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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簡介 
 
 
本章主要介紹「編制澳門特殊教育課程計劃」的背景資料，闡釋特教新趨勢及理
念，並說明本課程指引補充本（特殊教育）（下稱《補充本》）的定位及使用方法。
《補充本》是「編制澳門特殊教育課程計劃」的主要文件，目的是協助學校及教
師在推行澳門特殊教育課程時，能掌握本計劃的理念、定位及施行方式。  
 
(一) 《補充本》的緣起與由來 

 
1. 特殊教育（下稱特教）的最新趨勢 

過去三十多年，國際間對特殊教育的理念及實踐方法經歷了很大的改變。自
1994年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了撒拉孟加宣言（Salamanca Statement）
以來，融合教育（或全納教育）已成為世界各地為殘疾學生提供教育的主導
模式。撒拉孟加宣言強調平等教育機會（Education for ALL），認為殘疾學
生應與普通學生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這理念引伸至課程就是同一課程
（One Curriculum for All）的融合課程模式。 
 

2. 實踐融合課程乃大勢所趨 
融合教育的基本精神是所有學生均應享有同等的教育權利，其中一種權利就
是透過同一課程進行學習；故特殊教育的課程必需以「融合」精神體現，即
課程能涵蓋不同能力的學生（包括嚴重或重度智障的學生）進行學習，才算
是同一課程。 
 
200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下稱《公約》），旨在促進和保護
所有殘疾人的權利，《公約》確認在特定情況下進行必要的調整，以確保殘
疾人能夠平等地享有和行使權利。中國於 2007 年簽署了《公約》，並在 2008
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中通過及批准，這意味中國有履行《公約》的義務，
亦須為此採取適當的措施。 
 
世界各國實踐融合教育所採取的課程政策，共通點是要建立一些適用於所有
學生能力的標準或目標。重要的是這些標準的課框／課綱／領域均源自正規
教育的中央課程，同時亦能夠涵蓋所有學生（包括嚴重及重度智障的學生）
的能力。 



	

4 藝術科	

3. 澳門特殊學校課程的發展及現況 
澳門特殊教育課程的發展多年來皆有賴各學校自行研發，在過程中學校間或
有互相交流及參照，但缺乏統一的課程架構、單元內容及評估準則；而課程
取向亦多以照顧學生的弱能需要為主。至於對正規教育課程的參考，亦只限
於選取正規教育教科書的內容，加以剪裁或刪改作為特殊教育課程的主體。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4 年開始為正規教育課程進行法規化，並相繼公
佈了第 15/2014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下稱《課程
框架》）及第 10/2015 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下
稱《基本學力要求》），幼兒教育、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階段的
《基本學力要求》亦從 2015/2016 學年起分階段逐年實施，這表示澳門正
規教育課程正按部就班地走向規範化及統一化發展。澳門正規教育課程法規
化的出現，可以說是澳門展開編制特殊教育課程的最佳時機，因為在平等教
育機會的原則下，正規教育課程的目的、科目架構、學習單元等都應適用於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關鍵是教師需要有一套指引，按照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習能力水平及學習模式去補充或調適正規教育課程。因此，澳門教
育暨青年局（下稱教青局）邀請了香港大學融合及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CAISE）聯同澳門九所公、私立學校的特殊教育教師於 2016 年開展一項
為期三年的編制澳門特殊教育課程計劃。計劃的核心工作分別為： 

(1) 為六個學科（包括：中文科、數學科、常識、科學與人文科、藝術
科、資訊科技科及體育與健康科）發展及撰寫學習能力進程階梯（下
稱階梯）； 

(2) 編制《課程指引補充本（特殊教育）》。 
 
計劃強調編寫特殊教育課程要以正規教育課程為基礎，這是澳門特殊教育未
來發展的方向，亦是本計劃的目的。這個方向不單保障了學生學習同一課程
的權利，同時亦確保課程的教育元素不會因過分偏重技能訓練而有所缺失。
此外，教師在訂定同一課程架構時，能與友校建立互通社群，共同制定有共
識的評量準則。計劃亦強調階梯及《補充本》要由澳門特教教師主力撰寫。
撰寫過程匯聚了各學科的專科專教教師的專業知識及累積多年的教學經驗，
使最終撰寫完成的階梯及《補充本》具有澳門的特色。 
 

