
　簡單調性的認識 介紹小調及其調性 大小調及其下屬和
　簡單視唱 介紹大小調的主和弦及 　弦與屬和弦的特徵

　其特性 　與功能
視唱簡單曲調

2.音樂基本元素
　旋律 進一步提高認知與技能 繼續提高認知及技
　音量   能
　節奏、速度
　音色
　曲式
　聲部結構(單聲及雙聲部)

3.節奏認識與訓練
　基本節奏 常見節奏型組合與應用 較複習節奏型組合
　基本節奏型 單複拍子組合   與應用
　單二拍子 複二拍子 複二拍子、複三拍
　單三拍子 複三拍子 子組合
　單四拍子 不規則拍子

4.歌唱
　齊唱 較複雜二部合唱 增加三部合唱
　合唱 較複雜輪唱 較複雜多聲部合唱
　輪唱 較複雜卡農 較複雜古、今、中
　二部合唱 簡單三部合唱   、外歌曲及民歌
　卡農 混聲合唱
　獨唱 擴大習唱中、外歌曲及
　中、外民歌   其演唱種類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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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聆聽
　中外歌曲、民歌、音樂 增加西洋歌曲及器樂音 擴大對中外歌曲器
　  介紹中、西音樂(器樂曲   樂欣賞、認識   樂曲之欣賞範圍及
　  及聲樂曲) 基本中、外音樂歷史、   認知能力
　介紹管弦樂及其器樂組   音樂家生平、趣事、音   增加中、外音樂歷
的分類   樂風格和文化、習俗   史、音樂家生平、

介紹中國音樂(器樂曲及 作品、音樂風格、時
  聲樂曲)   代背景、古今文化
介紹常見中國器樂及其   、習俗和人民生活
  分類   情況

介紹中國的地方戲曲
  、說唱、民謠

6.音樂創作活動
　節奏樂合奏 提高創作力 繼續提高創作活動
　器樂合奏 增加器樂創作伴奏歌唱   能力
　獨奏 自創旋律、音樂、歌曲 鼓勵創作活動配合音
　伴奏創作   演唱及演奏   樂及其他學科的學
　和唱   習或演出
　歌詞/旋律重組及創作
　自由創作活動
　音樂與繪畫、戲劇、朗
　  誦、舞蹈、韻律運動
　  等的創作活動結合
  
7.音樂活動
　組織合唱小組 按學生能力、校方資源 鼓勵自發學習、積
　合唱團   、場地、師資增加器   極參與各音樂活
　器樂組(例如：吉他、牧   樂組、弦樂隊、管樂   動組織及推廣多
　  童笛、電子琴、口風   隊、管弦樂隊、音樂 多元化音樂活動
　  琴、口琴隊等)   比賽、音樂會等
　音樂欣賞小組
　音樂活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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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指引

    建議以擴展學生能力和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為中心。採用

啟發式、愉快式、實踐式和綜合活動教學法，重視學生的知識、

情緒及技能方面的平衡發展。減少形式化教學，鼓勵學生積極學

習，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及創作音樂活動，以配合學習和推廣音樂

活動。

    在考慮教學方法時，建議多吸取和學習本地區、國內外先進

的教學法及經驗，客觀地結合各實際情況教出自己的特色，不斷

更新求變，創出更佳和更有效的教學法和經驗。

    本課程大綱是個統一的課程，中一學習階段應注重於鞏固學

生的基本音樂知識及技能，作為中二及中三繼後學習的基礎。由

於中一學生的學習背景和音樂程度不同，教師在具體教學過程

中，應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適當選擇教材及靈活施教，無須強

求按照中一所列的教學內容進行教學。

    建議採用合唱、小組唱、分聲部唱和獨唱等教學方式。

    建議採用多元化活動的教學形式。例如：歌曲介紹、音樂欣

賞、讀譜、視唱練耳、節奏訓練、音準訓練、即興伴奏、介紹音

樂家及音樂歷史、器樂學習、音樂創作活動及課餘音樂活動等，

環繞音樂為主題，又富啟發性及趣味性的項目，藉此引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

    教學資源方面為方便教師蒐集教材和課本，本課程附錄所列

舉之視聽教材。例如：鐳射唱片、錄音帶、錄影帶、課本，均可

於普通書店及影視中心購買，部分教材可向教育司屬下的資源中

心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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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預計節數

在目標和內容欄中，有●記號者表示屬基本程度內容，

沒記號者為增潤部分內容。   每單元的上課時數，教師可因

應實際情況作彈性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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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評核

    中學音樂科學習和考查目前還沒有統一明確的指標、考查的

要求和方法。 為此，建議採用一般常用的評核方法－平時考查，

期中和期末考查並配合觀察法客觀地進行。

    平時考查方法包括(1)集體、小組、個別考查及作業檢查 (2)

歌唱、提問、筆試、匯報形式。 期中和期末考查方法包括(1)集

體、個別及作業檢查 (2)歌唱、筆試、匯報形式。

    教師評分要訂定評分標準。 期中、期末的考查，評分時要按

教育司訂定的“對學生能力要求的總結”為一定的標準，認真客

觀、公正、合適地照顧學生的能力、興趣與需要作全面性的評核。

    評核內容包括：唱歌、視唱、練耳、樂理、音樂的基本知識

及技能、音樂欣賞分析能力、創造性能力及參與態度，其中唱歌

能力考查可佔評核中較大的百分比，但不是硬性規定。教師可自

由地因應教學需要和學生的實際情況，釐定自己的評核標準和評

核內容的比例分配，但應當既注意內容全面，又體現重點。

以下是中學音樂成績評核表，供教師參考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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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______

音樂科學習成績評核表

週

次

      內容

姓名

唱歌

視唱
練耳 樂理

音樂
基本
知識

欣賞
  
創作 參與 器樂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分項得分

總成績：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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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學習組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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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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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認識譜表、音名、唱名、
譜號、大譜表、讀譜。

● 2. 辨認音符、休止符、附
點音符、拍號。

● 3. 能區別小節線，升、降號、
還原號、重覆號、音階、
分句、樂句、樂段、圓滑
線、音程、連結音、旋律、
音色、音量、節奏/速度、
曲式、單聲部、雙聲部、
終止號、風格、力度。

   1. 音樂基礎知識
● 1.1 五線譜及記譜

法

● 1.2 基本拍子及其
各分類

● 1.3 簡單音樂術語
及記號

註 ：
● 屬 基 礎 部 分 ，沒 有 ●

的 屬 可 選 擇 部 分 。

－ 用圖表，大班教學後分組練習。教音名、
唱名時結合器樂將不同音高清楚表達出，
讓學生結合視聽(音及形)的原則去學習。
將學生創作的音名、唱名寫在黑板上，由
老師引導全班試唱。

－在節奏學習初期，不須一定用五線譜，應先
讓學生認識了初步的各基本拍子及類型後
才將節奏用五線譜音符寫出。

－學生認識基本拍子後，可利用各活動或模仿
節奏的活動，利用身體或簡單樂器進行輔
助教學。例如：安排學生站立並講出不同
的拍子，在坐同學用筆將答案寫在紙上，
再互相交換核對答案，以增加學生的記憶
力。

－用圖表，大班教學後小組學習。教學時配合
器樂或人聲將記號及述語用聲音及樂音表
達出。

－鼓勵學生創作活動配合學習內容。

－ 分組練習後，在小
組中提問。

－ 老師提問，學生筆
答。

－ 小 組 合 唱 或 演 奏
中，學生能將各術
語及記號表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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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4. 能認識大調音階結構、
調號、音程。

● 5. 能分辨大、小音階在音
色上不同之處。

● 6. 能唱出 C 大調、D 大調、
F 大調及 G 大調的簡單
旋律、樂句。

● 1.4 簡單調性認識

● 1.5 簡單視唱

－ 教師可選擇多首不同大小調之歌或旋律，
以人聲或器樂聲表達出，加強學生對大小
調音色不同的認識。

－ 將大小調音樂旋律抄錄在黑板上，領導學
生唱，加強學生對大小調的認識。

－ 採用簡易、有趣的練習來介紹，可增加聽
音訓練配合加強學生對音準辨別力，選材
應是學生熟識的旋律及節奏型。

－ 讓學生自由創作二至四小節的旋律，再將
學生以每三人為一組，讓他們相互交換他
們所創作的旋律練習視唱。

－ 教師可抽選一部份同學所創的旋律，將其
抄印後分發各同學在下一課節中用作補充
教材或讓同學帶回家中繼續練習。

－ 作業：能寫出大調
音階結構。

－ 抽 問 學 生 能 說 出
大 、 小 音 階 之 感
受。

－ 個別測驗，學生唱
出不同調之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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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唱出不同的旋律。
－ 2. 能分別出不同的旋律進