(二) 《補充本》的目的 
 

編寫《補充本》的目的，是支援教師教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時，在策劃、
發展及編制課程時能按正規教育課程的指引、《課程框架》和《基本學力要
求》互相參照，並結合使用。整體來說，《補充本》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幫
助學校制定一個融合課程的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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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和修訂現有的特殊教育方向，奠定發展新特殊教育體系的基礎； 
� 連結澳門正規教育課程，確定適當的特殊教育課程重點；  
� 回應學生學習需要的多樣性；  
� 克服教學和評估的障礙，容納所有學生。 

 
(三) 《補充本》的功能 
 

《補充本》的功能見於以下各方面： 
� 提供資料協助教師按各學科的特點，策劃、編寫和制定適合不同學習

需要學生的課程；同時，表明如何調適課程內容，使所有學生都能根
據自己的能力，獲得學習正規教育課程的機會；  

� 提供一套延續性的學習能力水平描述，顯示學生的學習能力水平及學
習成效；  

� 確立《基本學力要求》與特教課程的關係； 
� 提供學習評估協調機制，強調綜合判斷的原則； 
� 提供課堂活動舉隅，強調發展學生的求知慾，因材施教，實踐按個別

學生的能力進行施教的重要教育原則。 
 
(四) 《補充本》的特色 

 
1. 設計富啟發性的學習活動 

《補充本》第三章表明了各學科的相關學習範疇及其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重要性。學科中部分較複雜和抽象的課題，也許教師會覺得超出了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理解水平；《補充本》第五章會列舉教學活動例子，調適教
學情境與目標，說明能力水平較低的學生都可以進行相關學科內容的學習。 
 

2. 以正規教育課程為基礎，按照學習差異的原則作調適  
《補充本》第四章配合《課程框架》及《基本學力要求》，以最少限制原則
盡量保留各學科學習範疇的相關內容，課程目標及學習成果基本上參照正規
教育課程，並按照顧學習差異的原則進行調適。 

 
3. 確立各學科學習範疇的學習能力水平延續線，以辨別學生的能力  

為了讓每一位有特殊教育學要的學生都能在各學科學習範疇內找到不同的
切入點，在《補充本》第七章，我們為各科各學習範疇確立了一條學習能力
水平延續線，涵蓋學生最低（或最早出現）的能力至最高（或銜接普通學校）
的能力，讓教師明辨學生在每個範疇的學習能力水平，這是學習能力進程階
梯的核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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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各主要教育階段中教學重點的進展  
為了明確顯示不同年齡階段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能力水平，學習能力
進程階梯會依據學生的年齡分為四個階段。在這四個階段中，學生的學習經
歷除了須與年齡及社交發展配合外，學科知識亦要有所進展，讓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積累知識和體驗。教師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複，相應提高教育的
效能。 
 

5. 使用統一的名稱描述不同類別的學生  
我們用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來代替過去被稱為聽障、視障、肢障、學習遲
緩或有輕度、中度、重度智力障礙的學生。我們認為每位學生都處於同一學
習連續線上，只是在教育上有不同的學習需要。我們不明確指出學生在心理
及醫療體系中的分類，因為我們設計學生的學習目標時，主要依據學生在各
學科中不同範疇的能力水平。例如：在心理及醫療體系中被區分為「腦性麻
痺」的學生，可能不會說話，或只能坐在輪椅上，學生的肌能可能相對較弱，
但智能卻可能處於一般的水平。以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理念，學生的體育科
學習能力可能只是處於第三級，但中文科學習能力中「聽」的範疇可能達第
十級了。 
 
用這種方法描述學生的學習能力水平，能使教師或其他持分者對學生學習潛
能的看法作出很大程度上的改變，同時，教師可參照不同的能力水平，為學
生設定更適合的學習目標，提高他們對學生學習能力的期望。 
 

(五) 如何解讀《補充本》 
 
《補充本》的課程設計應用對象涵蓋 3 至 21 歲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包括就讀特殊教育班級學生、特殊教育小班學生及普通班的融合生。當中，
就讀特殊教育班級及特殊教育小班的學生是《補充本》的關注重點，大部分
就讀上述班級的學生在不同學科的學習能力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然而，
教授不同種族、文化、宗教、家庭背景、性別等學生的教師均可運用《補充
本》作為教學參考。 
 
在《補充本》中，「教師」這個名詞，可包括：班主任、各科教師、學科主
任、教師助理、家長、治療師、輔導員、社會工作者、心理學家、校長和所
有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人。教師在運用《補充本》時，需參照教青局
課程指引及校本課程資料等文件，根據各教育階段的主要學習內容，策劃、
編寫和制定符合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習能力水平的教學內容，而利用學
習能力進程階梯亦可較準確地描述學生的學習表現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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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藝術科的教育的宗旨、課程架構及教學原則 

 
 
本章參考澳門正規教育藝術科課程指引而編寫，說明在同一課程架構的原則下，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藝術科課程源自正規教育課程，學生享有相同的學習機
會。 

 
(一) 藝術科的教育宗旨 

 
1. 拓展學生的藝術視野，引導學生重視多元文化  

通過藝術教育培養學生熱愛國家、熱愛本地及熱愛社區的情懷；透過藝術與
文化的融合，拓展學生的國際視野；重視跨學科的結合，讓學生在不同文化
的獨特環境下吸收知識。  

 
2. 發展學生對藝術的感知和知識的理解，提升評賞能力  

藝術活動的多樣化學習方式有助培養學生的感知和知識的理解能力，除了令
他們獲得豐富的藝術創作經驗外，還能透過日常生活，培養對文化藝術的興
趣，並引導學生關注藝術與生活的聯繫。藝術教育不僅是知識的教授和技巧
訓練，還應讓學生透過自主探究和合作學習，感知藝術、體驗藝術，並把藝
術創作、評賞和反思聯繫起來，在藝術活動中學習和實踐，提升學生對藝術
的審美和感受能力。  

  
3. 培養學生對藝術的終生興趣，造就健全人格  

藝術教育應配合學生心智成長及美感發展的特點，引發他們對藝術的興趣和
想像力、審美與評鑒、創作與表現的知識和能力，令學生能積極參與藝術學
習活動，培養對藝術學習的終生興趣；同時，藝術教育應啟發學生的潛能，
讓學生透過社會參與，建立與人交往與合作的意識，提升個人素養，造就健
全的人格。  

  
4. 發掘學生的藝術潛能，培養藝術探究、想像與創新的能力 

教師設置平等、自由、開放、靈活與資源豐富的教學環境，引導學生從感受、
探究、欣賞與創作的過程中，探索自身與藝術、社會、文化與歷史的關係，
認識自己的藝術潛能，培養敢於創新、敢於表達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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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注學生的個別差異，發展校本的藝術教育課程  
藝術教育課程應是全校的合作工作。學校需按其教學理念及學生的能力、特
質及需要，發展其校本藝術教育課程，為學生的藝術教育及藝術素養的培養
上作出課程決策，促進學生健全人格的發展與藝術素養的成長。 

 
 
(二) 藝術科課程架構的調適 

 
藝術教育包含視覺藝術教育及音樂教育，這兩個教育領域的主要目的是培養
學生的想像力及評賞藝術的能力，讓學生通過學習藝術來表達自我，調節身
心，學習藝術更可以提升他們的品味和修養，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促
進全人發展的目的。   

 
本課程指引主要根據正規課程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綜合視覺藝術和音樂
科的內容，同時依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進程，修訂為以下四個學習範
圍，包括｢藝術評賞｣、｢發展技能與過程｣、｢藝術情境｣和｢創意及想像力｣。 
 

1. 藝術評賞  
此範疇參考幼兒教育階段藝術領域的「鑒賞」範疇、小學教育階段音樂的「欣
賞」範疇，以及初中教育階段視覺藝術的「審美與評鑒」範疇與音樂的「鑒
賞與感受」範疇，同時參考及比較香港融通計劃內容後，綜合為｢藝術評賞｣

範疇的內容。 
  
2. 發展技能與過程 

此範疇參考幼兒教育階段藝術領域的「體驗」範疇、小學教育階段視覺藝術
的「感受與認知」範疇與音樂的「唱歌與演奏」範疇，，以及初中教育階段
音樂的「基本概念與常用知識」範疇，同時結合香港融通計劃藝術範疇中的
「發展技能與過程」，綜合為「發展技能與過程」範疇的內容。 

  
3. 藝術情境  

此範疇參考小學教育階段視覺藝術的「反思與評價」範疇及初中教育階段視
覺藝術的「理解與尊重」範疇，同時參考及比較香港融通計劃的「認識藝術
情境」範疇後，綜合為「藝術情境」範疇的內容。 