行方式。包括向上、向
下、級進、跳進和同音
反復。

● 3. 能分辨出中、外音樂旋
律之不同。

－ 4. 創作旋律，能分辨出悅
耳之旋律。

● 5. 能分辨樂曲大小聲音之
變化。

● 6. 能在歌唱中以大小不同
聲量表達歌曲之內容。

● 7. 能分辨不同節奏的感
覺。

● 8. 能以不同快慢速度唱出
歌曲

● 9. 能區分快、慢音樂或歌
曲之不同感受。

－10. 能做到分組或集體節奏
活動

   2. 音樂基本元素
● 2.1 旋律

● 2.2 音量

● 2.3 節奏、速度

－ 在教材編排上應注意內容的深淺及次序要
配合學生能力。

－ 播放或彈奏出一些中國的音樂與外國音樂
引導學生作出正確的分辨。

－ 分別以唱或彈奏一些不同方面進行的旋律
給學生區別，老師在教學進行中可用身體
語言加強表達音樂方向進行的感覺。

－ 教師彈奏出開始與結束相同音的旋律，請
學生用手畫出它們的旋律方向。

－ 朗讀歌詞用不同聲量表達，學生掌握好控
制聲量之大小後再以歌唱形式表達大小不
同之唱法。

－ 請學生提供意見為上課節所學之歌曲加上
不同速度試唱，並可再加上不同音量－強
與弱方法唱出，討論那一種唱法最合適用
以表達此歌曲。

－ 在歌唱時請學生踏節奏，拍節奏配伴奏。

－ 合唱中觀察。
－ 學生能以手勢或圖

形 表 示 出 不 同 旋
律。

－ 抽問。

－ 小組或全班合唱中
能表現出不同聲量
之變化。

－ 小組或全班合唱。
－ 分 組 測 驗， 拍 節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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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1.能區分出各種不同聲音
的色彩與特質

● 12.能說出樂音與噪音不同
之處的原理。

● 13.能指出樂曲或歌曲由多
少樂段組成。

● 14.能分辨出二段曲式、分
句和樂句。

－ 15.能區別出單聲部歌曲與
雙聲部歌曲在和聲和旋
律上之不同。

● 2.4 音色

● 2.5 曲式

－ 2.6 聲部結構(單、
雙聲部)

－ 集合一些物件，如紙盒、汽水罐、筆、木
片、茶杯等，請學生搞打。當發出聲音時，
請同學注意及用語言表達出各聲音在色彩
上的不同。

－ 介紹人聲分類及聲樂中人聲之分類與各音
域。

－ 選擇一首二段體歌曲，將學生分為二組，
各自唱一段。

－ 選一首二段體或三段體歌曲，請學生找出
不同的樂段用圖畫表達出；或用不同身體
動作表達不同樂段。如拍子第一段，站立
是第二段，踏腳第三段。

－ 介紹一首無伴奏獨唱曲及一首有二個聲部
的無伴奏歌給學生分辨聲部之不同。

－ 學生自由創作活動去表達聲部結構之不
同。

－ 提問，小組或個人
回答。

－ 創作樂器以表達出
不同的聲響

－ 分段合唱。
－ 繪 畫 表 達 不 同 樂

段。

－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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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辨別不同的節奏及節
奏型

－ 2. 能表達出對不同節奏的
感覺。

● 3. 能正確唱出及拍出基本
節奏

● 4. 獲得對節奏的記憶力。

● 5. 能正確模仿。
● 6. 能分辨不同節奏型。
● 7. 能說出不同節奏型的分

佈位置。
● 8. 能模仿教師拍出的節

奏。

● 9. 能分辨出 2/4、3/4、4/4
拍拍子的分別。

● 10.能說出 2/4、3/4、4/4
拍子的強弱位置。

   3. 節奏認識與訓練
● 3.1 基本節奏

● 3.2 基本節奏型

● 3.3 單二拍子

● 3.4 單三拍子

● 3.5 單四拍子

－ 透過節奏模仿活動，利用身體，節奏樂器
或其他實物進行對各節奏及各節奏類型的
認識。

－ 敲擊實物或彈奏樂器助學生感到不同拍子
及能以聲音或拍掌正確回答。

－ 鼓勵學生創作適合分組或集體的活動。

－ 老師將不同節奏型彈奏或唱出，學生用聲
音模仿或拍掌將節奏型拍出。

－ 請學生在上一課所教之歌曲中找出共有多
少個節奏型，每個節奏型又重覆多少次。

－ 提供不同的節奏，讓學生組成二拍、三拍
和四拍的節奏型。

－ 跟隨教師將 2/4、3/4、4/4 拍子的強弱拍。
用大小說話聲音來表達。

－ 按 2/4、3/4、4/4 拍子的強弱拍朗讀歌詞。
－ 隨著老師所彈奏的 2/4、3/4、4/4 拍子歌

曲作指揮或拍掌。
－ 隨著一個同學拍打的 2/4、3/4、4/4 節奏

的拍子傳物件，凡第在第一拍強拍便將物
件傳給另一同學，速度可自由改變增加難
度及反應力。

－ 個別拍出節奏。
－ 小組模倣老師拍出

節奏。

－ 提問。
－ 個 別 或 小 組 拍 節

奏。

－ 歌唱、拍掌、說話
以表達出拍子之強
弱拍。

－ 抽個別同學打出指
揮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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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正確地唱出音準、拍
子、吐字與表情。

● 2. 能做到正確的唱歌姿
勢。

● 3. 能整齊、和諧地唱出合
唱歌曲。

● 4. 能控制正確呼吸法歌
唱。

● 5. 獲得人聲分類及聲樂各
種類的知識。

   4. 歌唱
● 4.1 齊唱

● 4.2 合唱

－ 音準、視唱訓練在編排時要注重學生的能
力及興趣，首調唱名法。

－ (即 SOL-FA 音名唱)可有助學生加強對調
性的感覺及了解大小音階的特色及各音之
間的關係。

－ 介紹中國或外國著名齊唱歌一首。

－ 將學生分為兩組，一組合唱，一組用自創
的節奏型敲打節奏樂伴奏或拍掌作伴奏。

－ 請學生以不同的演唱型式歌唱表演。
－ 發聲指引及練習。
－ 重溫聲樂各聲部的音域，用視聽教材配

合。

－ 全班或小組唱。
－ 提問有關歌唱之正

確姿勢。

－ 全班或小組唱。
－ 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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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6. 能唱出輪唱歌曲。
● 7. 能嚴格地按節奏歌唱。

－ 8. 能以二個不同聲部合唱
一首歌曲。

● 4.3 輪唱

－ 4.4 二部合唱

－ 唱輪唱歌曲前，用圖表解釋－輪唱是由二
個以上聲部在一定時距前後同唱一個旋
律。例如：

     第一組：

     第二組：

             
             二部合唱
－ 分句練唱輪唱方法，學生熟習後才全曲練

習歌唱。

－ 分聲部練習。
－ 分句練唱。
－ 歌唱欣賞，教師播放二部合唱歌曲讓學生

聆聽及學習。

－ 分組測驗、輪唱。

－ 全 班 合 唱 二 部 歌
曲。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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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9. 能準確地唱出卡農歌
唱。

● 10.能辨別出卡農曲與輪唱
曲的分別。

－ 11.獲得卡農曲之歷史背景
及起源時間。

－ 12.能有自信及成功地進行
個人獨唱或演出。

● 13.獲得更多中、外文化、
音樂、藝術的認識。

－ 14. 獲得更豐富的社會知
識。

● 4.5 卡農

－ 4.6 獨唱

● 4.7 介紹中、外民歌

－ 介紹卡農曲的起源及歷史背景。
－ 介紹卡農曲與輪唱曲之分別。
－ 習唱卡農曲分句再分段練習。
－ 歌曲或器樂曲欣賞。

－ 個別培訓。
－ 鼓勵學生多進行演唱及表演。
－ 讓學生自選歌曲獨唱。

－ 利用各視聽教材介紹中、外民歌。
－ 鼓勵學生用中、外民歌配合舞蹈、韻律操

及話劇活動。
－ 翻譯外國民歌用中文歌唱。

－ 全 班 合 唱 卡 農 歌
曲。

－ 提問卡農曲與輪唱
曲之分別。

－ 個別演唱。

－ 全班齊唱。



初中一年級　　音樂

jmusic   /1999 年 6 月 課程改革工作組22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分辨中國及一些著名
的外國歌曲、民歌及音
樂。

● 2. 獲得歌唱各國民歌的經
驗及樂趣。

－ 3. 獲得對音樂的基本結構
知識。例如：分句、樂
句、二段和三段體等有
更深認識。

－ 4. 獲得基本中、西音樂知
識。如民歌、戲曲、歌
劇、舞蹈音樂等方面。

● 5. 獲得有關聲樂曲的知
識。

● 6. 能說出聲樂演唱的五種
形式及其之間之分別。

● 7. 學到正確的歌唱法。
● 8. 能說出人聲的分類。
● 9. 能辨別中、西樂器。包

括弦樂器、木管樂器、
銅管樂器及敲擊樂器。

   5. 聆聽
● 5.1 中外歌曲、民

歌、音樂

● 5.2 介紹中、西音樂
(器樂曲及聲樂
曲)

－ 利用民歌、音樂樂段為例子重溫學生對分
句、樂句、樂段的認識。

－ 提供中外名曲及音樂給學生欣賞及進行，
如何分析不同國家的歌曲及音樂特點。

－ 選擇音樂特徵顯著的國家的歌曲及音樂給
學生多聆聽，提高他們對這些國家的音樂
的認識。如日本、葡國、印度或非洲。

－ 教師配合地理、歷史或社會、科學等各科
教學內容提供不同國家、地區的音樂給學
生聆聽與進行多元化學習。

－ 選播一些特別樂器或某國家地區特色的樂
段和歌曲以實物教學，圖片介紹、錄音帶
或錄影帶等進行活動教學。

－ 參與各音樂活動或音樂會。
－ 請學習樂器之同學介紹自己所學之樂器及

表演示範。
－ 邀請外界音樂人士來校進行教學示範。

－ 全班或小組齊唱。
－ 提問學生對不同民

歌之感受。
－ 學生報告所收集之

民歌資料。

－ 抽問。
－ 分組報告所介紹之

演唱形式或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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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0.能區別出各類管弦樂的
樂器及其分類。

－ 11.能辨認弦樂器組、木管
樂器組、各種樂器的聲
音及音色。

● 12.能認別出各樂隊的座位
安排。

－ 13.能說出音樂主題及辨認
主題重現的能力。

● 5.3 介紹管弦樂及
其器樂組分類

－ 介紹各樂器特有的音色，設計活動以表達
某種情緒，描寫情景或事物。

－ 基本活動與 5.2 相同。
－ 增加活動：猜樂器，每個同學抽簽後用身

體語言模仿樂器讓同學猜想，同學要將猜
想到之樂器用聲音來模仿出。

－ 創作謎語，讓同學們猜估。
－ 課餘時間播放管弦樂曲給學生聆聽，以增

加他們記憶及愛好。
－ 設計活動辨認樂曲的主題。

－ 測驗（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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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能獲得創作的經驗、樂
趣及滿足感。

－ 2. 能獲得心、智、體方面
的質素提高。

● 3. 能獲機會表達個人的感
情與想像力。

   6. 音樂創作活動
● 6.1 節奏樂合奏

● 6.2 器樂合奏

● 6.3 獨奏

● 6.4 伴奏創作

● 6.5 和唱

● 6.6 歌詞/旋律重組
及創作

● 6.7 自由創作活動

● 6.8 音樂與繪畫、戲
劇、朗誦、舞
蹈、韻律、運動
等的創作活動
結合

－ 教師應多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及創作各不同
類型的活動。

－ 教師應以顧問身份來帶領學生進行各活
動。

－ 教師應按學生的能力、興趣及需要來看待
學生的創作成效，多加鼓勵，不應用評估
方法去衡量學生的創作活動。

－ 小組演出。
－ 個人演出。
－ 比賽。
－ 集體創作。
－ 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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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評  核
AVALIAÇ Ã O

● 1. 得到更多機會參與團體
課外活動，豐富課餘生
活，擴寬生活領域。

● 2. 獲得更多音樂知識、技
能和審美能力。

● 3. 獲得更多機會創作活動
和 參 與 活 動 來 表 達 自
我。

－ 4. 獲更多組織經驗及能
力。

－ 5. 獲身心健全發展。

   7. 音樂活動
● 7.1 組織合唱小組

● 7.2 合唱團

● 7.3 器樂組(例如：
吉他、牧童笛、
電子琴、口風
琴、口琴隊等)

● 7.4 音樂欣賞

● 7.5 音樂活動組

－ 教學建議基本同 6.1 至 6.8 相同。
－ 教師應主動協助學生進行各項組織活動。

－ 音樂會。
－ 學生報告：每學年

之音樂成果或所獲
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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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歌唱五至七首歌曲中獲
得一些音樂基礎知識。

1.音樂基礎知識：
● 1.1. 歌唱 ─ 選五至七首歌曲配合音樂基礎知識的 1.2 ─ 1.7

內容進行教學。

● 2. 能分辨 1.2 內容的拍子、節
奏。

● 3. 能唱出及拍出 1.2 內容的拍
子和休止符。

● 4. 能辨別規則與不規則拍號。

註 ：
● 屬 基 礎 部 分，沒 有 ●的 屬 可 選 擇 部
分 。

● 1.2. 拍子、節奏、音樂知識
包括：
●（拍子）

      
                 3
                    等

（休止符） ä . ,  . Å ,  等.

（拍號）3 9 6 或 3  4等
        8 8 4    2  2
（不規則拍號）5  7
              4  8

─ 重溫上學年所學的基本拍子及各拍子分類。
─ 教師奏出，唱出，或敲擊出新的拍子及節奏讓學生

感受不同的拍子及節奏，再以各種活動或模仿節奏
活動，進行輔助教學，讓學生逐步掌握各個不同的
拍子及節奏。

─ 利用語言節奏增加對音樂拍子節奏的感受及掌
握。例如：

                                      ，等

                               3
    Go shopping  super man   向日葵
                 咚咚   喳   融和門
                          (或)
─ 鼓勵學生用中、外語言節奏創作不同的音樂節奏加

以變化練習。

   q    q   q  , q   q q   , q    q   q  ,

  q    q    q    q    q    q    q 
 q    q     q        ,     q    q    q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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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5. 能辨認單複拍子。 ● 1.3單複拍子

單拍子包括：
8
7

4
5

2
4

2
2

8
3

4
4

4
3

4
2

等

複拍子包括：
4
6

8
9

8
6

等

─ 用圖解，歸納方式顯示單，複拍子的結構/組織及
特徵（單拍子 1 拍可分為二二，複拍子 1 拍可分為
三．）

  （單拍子）
  
                               等。
                                 

    複拍子

                               等。

─ 彈奏/歌唱/敲擊相同的旋律，不同節奏讓學生聆聽
和指出單、複拍子的分別，

例如： 3/4 1 5  5 6 / 3 4  5 6 / 3 4 5 5 / 2 3 \     Ó
       6/8 1 5 5  6 3 4 / 5 6 3  4 5 5 / 2 3 1  Î . Ó

  q =q    q 和 q     q

 h  =q   q        q .   e

  q .= q   q   q  和 q e

qqqqqqqqqqq ����

�

h .   q   q   q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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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教師自創一些旋律，節奏用彈奏/歌唱/敲擊等方法
協助學生分辨單、複拍子。

─ 播放中、外歌曲、音樂讓學生分辦出單、複拍子。
─ 用圖表再深入解釋單複拍子的各種組合形式及規

律。

● 6. 能區分單複拍子節奏組合之
不同。

● 1.4節奏組合形式

單拍子包括：

           q   q   q , q . , q  q  q 

      q   q   q     ,    q   q   q  等；

              3

複拍子包括：q   q   q , q . , q  q  q  q  q  q ,

q   e   等。

─ 教師用單複拍子寫出不同旋律及節奏引導學生 1)
看譜 2)聆聽 3)拍出 4)唱出那些旋律及節奏，引
導學生感受出單複拍子不同的節奏組合形式。

   例如：

　　旋律　H　1 5 5 2 ã 4 4 ã 3 4 5 4  2 3 1 Ó

    節奏 H x x x   x x x ã x x x x   x x x 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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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旋律 6/8  1 5 5   2 4 4 ã 3 4 5 4   2 3 1 Ó

節奏 6/8   x x x   x x x ã x x x x   x x x Ó

   6/8  3 6 6 5 6 5 4 3 4ã5 3 4 6 6ã5 4 3 4 5ã

      2 3 4 5 6 5 3 2 1 Ó

─ 鼓勵學生用身體語言或文字描述表達有關他們對
單複拍子節奏組合形式或單複拍子特徵之感受。

─ 設計不同的單、複拍子組合形運用於歌曲/音樂的
頻現句中作為節奏伴奏效果或用作音樂效果之襯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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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7. 能運用更多的音樂述語及記
號於音樂理論與歌唱中。