 
4. 創意及想像力  

此範疇參考幼兒教育階段藝術領域的「表達與創作」範疇、小學教育階段視
覺藝術的「創作與表現」範疇與音樂的「創作」範疇，以及初中教育階段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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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藝術的「創作與展現」範疇與音樂的「創意表現與舞台體驗」範疇，同時
與香港融通計劃內容參考及比較後，編寫「創意及想像力」範疇的內容。 

 
 
藝術科課程架構圖（特殊教育）： 
  

	

教學	 評估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	

基本學力要求	

藝術科課程宗旨 

特殊教育階段學習目標 

課程 
內容 

學習	

共 	 通 	 能 	 力 	

	

	

	

	

	

文 	 化 	 學 	 習 	

	

藝術 

評賞	

創意及 

想像力	

藝術

情境 

	
發展技能 

與過程	

品	

德	

情	

藝	

術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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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藝術科的課程定位 
 

學校要為學生提供均衡的課程，讓他們得到全人教育。而藝術教育是為培養
學生全人發展的一個重要學習領域，藝術教育讓學生在「美」育方面得到全
面而具個性的發展，能一生不斷自學、探索、思考、應變和創新。此外，藝
術教育可以促進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態度，並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評賞
能力。  

 
(四) 藝術科的教學原則 

 
藝術教育須按照學生的心智成長特徵、興趣，美感體驗與表現能力設計各種
符合學生需要的課程，同時，在課程實施的過程中，須為學生創造知識建構
的情境與學習空間，達至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原則。以下教學原則能促進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藝術學習：  

 
� 培養美感； 
� 鼓勵創作，在學生創作過程中，持開放態度，細心聆聽學生的構想；  
� 建立文化認知，從生活中取材，與生活結連；  
� 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善用不同的評量方法，促進學生的學習；  
� 透過學習藝術，發展學習的共通能力、價值觀及態度，以及有效的溝通

能力；  
� 提供完善的學習資源及教材，以擴展學生的藝術體驗；  
� 鼓勵學生探究與藝術有關的知識和技能；  
� 照顧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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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在藝術科教學中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 
 
 
本章探討藝術教育的基本特性及其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重要性，並建議學習
內容及推行課程方面的調整，以確保所有學生都有學習所有領域的機會。 
 
(一) 藝術科教育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重要性 

 
藝術教育的學習領域是包括視覺藝術科和音樂科，兩者皆包括以下學習的四
個範疇：創意及想像力、發展技能與過程、藝術評賞及藝術情境。透過藝術
活動，可培養創意和美感，以及靈活開放和尊重他人的態度。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可以從藝術活動中，體驗到藝術的樂趣及滿足感，讓學生發展不同的
感官能力，以至他們能夠運用不同的感官來表達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此外，
藝術科教育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意義在於：  
 
� 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和豐富的視覺、觸覺及感官經驗，促進小肌肉發展

及肢體協調能力，同時激發想像力和創造力； 
� 刺激學生對外在世界的理解和回應； 
� 在較少受語言技巧限制的學習領域中顯示他們的能力，達到創作的滿足

感； 
� 學會以不同方式表達感受，與別人互相交流，接納他人； 
� 學會欣賞自己、建立自信； 
� 透過接觸不同的藝術品，得到更豐富的美感經驗，掌握藝術和文化的關

係，培養對欣賞不同文化的藝術品的興趣，從而促進終身學習。 
 
(二) 藝術科的學習內容 
 
1. 主要教學目標 

下列教學目標主要因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配合同一課程架構的理
念，強調以下幾個主要的教學目標。這些目標只是抽選較突顯的學習重點，
並非包括所有我們期望學生可達成的學習結果。教師可將下述的教學目標作
為課程規劃的框架，透過各種綜合活動，達至藝術科四個學習範疇的目標。 

 
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 運用藝術媒介及工具有意識地創作不同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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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資訊科技及創作技巧進行藝術創作； 
� 運用藝術基本元素表達意念及感情； 
� 透過獨特的作品表現自己的想像力。 

  
發展技能與過程 
� 認識不同藝術媒介的特色； 
� 透過模仿及嘗試，發展藝術技能的基本技巧； 
� 探索及構思完成作品的不同方法。 

 
培養藝術評賞的能力 
� 發展個人對藝術作品的感受能力； 
� 建立對特定藝術特質的喜好； 
� 以藝術語言來回應或評論藝術。 

 
認識藝術情境 
� 明白藝術在日常生活中的特定功用； 
� 聯繫藝術作品與其反映的情境內容； 
� 覺察不同社會、文化及歷史背景的藝術作品其獨特表現方式。 

  
2. 共通能力 

共通能力是學生學習的基礎，包括：創造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協作能力、
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能力、自我管理能力、運算能力、研習能力及運用資訊
科技能力。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可以發展各項共通能力，而共通能
力也可以促進藝術的學習。 

 
以下列舉一些在藝術活動中發展學生共通能力的例子： 

 
溝通能力 
在課堂活動中，能力不同的學生均可選用不同的表現方式來參與藝術活動，
例如：部分學生可運用語言（包括：身體語言）、聲音和物料作媒介，透過
不同的創作來表達個人意念及情感投射；部分學生與人協作時，能作出合宜
的回應，分享個人感想及對藝術品的價值判斷。 

 
創作能力 
學生可以透過不同感官探索及體驗藝術活動，有些學生可以藉由身體和嗓子
探索不同的聲音或透過不同的物料來探索各種視藝元素，而能力較佳的學生
則可以把熟悉旋律的音高和力度樣式，進行重組或對觀察的事物進行想像，
運用視覺元素表達對事物的感受或個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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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值觀和態度 
學生透過藝術學習，可以加強其對個人、社會、國家及民族各層面的了解，
擴闊其學習經驗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以下列舉一些透過藝術學習幫助學生建立價值觀和態度的例子： 

 
了解藝術與文化的關係 
在學習藝術評賞時，學生會認識到不同的藝術作品受當時的社會背景、歷史、
文化等影響作品的創作和表達形式，亦會思考和分析藝術作品所表現的主題、
內容、形式和技巧等，均與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尊重不同的觀點及取向 
學生能在課堂中留心聆聽或觀察他人的藝術作品，以掌聲或其他方式表示對
他人的創作支持或對藝術品的欣賞，或描述個人對不同藝術品的喜惡程度。 

 
(三) 藝術科的課程調適 
 

學校應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使學生有均等的學習機會，鼓勵他們盡量發揮
潛能。教師應為學生設定適切的學習期望、進度和學習任務，以發展及提升
他們的能力。教師可根據視覺藝術科及音樂科的《基本學力要求》及本補充
有關階梯的內容，按學生的能力調適每個學習階段的藝術課程，讓他們進行
有意義及具適當挑戰的學習活動。教師應以適切但可提升學生能力的方法，
教導他們知識、技能及理解力。 

 
(四) 促進藝術科的學習效益 

 
有效的藝術科學習，應該是全方位、多角度及以學生為主，教師可以按以下
的建議，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有效學習藝術的途徑： 
 
� 運用電腦（操作鍵盤、滑鼠、操縱桿等設備），配合感知訓練，讓學生

以最適合的方法，表示他們對藝術感知的反應及選擇； 
� 根據各人不同的需要，適當地施予協助和提供挑戰，例如：讓學生在熟

悉的環境下，有充足的安定時間，嘗試自行完成藝術活動； 
� 針對不同對象的需要應用增強原理，在適當的情境下，給予適切的增強

物，激勵學生，達到增進學習意願及提升學習效果的目的； 
� 安排學生在適當的位置，從而讓他們能更集中注意力，作出有意義的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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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適當時候，運用多感官的教學方法，給予學生實際體驗和接觸，例如：
在教室內或外佈置有關實物讓學生接觸或進行體驗教學； 

� 若學生兼有其他障礙，應以學生之優勢能力設計替代活動，以彌補其因
弱勢能力的不足，增加參與活動的機會。 

 
對於有不同學習障礙的學生，教師可參考以下建議： 
 
1. 有聽覺障礙的學生： 

課程設計應加強關於手口語教學能力，目的是讓聽障學生與聽人溝通時能更
為便利。即使如視覺藝術課這種較需要視覺專注及動手操作的課程，教師與
學生若沒有進行溝通和討論，學生能得到的學習經驗也相當有限。因此，在
視覺藝術課程的教學中，可以增加一些藝術鑑賞的內容，配合相關輔助設施
及教材，讓學生也有機會可以發表自身的經歷與感受。 