● 1.5 基本音樂述語及記號

   1.5a也包括：重升、重降、等音
樂記號及述語（包括英的音
樂述語）

─ 教學時用圖表，器樂，人聲，語言，音樂，歌曲，
其他活動等，將音樂述語及記號的性質，特徵，效
能表達出。

─ 鼓勵學生創作不同的活動增加學習興趣及運用熟
悉音樂述語及記號的能力和信心。

   8. 認識小調音階的結構、調
號、旋律模式。

   1.6.小調及其調性 ─ 建議先重溫大調的結構，調號及其旋律模式特徵。

─ 教師彈奏，播放小調音音樂/歌曲讓學生熟悉小調
的旋律特徵。

─ 用圖表解釋配合器樂彈奏，人聲範唱協助學生學習
小調音階的結構組織及其調號。

─ 將小調音階/旋律印出或抄錄在黑板上，引導聆聽
和唱出，加強學生對小調音階/旋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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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彈奏一些大、小調旋律/音階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學
習分辨出大、小調。

─ 教師可視學生能力而自由決定是否指引學生學寫
出小調音階、如將Ｃ大調改寫為Ｃ小調，Ｇ大調改
為Ｇ小調等。

● 9. 能辨認大三和弦及小三和
弦。

1.7. ●大調的主和弦及其特性。
        小調的主和弦及其特性

─ 圖表解釋大、小三和弦的結構，配合器樂彈奏出
大、小三和弦的聲音讓學生聆聽。

─ 圖表解釋大、小三和弦與大、小調的主和弦之關
係。配合器樂彈奏出大、小三和弦及大、小調主和
弦的不同效果讓學生聆聽/分析。

─ 教師彈奏一組不同調子的大小三和弦請學生將正
確答案寫出/或講出答案。

─ 選擇幾首大、小調歌曲請學生在有大、小調主和弦
音的句中找出該調的主和弦音，教師再彈奏或請同
學唱出該主和弦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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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教師抽問不同大、小調的調名，請學生按該調名說
出/唱出該調的主和弦音。

   例如：Ａ大調
E
m

C
d

A
e

#
#

，Ｅ小調
B
t

G
s

E
m

等。

● 10.能唱出 E 大調 A 大調，降 B
大調，降 E 大調或簡單小調
的樂句/樂段。（以不超過四
個升、降號的調號為限）。

● 1.8. 視唱簡單曲調 ─ 選材由淺入深，訓練學生的視譜，音準，拍子/節
奏能力。

─ 選一些學生較熟悉的器樂曲改編成視唱輔助教材
作課外視唱練習。

─ 請學生自由分組/個別創作不同大、小調子的旋
律，教師與學生共同分享，討論，修改後將有代表
性的旋律讓全體學生即堂練習視唱，或抄錄整理後
印發給學生在下一課作視唱補充教材。

● 1. 能從歌唱四至六首歌曲中掌
握 與 運 用 一 些 音 樂 基 本 元
素。

2.音樂基本元素：
● 2.1. 歌唱

─ 選四至六首歌曲配合音樂基本元素的 2.2──2.7
內容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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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2. 能唱出一些旋律/句子

● 3. 能指出及唱出模進式旋律及
句子。

● 4. 掌握從大調調號中找出主
音。

5. 掌握小調調號中找出主音。

● 2.2. 旋律 ─ 教師彈奏或選播不同類形，風格，地區，國家的歌
曲/音樂旋律培養學生對旋律的認識及興趣，學生
能將旋律音（唱名）唱出。

─ 介紹模進句特徵及進行形式，繼而請學生在歌曲/
音樂中找出模進式旋律及句子。

─ 採用模進式句子唱出一些簡單的大調旋律。

─ 教師提供不同的小、小調歌曲或音樂句子請學生從
樂譜中找出該調的主音及唱出一些旋律/句子。

● 6. 能較好地運用不同大小音量
的聲音歌唱。

7. 能用不同大小力度敲打伴奏器
樂襯托出特別的伴奏效果。

● 2.3. 音量 ─ 注意呼吸，發聲技考練習以提高學生能更好地掌握
控制用不同的大小音量唱出歌曲的內容及意景。

─ 請學生用敲擊樂器，自制樂器創造不同大小音量的
伴奏增加歌曲演唱或器樂合奏的音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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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8. 能辨別、摸仿拍出較複雜的
節奏，

     例如： q   q  q   ,  q  q  q ,  q   q   q   q   q   q

           q   q   q   q 

9. 能辨別、模仿出例如：

      q     q , q   q   q 

● 2.4. 節奏、速度 ─ 教師彈奏/拍出/敲擊出一些較複雜的節奏或樂句
讓學生模仿拍出或敲擊出。

─ 請學生將已學過的各節奏型與左方的節奏自由組
合創作不同的節奏句子以拍手形式或敲擊節奏樂
器將節奏表達出。

─ 引導學生按他們自創的節奏句子創作旋律練耳，歌
唱，節奏或視唱訓練輔助教材。

─ 用頻現句節奏來伴奏歌曲演唱。

● 10.能初步掌握從音樂/歌曲中
選擇出適合的速度歌唱。

● 11.認識各種不同聲音的色彩與
特質。

● 12.了解中、西各樂器的不同音
色/色彩。

● 2.5. 音色 ─ 請學生分組廣泛些收集不同的物品，物料，在課前
按音色的不同色彩，性質作分類，在上課時分組介
紹給同學聆聽認識。

─ 教師用實物，錄音帶，錄影帶，ＣＤ，或邀請中、
西樂團到校作器樂演奏示範，讓學生更能體驗中、
西各樂器不同音色的色彩與特質，演奏示範後學生
要總結將各器樂的音色歸類記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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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3.能區分出二、三段體的歌曲
與音樂。

● 2.6. 曲式

包括單二段體和單三段體

─ 選播，彈奏，唱出二段三段體的歌曲/音樂，請學
生找出不同的樂段用英文字母表示之。

─ 選教一首三段體的歌曲，學生習唱後將學以三人為
一組，請每組組員找出歌曲中三段不同的樂段，每
人選唱其中一樂段（可配合動作，表情等）分組演
出。

● 14.能聽出一聲部與二聲部歌曲
/音樂的分別及其和聲效
果。

● 15.體驗歌唱二聲部旋律句或歌
曲。

● 2.7. 聲部結構
● 一聲部漸增至二聲部。

─ 選播或彈奏二至三首一、二聲部的歌曲或音樂給學
生聆聽/分辨出一聲部與二聲部歌曲或音樂的分別
及聆聽其和聲效果。

─ 選一首簡單二聲部歌曲，先將一、二聲部一起彈奏
出讓學生聆聽，再先彈奏及教唱一聲部旋律，待學
生熟唱後，彈奏及教唱 2 聲部旋律，待學生熟唱後
指導學生一起唱出 1、2 聲部。

* 可分句學唱或只唱歌曲中壹至數句的旋律。
* 如男同學處於變聲期唱音不準可嘗試只啦出唱音

或聆聽女同學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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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歌唱二至三首歌曲中掌
握運用常見節奏型和單、複
拍子的組合特徵和應用。

3.節奏認識與訓練：
● 3.1. 歌唱 ─ 選二至三首歌曲配合節奏認識與訓練的 3.2──

3.5 的內容施教。

   2. 能用常見的節奏及節奏型配
合頻現音型作伴奏，或旋律
創作。

   3.2. 常見節奏型組合與應用 ─ 請學生分組每組按自選的歌曲或音樂配上不同的
節奏或節奏型用敲擊樂，人聲，或拍手配合頻現句
/頻現音型作歌曲或音樂之伴奏。

─ 鼓勵學生用不同節奏型組合去創作旋律，或再配上
歌詞，集體創作歌曲

● 3. 能進一步認識及掌握單複拍
子的組合形式及應用。

● 3.3. 單複拍子組合 ─ 建議重溫單複拍子的結構及其組合形式。

─ 彈奏，播音，歌唱出一些單、複拍子的歌曲或音樂
請學生記錄/講出正確答案。

─ 讓學生分組/個別自創單複拍子節奏組合或旋律用
器樂，節奏樂器，人聲，或身體各部份表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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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師生合創一些節奏型，並用節奏樂器或拍打，身體
各部造出聲音作歌曲伴奏。

● 4. 能分辨出 6/8 拍子與 2/4 拍
子的分別。

5. 能辨別出 9/8 拍子與 3/4 拍子之
不同處。

● 6. 能說出 6/8 拍子的強弱位
置。

7. 能說出 9/8 拍子的強弱位置。

● 8. 學習 6/8 的指揮法。

9. 學習 9/8 的指揮法。

● 3.4. 複二拍子和複三拍子 ─ 重溫單，複拍子的結構及其拍子分組的特徵，參看
1.3 單複拍子。

─ 教師引導學生拍出 2/4 和 6/8，3/4 和 9/8 拍子的
強弱拍，亦可用人聲或雙腳或打擊節奏樂器將強弱
拍表示出，例如：數拍子

       > ü   >   ü
   2/4   q    q      l    q      q     q       l lllll
       > ü ü - ü ü >üü -ü  ü
   8/8  q     q     q     q    q    q   l        q .        q       e    l  lllllllll
      > ü ü  > ü ü  > ü ü    >ü ü  > üü  >üü
       9/8      q  q  q    q  q  q    q  q  q  q   |    q .     q  q  q    q  q  q  lÓ

─ 指導學生學習 6/8 和 9/8 的指揮法。

─ 請學生跟隨教師所彈奏的 6/8，2/4，9/8，3/4 拍
子的歌曲/音樂練習指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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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歌唱一些歌曲中體驗二
部分唱的和聲效果和提高輪
唱，卡農曲的技能。

2. 能從歌唱一些歌曲中體驗二部
分唱的和聲效果和提高混聲
合唱的技能。

4.歌唱訓練：課時 7 節
● 4.1. 歌唱

─ 選五至七首歌曲配合歌唱訓練的 4.2──4.5 內容
進行教學。

● 3. 能體驗歌唱二部旋律句或歌
曲及其和聲效果。

● 4. 能專注欣賞二部合唱歌曲。

● 4.2. 二部合唱 ─ 選唱有錄音，ＣＤ的簡單二部合唱歌曲在教唱前或
教學中多次播放給學生聆聽。

─ 分聲部，分句，分段教唱與習唱。

─ 選播不同國家，地區，語音的二聲部歌曲讓學生欣
賞、聆聽。

─ 二聲部合唱、習唱時指導學生不但要聆聽自己聲部
還要聆聽另一聲部的旋律，以求合唱聲音和諧與統
一節奏拍子歌唱出二個不同聲部。

* 如男同學處於變聲期能唱準唱音可改用啦出旋律
句或只唱歌曲某些樂句或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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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5. 能唱出較複習的輪唱歌曲。 ● 4.3. 輪唱 ─ 重溫輪唱歌曲的音樂結構及演唱形式。

─ 分句、分段習唱，學生熟習後才全曲習唱。

─ 鼓勵學生多練習，可培養學生的合作，專注精神及
增加他們對和聲的了解。

● 6. 能唱出較複習的卡農曲。

● 7. 獲得同度卡農，四、五度卡
農曲的結構及演唱形式的認
識。

● 4.4. 卡農 ─ 重溫卡農曲的組織結構及演唱形式。

─ 簡介同度卡農，五度卡農，四度卡農曲的結構及演
唱形式。

─ 由較簡單的二部卡農曲開始習唱，再逐漸習唱較複
雜的卡農曲。

  8. 獲得習唱混聲合唱的經驗。    4.5. 混聲合唱 ─ 介紹一至二首中、外混聲合唱歌曲。

─ 選擇旋律優美、動聽的中、外混聲合唱曲指導學生
習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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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9. 從個別歌曲中獲得習唱中

（粵語、國語）外語（葡文、

英文、其他國家語言）歌曲

的經驗及認識基本的中、外

歌曲演唱種類與範圍。

● 4.6. 習唱中、外歌曲及其演唱種

類與範圍，包括：獨唱、重

唱、齊唱、對唱、輪唱、合

唱和歐洲常見聲樂體裁形

式 ─ 藝術歌曲、民歌、聲

樂套劇、清唱劇、歌劇、康

塔塔等！

─ 用音樂、錄像帶、圖片、繪畫、幻燈、明信片、書

籍和手工藝等結合歷史、地理、社會、繪畫、科學、

中文、葡文、英文等學科的知識和內容進行綜合性

介紹/學習中、外歌曲。

─ 用各種視聽教材和不同的活動形式介紹/解釋中外

歌曲演唱形式，種類及範圍。（建議在澳門音樂節

和藝術節期間請學生參加音樂會或收看澳門電視

台節目轉播。）

─ 鼓勵學生演唱不同種類的中、外歌曲（用粵語，國

語，英文，葡文或其他國家語言習唱）。

─ 鼓勵學生用中外歌曲創作各種不同形式、內容、種

類的活動。

─ 鼓勵參加澳門校際歌唱比賽或聆聽歌唱比賽和音

樂節有關聲樂歌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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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全學年的音樂學習中獲
得機會欣賞及認識中、西聲
樂曲及器樂曲和浪漫派及二
十世紀的聲樂曲與器樂曲。

5.聆聽：
● 5.1. 聆聽欣賞 ─ 教師除在聆聽教學中引導學生學習 5.2──5.5 的

內容外，應將聆聽這部內容視選材、教學進度及學
生的程度、興趣和需要結合，應用於全學年的其他
音樂學習內容中。

─ 鼓勵或組織學生聆聽澳門的藝術節、音樂節、音樂
與歌唱比賽演出等音樂會或音樂活動，配合聆聽教
學與音樂學習。

● 2. 獲得對聲樂與器樂曲的認識
從而進一步了解歐西各種不
同風格的音樂與曲式。

● 5.2. 西洋歌曲及器樂音樂
欣賞歌曲範圍包括：
    浪漫派二十世紀的藝術歌曲、民
歌與歌劇。

器樂音樂範圍包括：
    浪漫派時期的標題音樂、歌劇芭
蕾舞劇、民族音樂、交響詩及器樂組
曲。

─ 介紹浪漫派及二十世紀的西洋音樂與器樂曲，待學
生有基本的概念後引導學生逐漸了解歐西各種不
同風格的音樂。

─ 協助學生用圖表將浪漫派與二十世紀的聲樂與器
樂曲的主要發展時期及其發展的種類按種類，按年
代列舉出，在 5.2 教學進行後，請學生搜集該兩音
樂期的主要的音樂家及其作品，按年代史形式一並
列於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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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二十世紀的印象派音樂、民間音
樂、無調性音樂及流行音樂。

─ 教師應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活動啟發學生從歌曲
與器樂曲中，找出不同音樂時期內聲樂與器樂曲的
顯著風格和曲式之特徵與不同點。

─ 安排或鼓勵學生參加澳門音樂節、藝術節音樂會或
聆聽音樂比賽等活動。

─ 以上所建議的教學內容與教學程序，教師可按學生
的程度，興趣要作有彈性的安排及施教。

● 3. 獲得對歐西浪漫派及現代派
的音樂與歐西的社會，文
化，經濟人民生活，歷史，
地理及科技之間的相互關係
及影響的認識。

● 5.3. 基本中、外音樂歷史及一些
音樂家生平、趣事、音樂風
格和文化、習俗。

浪漫派主要音樂家，例如：舒伯特、
舒曼、蕭邦、門德爾頌、白遼士、李
斯特、德伏夏克、布拉姆斯、聖桑、
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小約翰史特勞
斯、威爾弟、華格納、比才、柴可夫
斯基、葛利格。
浦契尼、西貝流士等。

─ 利用實物教學、圖片/明信片、書籍、錄音、錄音
帶、電影、組織參觀博物館或圖書館等進行多元化
活動教學使學生更深入明瞭浪漫派及二十世紀時
期中、外歷史，音樂家生平，音樂風格，文化，習
俗之相互間的關係與影響。

─ 鼓勵學生角色扮演他們喜愛的音樂家或用話劇形
式描述該音樂家的生平/趣事，並用該音樂家著名
的作品來演唱、彈奏、作配樂欣賞或伴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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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二十世紀主要音樂家：德布西、拉威
爾、巴爾托克、佛漢一威廉士、史特
拉文斯基、柯普蘭、荀白克、布烈頓、
馬勒、拉赫曼尼諾夫、普羅高菲夫、
蓋希文、皮禮士等。

● 4. 能獲得基本的中國器樂曲，
地方音樂及民歌的知識。

● 5.4. 中國音樂（器樂曲、地方音
樂、民歌）

器樂曲：重奏、協奏、齊奏。
地方音樂：廣東、客家、潮洲、福建、
          江蘇、山東。

─ 選播中國器樂曲包括重奏，協奏，及齊奏並請學生
聆聽出樂曲的拍子。

─ 聆聽不同地方的音樂，請學生將感受寫出/講出/
或圖畫繪畫出。最後統計學生較喜愛那一個地方的
音樂。

─ 選播三個不同地方的民歌，並請學生用身體語言或

律動表達他們的感受。

─ 從二首民歌中找出兩首歌中的異國之處，例如：節
奏型、音量、曲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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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5. 能辨認常見的中國器樂及能

指出各器樂的分類，包括：

吹管樂器，拉弦樂器，彈弦

樂及打擊樂器。

● 5.5. 常見中國器樂及其分類。 ─ 以實物、圖片/相片、唱片、錄音、錄影帶來介紹

常見的中國器樂，並請同學將將各器樂的音色歸類

用圖表表達之。

─ 選播中樂團的音樂會實錄/參加音樂會或其他中樂

音樂活動。

─ 選播不同的器樂曲，讓學生熟悉不同的器樂聲音。

─ 請學習樂器之同示範演奏或邀請外界音樂人士或

中樂團到校進行演奏/教學示範。



初中二年級　　音樂

jmusic   /1999 年 6 月 課程改革工作組46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1. 能獲更多創作的經驗、樂趣
及滿足感。

   2. 能進一步提高身心健康及增
進智、能、審美各方面的質
素。

   3. 獲得更多機會抒發個人情感
與想像力。

6. 音樂創作活動：

   6.1. 創作活動

器樂創作歌曲伴奏，自創旋律、歌
曲、音樂演唱及演奏、音樂劇、話劇、
舞蹈配樂或選曲等。

─ 鼓勵創作活動配合音樂、日常生活、社會事物及其
他各學科的學習或演出。

─ 鼓勵學習各種器樂，參加器樂訓練班、合唱團等，
增加技能及信心去創作各音樂活動。例如：創作歌
曲的伴奏，自創旋律、歌詞及歌曲，改編一些歌曲
或音樂給不同器樂或節奏樂隊演奏，自創音樂劇，
為話劇，舞蹈選曲作音樂/音響效果。

─ 舉辦聽音樂繪畫比賽。

─ 教師應主動協助學生進行各項音樂創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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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1. 擴大學生參與課外音樂活動
機會，提高生活興趣，增進
課餘生活樂趣，擴展生活領
域。例如：

   2. 提高音樂認知，技能及審美
能力。

   3. 獲更多機會參與團體活動及
自我表達。

   4. 得到更多演出經驗、組織經
驗與能力。

   5. 身心得以全面發展。

7. 課外音樂活動：

   7.1. 增加器樂組、弦樂隊、管樂
隊。

   7.2. 音樂比賽。
   7.3. 音樂會與音樂活動。

─ 教學建議基本同 6.1 和 5.1 相同。

─ 教師應多鼓勵，支持、積極參與學生各音樂活動。

─ 配合本澳的音樂活動（藝術節、音樂節、音樂會）
和音樂比賽（歌唱，器樂）推擴，增進學生的音樂
活動經驗與文娛生活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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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歌唱３或４首歌曲中獲
得更多的音樂基礎知識。

1.音樂基礎知識
● 1.1. 歌唱 ─ 選３或４首歌曲配合音樂基礎知識的 1.2 - 1.4 內容進

行教學。

● 2. 能從習唱歌曲及音樂基礎知
識學習中認識切分音。

註：● 屬 基 礎 部 分，沒 有 ●的 屬 可 選 擇
部 分 。

● 1.2. 切分音認識 ─ 介紹切分音：

　　單拍子     (例如 e   q .     ,     q    q .     ,     e q  e     ,     

                  q  q  q  ,  q   q    q     ,        7 q      e 等)。

　　複拍子 (例如q .  q   q            .                   .         等)

＊ 切分音：是違反正規強弱節奏的拍子，在音樂／歌曲中強
弱倒置的節奏稱為切分音。切分音拍子能使音樂／歌曲的
拍子節奏有更多變化，並有時可為樂音營造出緊張，活潑
或剌激的效果。

＊ 常見的切分音種類
(A) 強拍短音，弱拍長音。強弱倒置
        >       >          >

2/4     e   q    e   ｜e   q . ｜       3/4    e   q .    e    ｜  q    h  ｜｜

   Q   Q   Q，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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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B) 強拍是休止拍子
  h   >     >       >   >

       7    q   e    l    7   q. .   7  l l  H   g  q  e  l  7  q  q . l  l

(C) 強音延留，將弱拍的音延留至強拍的音

       h         q  q     l      q   q    q   l l  e  q   e  l    h   q    l  l

H   h   q    l    q  q  q   q  l l  q   q   h      l       q    q .   e   l  l

(D) 部份切分   h   7    q     7   q    l    g  q     g     q      q  l  l

                                                H      7    e    7   e    7    e   l   7    q      q .   l  l

─ 聆聽老師彈／唱出各切分音，學生試在歌曲／音樂中找出
切分音。

─ 在聆聽到切分音時請學生舉手表示聽到切分音，並請學生
分析討論是何種類的切分音。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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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3. 透過活動進一步認識大、小調
及大、小調音樂旋律的特徵。

● 4. 過活動進一步認識和聲、旋
律、自然小調。

● 5. 進一步體驗大、小調主和弦的
特徵。

● 1.3. 大、小調及其主和
弦與旋律的特徵

─ 重溫各大、小調的結構，調號及其旋律模式的特徵。（包
括旋律小調，和聲小調。

─ 學生聆聽教師彈奏一些旋律句或歌曲，分辨是大調或小
調。

─ 利用常用的大、小調的簡短樂句作練習，並介紹調號關係
圖解表。

＊ 介紹自然小調
　     自然小調第７音不升高半音，其他結構與和聲小調相

同。

        &       半音     半音

唱名  l t d r m f s l1

─ 聆聽教師彈奏或播出一些旋律句／歌曲／音樂，請學生分
辨／討論對旋律小調，自然小調，和聲小調的感受與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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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重溫各大、小調的主和弦的結構及其和聲特徵。

─ 教師彈奏一些不同調子的大、小調主和弦請學生將答案寫
出或講出。

─ 參考初中二1.7.小調和弦及其特性的內容，創設更多活動
配合教學。

● 6. 能辨別及唱出大、小調及其下
屬和與屬和弦。

● 1.4. 大、小調及其下屬
和弦與屬和弦的特
徵與功能

─ 重溫各大、小調的結構，並請學生跟隨教師彈奏／範唱而
唱出各大、小調音階。

─ 教師用圖卡，圖解或彈奏一些大、小調，請學生嘗試指出
或唱出其屬和弦（IV）和弦與下屬和弦（V）和弦。例如：

   C 小調

      &                                                               #

I 主和弦  IV 屬和弦  V 下屬和弦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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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V1

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E 大調

    &

            I         IV   V

活動：教師自由彈奏以上大、小調的和弦次序並請
      學生將和弦進行的方向畫出。

小調       IV       大調
         V2      I           11     V2

         IV     V2        I     IV     V1

    

─ 請學生分辨及討論大、小調及其 IV、V 和弦的音色特徵與
其在音樂／歌曲中音色效果的變化，影響與功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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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 3-4 首歌曲中進一步掌
握與運用更多音樂基本元
素。

2.音樂基本元素
● 2.1. 歌唱 ─ 選 3-4 首歌曲配合音樂基本元素的　 2.2-2.7 內容施

教。

● 2. 能唱出較長旋律／句子。

● 3. 能指出及唱出模進式旋律及
句子。

● 4. 掌握從大、小調調號中找出主
音。

5. 能創作旋律句子或歌曲。

● 2.2. 旋律 ─ 教師彈奏或選播不同類形，風格，地區，國家的歌曲／音
樂旋律培養學生對旋律的認識及興趣，學生能將旋律音
（唱名）唱出。

─ 重溫模進句特徵及進行形式，繼而請學生在歌曲／音樂中
找出模進式旋律及句子。

─ 採用模進式句子唱出一些簡短的大調旋律。

─ 教師提供不同的大、小調歌曲或音樂句子請學生從樂譜中
找出該調的主音及唱出一些旋律／句子。

─ 鼓勵學生創作旋律句子或歌曲並創作歌詞配合各學科或
活動的學習／需要。

   例如用下列的短句為動機，創作旋律句子或歌曲，最後音
要完結在主音上（調的第 1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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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6. 能較好地掌握運用不同大小
音量的聲音歌唱。

7. 能用不同大小力度敲打伴奏器樂
襯托出特別的伴奏效果。

● 2.3. 音量 ─ 注意呼吸，發聲技考練習速，使學生能更好地掌握、控制
用不同的大小音量唱出歌曲的內容及意景。

─ 請學生注意音量是音樂表情表達重要要素之一。有效地控
制音量變化能使音樂／歌唱具有明暗層次的效果，更可擴
展音樂空間領域的感覺和豐富音樂的感染力與表現力。

─ 請學生用敲擊樂器、自製樂器，創造不同大小音量的伴
奏，增加歌曲演唱或器樂合奏的音樂效果。

● 8. 能辨別、摸仿拍出較複雜的節

奏

       q  q  q    ,    q  q  q    ,     q  q .    ,     q  q  q  q  q  q 

例如：q   q   q    ,    q   q   q   q    ,  等

     e   q .  e   ,  q  q  q   ,   q   q .    和  q . q   q    ,    q . q   q

● 2.4. 節奏、速度 ─ 教師彈奏／拍出／敲擊出一些較複雜的節奏或樂句讓學
生模仿拍出或敲擊出。

─ 請學生將已學過的各節奏型與左方的節奏自由組合，創作
不同的節奏句子，以拍手形式或敲擊節奏樂器將節奏表達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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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9. 能 分 辨 及 模 仿 拍 出 或唱 出
單、複拍子的節奏（切分音）。

● 10.能更好地控制節奏、速度來歌
唱或作器樂伴奏。

● 11.能進一步掌握從音樂／歌曲
中選擇出適合的速度歌唱。

● 12.能控制用漸快，漸慢的速度來
習唱歌曲。

─ 通過習唱及器樂訓練培養學生掌握運用漸快和漸慢的方
法改變歌曲／音樂的速度使其產生明顯不同的表情變化
與效果。

─ 引導學生按他們自創的節奏句子創作旋律練耳，歌唱，節
奏或視唱訓練輔助教材。

─ 用頻現句節奏來伴奏歌曲演唱。

● 13.能辨別各種不同聲音的色彩
與特質。

● 14.能分辨出中、西各樂器的不同
音色／色彩。

● 15.能更好地控制音色來歌唱。

● 2.5. 音色 ─ 請學生分組廣泛些收集不同的物品，物料，在課前按音色
的不同色彩，性質作分類，在上課時分組介紹給同學聆聽
認識。

─ 教師用實物、錄音帶、錄影帶、ＣＤ、或邀請中、西樂團
到校作器樂演奏示範。讓學生更能體驗中、西各樂器不同
音色的色彩與特質，演奏示範後學生要總結將各器樂的音
色歸類記錄。

─注意培訓學生運用正確呼吸，發聲，歌唱技巧去控制音色
來提高歌唱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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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6.能區分出二、三段體和四段體
的歌曲與音樂。

 17.通過聆聽及音樂基本元素學
習，能在教師的引導或介紹過
程中初步認識迴旋曲式，奏鳴
曲式及變奏曲式。

● 2.6. 曲式
        包括單二段體，單

三段體介紹，迴旋
曲式。

2.6.a 奏鳴曲式及變奏曲
式。

─ 選播，彈奏，唱出二段三段體的歌曲／音樂，請學生找出
不同的樂段用英文字母表示之。

─ 選教一首三段體的歌曲，學生習唱後將學生以三人為一
組，請每組組員找出歌曲中三段不同的樂段，每人選唱其
中一樂段（可配合動作，表情等）分組演出。

─ 教師可按學生學習實際情況而以介紹曲式的形式為教學
目標，邊聆聽樂曲邊進行教學活動。

─ 介紹迴旋曲式：是包含一個主要的主題和幾個次要的副題
所組成的器樂曲。它的主題在樂曲中不繼地重覆出現，而
在其主題中插入副題，所以叫迴旋曲。多用於奏鳴曲、交
響曲及協奏曲的最後一個樂章。

   迴旋曲式的結構：
   主題　插入副題　主題　副題　主題　副題
   (Ａ)　　(Ｂ)　 (Ａ1)   (Ｃ) (Ａ3)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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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介紹奏鳴曲式：
       是由兩至四個樂章組成的器樂曲，此是古典樂派時期

最重要的曲式。奏鳴曲式又叫第一樂章曲式，多用於交響
曲、奏鳴曲、協奏曲的第一樂章中。在古典樂派時期的奏
鳴曲如果由小提琴主奏叫小提琴協奏曲，如由鋼琴，大提
琴主奏叫鋼琴協奏曲和大提琴協奏曲。由管弦樂隊演出的
叫交響曲。

   介紹奏鳴曲式的結構：
   引子 → 呈示部（包括第一主題連接部，第二主題結束部）

→ 發展部（將前段樂曲意思加以發展） → 再現部（重
覆呈示部內容） → 結尾。

─ 變奏曲式：將一個音樂主題，採取不同變化重複的方法包
括（旋律、節奏、和聲、調性、速度、音域等的改變）所
組成的曲式叫變奏曲式或主題與變奏。

   介紹變奏曲式的結構：
   主題 → 變奏 1 → 變奏 2 → 變奏 3 → 變奏 4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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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教師利用圖片，圖表及音樂選播，配合音樂聆聽學習進
行，讓學生進一步體驗迴旋曲式，奏鳴曲式和變奏曲式的
不同之處。

● 18.能聽出一、二聲部與三聲部歌
曲／音樂的分別及其和聲效
果。

● 19.體驗歌唱二聲部、三聲部旋律
句或歌曲。

● 2.7. 聲部結構
    二聲部漸增至三聲部

─ 選播或彈奏二至三首二、三聲部的歌曲或音樂給學生聆聽
／分辨出二聲部與三聲部歌曲或音樂的分別，以及聆聽其
和聲效果。

─ 選一首簡單三聲部歌曲，先將一、二、三聲部一起彈奏出
讓學生聆聽，再先彈奏及教唱一聲部旋律與二聲部旋律，
待學生熟唱後，彈奏及教唱三聲部旋律，待學生熟唱後指
導學生一起唱出一、二、三聲部。

＊ 可分句學唱或只唱歌曲中壹至數句的旋律。

＊ 如男同學處於變聲期唱音不準可嘗試只啦出唱音或聆聽
女同學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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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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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從歌唱二至三首歌曲中掌
握運用常見節奏型和單、複拍
子的組合特徵和應用。

3.節奏認識與訓練：
● 3.1. 歌唱 ─ 選二至三首歌曲配合節奏認識與訓練的 3.2-3.4 的內容

施教。

 2. 能用常見的節奏及節奏型配合
頻現音型作伴奏，或旋律創
作。

3.2. 較複習節奏型組合與
應用

─ 請學生分組，每組按自選的歌曲或音樂配上不同的節奏或
節奏型，用敲擊樂自製樂器、人聲、或拍手配合頻現句／
頻現音型作歌曲或音樂之伴奏。

─ 鼓勵學生用不同節奏型組合去創作旋律，或再配上歌詞，
集體創作歌曲。

● 3. 能分辨出 6/8 拍子與 2/4 拍
子的分別。

   4. 能辨別出 9/8 拍子與 3/4 拍
子不同處。

● 5. 能說出 6/8 拍的強弱位置。

● 3.3. 複二拍子和複三拍
子組合

─ 重溫複拍子的結構及其拍子分組的特徵。
─ 教師引導學生拍出 2/4 和 6/8 , 3/4  和 9/8  拍子的強弱

拍，亦可用人聲或雙腳或打擊節奏樂器表示強弱拍，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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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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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學習 6/8 的指揮法。

   7. 能說出 9/8 拍的強弱位置。

   8. 學習 9/8 拍子的指揮法。

● 1. 能從歌唱一些歌曲中體驗
二、三部合唱的和聲效果和提
高輪唱、卡農曲和混聲合唱的
技能。

4.歌唱訓練：課時７節
● 4.1.歌唱

               >  。    >     。

數拍子    h      q      q     l     q     q      q    l lllllll  

               > 。  。    > 。      。

                       H     q .   e    q      l    q     q .   q      q    q   l  llllllll

              > 。。 - 。。     >。。 -。。

                      O     q   q   q     q   q   q             q .    q     e

              > 。。 > 。。 > 。。> 。 。 >  。。

                      v    q  q  q    q . q  q    q  q  q  q    l    q .    q   q  q  q  q     q  q  q     l  llllll
─ 指導學生學習 O 和 v 的指揮法。

─ 請學生跟隨教師所彈奏的 O，h，v，H 拍子的歌曲／
音樂練習指揮法。

─ 選七至八首歌曲配合歌唱訓練的  4.2-4.4內容進行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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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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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能體驗歌唱三部旋律句或歌
曲及其和聲效果。

● 3. 能專注欣賞三部合唱歌曲。

● 4.2.三部合唱 ─ 選唱已有灌錄錄音帶或ＣＤ的簡單三部合唱歌曲，在教唱
前或教學中多次播放給學生聆聽。

─ 分聲部，分句，分段教唱與習唱。

─ 選播不同國家，地區，語音的三聲部歌曲讓學生欣賞、聆
聽。例如：中文（粵、國語），葡文，英文，日文等。

─ 三聲部合唱注意習唱時指導學生不但要聆聽自己聲部，還
要聆聽其他兩聲部的旋律，以求合唱聲音和諧與統一節奏
拍子，歌唱出三個不同聲部。

＊ 如男同學處於變聲期能唱準唱音可改用啦出旋律句或只
唱歌曲某些樂句或樂段。

   4. 能唱難度較大的多聲部合
唱。

   4.3.較複雜多聲部合唱 ─ 除齊唱，二部合唱外，適量增加一些難度較大的三聲部合
唱歌曲。

＊ 如學校是男女校可請同學學唱簡單混聲三部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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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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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獲得習唱中（粵語、國語）外
語（葡語、英文、其他國家語
言）歌曲的經驗及認識基本的
中、外歌曲演唱種類與範圍。

   6. 體驗選唱不同風格及時代背
景的古典歌曲。

   7. 通過歌唱加深認識不同民族
性或地區性節奏的民歌。

   4.4. 習唱較複雜古今中
外歌曲、民歌，包
括：獨唱、重唱、
齊唱、對唱、輪唱、
合唱和歐洲常見聲
樂體裁形式 ─ 藝
術歌曲、民歌、聲
樂套劇、歌劇、康
塔塔等。

─ 用音樂、錄像帶、圖片、繪畫、幻燈、明信片、書籍和手
工藝等結合歷史、地理、社會、繪畫、科學、中文、葡文、
英文學科的知識和內容進行綜合性介紹／學習古今中外
歌曲與民歌。

─ 用各種視聽教材和不同的活動形式介紹／解釋中外歌曲
不同民族性與地區性的民歌演唱形式，種類及範圍。（建
議在澳門音樂節和藝術節期間，請學生參加音樂會或收看
澳門電視台節目轉播。）

─ 鼓勵學生演唱不同種類的中、外歌曲與民歌（用粵語、國
語、英文、葡文或其他國家語言習唱。）

─ 選播或教師範唱不同風格及時代背景的古典歌曲，引起學
生的學習興趣。

─ 鼓勵學生用中、外歌曲、民歌創作各種不同形式、內容、
種類的活動。

─ 鼓勵學生參加澳門校際歌唱比賽，或聆聽歌唱比賽或音樂
節有關聲樂歌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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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1. 能從全學年的音樂學習中獲
得更多機會欣賞及認識中、外
歌 曲 及 器 樂 曲 和 巴 羅 克 時
期、古典派時期的音樂、聲樂
曲。

5.聆聽
● 5.1. 聆聽欣賞 ─ 教師除在聆聽教學中引導學生學習5.2 - 5.4的內容，應

將聆聽這部內容視選材、教學進度及學生的程度、興趣和
需要，結合應用於全學年的其他音樂學習內容中。

─ 鼓勵或組織學生聆聽澳門的藝術節、音樂節、音樂與歌唱
比賽演出等音樂會或音樂活動，配合聆聽教學與音樂學
習。

● 2. 獲得對聲樂與器樂曲的認識
從而進一步了解歐西各種不
同時期、風格的音樂與曲式。

   5.2. 外國歌曲及器樂音
樂

● 欣賞歌曲的範圍包括：
　　巴羅克時期的宗教
合唱音樂和神劇，古典
派時代的歌劇。

─ 介紹巴羅克時期與古典派時期的西洋音樂與器樂曲，待學
生有基本的概念後引導學生逐漸了解歐西各種不同時
期、風格的音樂。

─ 協助學生用圖表將巴羅克與古典派時期的聲樂與器樂曲
的主要發展時期及其發展的種類按種類，按年代列舉出，
在 5.2 教學進行後，請學生搜集該兩音樂時期的主要的
音樂家及其作品，按年代史形式一並列於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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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樂的範圍包括：
  巴羅克時期的鍵盤音
樂、舞曲、管弦樂、組
曲、及協奏曲。
　　古典派時代的奏鳴
曲、管弦樂、交響樂與
協奏曲。

─ 教師應採用不同的教學方法／活動啟發學生從歌曲與器
樂曲中，找出不同音樂時期內聲樂與器樂曲的顯著風格和
曲式之特徵與不同點。

─ 安排或鼓勵學生參加澳門音樂節、藝術節音樂會或聆聽音
樂比賽等活動。

─ 以上所建議的教學內容與教學程序，教師可按學生的程
度、興趣要作有彈性的安排及施教。

● 3. 獲得對巴羅克和古典派時期
的音樂與歐西的社會、文化、
經濟、藝術、歷史、地理及人
民生活的相互關係及影響的
認識。

● 5.3. 增加中、外音樂歷
史，一些音樂家生
平及作品、音樂風
格、時代背景、古
今文化、習俗、社
會。

巴羅克時間(1600年─1750年)
音樂家：巴哈、韓德爾、韋發第、
帕海貝爾等
古典派時間(1750年─1820年)
音樂家：海頓、莫扎特、貝多芬

─ 利用實物教學、圖片／明信片、書籍、錄音、錄音帶、電
影、組織參觀博物館或圖書館等進行多元化活動教學，使
學生更深入明瞭巴羅克和古典派時期歷史、音樂家生平、
音樂風格、社會、文化、習俗之相互間的關係與影響。

─ 鼓勵學生角色扮演他們喜愛的音樂家，或用話劇形式描述
該音樂家的生平／趣事，並用該音樂家著名的作品來演
唱、彈奏、作配樂欣賞或伴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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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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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 4. 能 獲 得 基 本 的 中 國 地方 戲

曲、說唱及民謠的音樂知識。

5.4. 中國音樂

地方戲曲、說唱、民謠

●地方戲曲：

粵劇、廣東漢劇、京劇、

潮劇、越劇、崑劇

說唱：

木魚、廣東南音、蘇州

評彈、山東大鼓等。

●民謠：

廣東民謠（民歌）、河北

民謠、廣西民謠、新疆

民謠等中國各地民歌。

─ 重溫常見中國器樂及其分類。能出示實物或錄影帶更佳。

器樂分類參看中二聆聽部份5.5。

─ 選播中國各地的地方戲曲、說唱及民謠，並請學生注意聆

聽出樂曲的拍子與演奏的器樂。

─ 聆聽不同地區的音樂，請學生將感受寫出／講出／或圖畫

繪畫出。最後統計學生較喜愛那一個地方的音樂。

─ 選播二至三個不同地區的民謠民歌，並請學生用身體語言

或律動表達他們的感受。

─ 從二首民歌中找出兩首歌中不同處，例如：節奏型、音量、

音色、速度、曲式、伴奏形式、氣氛、情緒與器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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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能獲更多創作的經驗、樂趣及

滿足感。

   2. 能進一步提高身心健康及增

進知、能、審美各方面的質

素。

   3. 獲得更多機會抒發個人情感

與想像力。

   4. 能創作音樂活動來表達反映

日常生活與社會的事物。

6.音樂創作活動:

   6.1. 創作活動

       器 樂 創 作 歌 曲 伴

奏、節奏樂、自創旋律、

歌曲、音樂演唱及演奏、

音樂劇、話劇、舞蹈配樂

或選曲等。

─ 鼓勵創作活動配合音樂、日常生活、社會事物及其他各學

科的學習或演出。

─ 鼓勵學習各種器樂，參加器樂訓練班、合唱團等，增加技

能及信心去創作各音樂活動。例如：創作歌曲的伴奏，自

創旋律、歌詞及歌曲，創作音樂配合律動活動，改編一些

歌曲或音樂給不同器樂或節奏樂隊演奏，自創音樂劇，朗

誦，舞蹈選曲作音樂／音響效果。

─ 舉辦聽音樂繪畫比賽。

─ 教師應主動協助學生進行各項音樂創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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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5. 鼓勵創作多元化音樂活動配

合其他學科的學習或演出。

   6.2. 創作活動配合音樂

及其他學科的學習

或演出

─ 鼓勵學生多用音樂與繪畫、手工藝、戲劇、故事／詩歌／

朗誦、舞蹈、體操、歷史、地理、社會、語文、英文、葡

文、物理、社科健綜合科等學科聯繫學習或演出，例如：

物理科中的聲音的探討，可以活動中更細緻地注意探討、

分析聲音的音色、音量、音高、音長、共鳴度、發聲的效

果，繼而分析各物體、人聲、週圍日常環境內所聽／發出

的各種聲音與器樂／自製器樂等聲音的特質影響與效

果。

─ 在健康教育／社科健綜合科中可用聲音的探討，促進學生

嘗試研究如何利用聲音去舒緩精神壓力、表達情緒、陶冶

性情等。

─ 在環境學習或社會科可鼓勵學生嘗試用不同的方法（物

體、器樂、聲音、人聲等），將各種聲音統整編排成一首

樂曲表達／反映環境或社會的各事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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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OBJECTIVOS

內  容
CONTEÚ DOS

工 作 建 議
SUGESTÕ ES DE TRABALHO

   1. 鼓勵積極學習音樂與器樂彈

奏。

7. 課外活動

   7.1. 自發學習音樂與器

樂。

   7.2. 參與各音樂活動及

推廣多元化音樂活

動。

─ 鼓勵主動參加合唱隊、合唱小組、牧童笛、樂器班、管樂

隊、管弦樂隊、音樂興趣小組等。藉歌唱及器樂學習增加

學生對音樂的興趣與滿足感，提高歌唱及彈奏技巧，擴寬

對音樂的認識的範圍與藝術美的提升。

─ 鼓勵積極參與各音樂活動及推廣多元化音樂，例如：樂器

小組（口琴、結他、美樂笛、敲擊樂器、歌唱）音樂會、

話劇組、舞蹈組、班隊與校際音樂比賽，等與音樂有關的

活動。使學生熱愛藝術、熱愛生活、熱愛學習、身心健全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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