 
2. 有視覺障礙的學生： 

全失明學生： 
� 勿時常移動教室內物品：教室內的擺設有所變更，要告訴班上的全失明

學生，讓他重新建立心理地圖，以避免撞上障礙物； 
� 指示要明確：對全失明學生的指示方式要明確，例如：全失明學生不知

「這裡」代表左或右； 
� 投影片：應用投影片教學時，事先將投影片的內容譯成點字，讓全失明

學生在上課之前，能預習投影片的內容。 
 

弱視學生： 
� 合宜的照明：尤其是黑板的地方，合宜的亮度可讓多數的弱視生看清

教師所寫的板書； 
� 注意顏色對比：教師上課時所用的粉筆顏色與黑板顏色的對比要大，

才有助弱視生閱讀； 
� 在視覺藝術課程的教學上，應該多些以觸覺或聽覺的元素去設計教學

內容，再配合相關輔助設施及教材，讓學生也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藝
術。 

                 
3. 有肢體障礙的學生： 

物理環境的調適與無障礙環境的提供，十分重要。例如：需要一定高度的工
作桌，才能配合輪椅的高度來活動，或製作一塊畫板或工作板，固定放在輪
椅上面，以利進行美術活動。如遇到需躺著或趴著工作的學生，經醫護人員
或治療師評估後，可安排學生在安全的地板上進行活動。在美術工具和媒材
的調整方面，肢體障礙的學生可能無法抓、握住較小的工具，需將工具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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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以便順利運用來進行活動。 
 
4. 有語言障礙的學生： 

需為學生提供輔助溝通用具，例如：輔助與替代溝通系統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AAC）、平板電腦等。應留意學生所表達的內
容及重點，不要純粹因為發音不清或聲音沙啞、聲調失調、失聲等問題而停
止說話或歌唱，應給予時間的調適，讓學生有足夠的時間完成要表達的內容。
鼓勵學生運用多元方式協助口語表達，例如：運用節奏卡或圖卡表達意思等。
同時，安排學生在寧靜的環境進行活動亦是十分重要的。 

 
5. 有自閉症的學生： 

有自閉症的學生可能因為固執行為或因適應轉變有困難而影響表現，他們可
能過份執著或留意事物或事情的小節而忽略了重要部分，也較難從宏觀角度
理解事情或掌握事情的核心，他們亦可能因為在社交和溝通方面的困難而影
響活動中的表現。部分有自閉症的學生更有其他功能限制，例如：對外界環
境感官接收方面較敏感、專注力和思考流暢度不足、規劃能力及小肌肉協調
和控制能力較弱等，影響他們的表現。教師可因應個別學生的特殊需要給予
調適，以便他們能夠展示真正的能力和程度。針對有自閉症學生的限制，教
師可以考慮作出以下幾點調適，因應個別學生的特殊需要給予合適的支援： 

  
� 以簡單、直接和清晰的方式複述指示； 
� 提醒學生專心參與課堂活動； 
� 假如學生因一些固執行為而影響表現，例如：遇到有不明白作畫的題目

時停下來，或堅持特定的圖案而不停擦改，以致未能在指定時限內完成
畫作等，負責活動的教師應耐心引導； 

� 在特殊情況下，可安排指定的教師，例如：熟悉自閉症學生的教師負責
特別指導； 

� 提供課室的特別安排，例如：安排一個較少感官刺激干擾的座位； 
� 有自閉症的學生若因溝通或固執行為，而影響自己或其他同學在小組討

論的表現，教師可安排該生與較熟悉的同學一起進行小組活動。 
 

個別有自閉症的學生可能有較嚴重的功能限制，當教師作出調適安排後，但
效果仍未如理想時，教師可參考心理輔導員、言語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等專
業人士的建議而再作出調適。此外，不少自閉症學生同時有口語表達困難，
教師可參考相關資料，幫助與學生進行溝通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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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學生： 
他們較容易受環境影響而分心，難以專心聆聽訊息，對於需要持續專注及高
度集中的工作感到吃力，他們做事亦較衝動，容易犯錯。在藝術課堂時，教
師可因應個別學生的特殊需要給予以下的調適，促進他們的學習： 

 
� 安排一個較少環境干擾的場地； 
� 如學生在課堂中表現分心，可口頭提醒或輕拍桌面等，提醒學生專注參

與活動； 
� 在課堂中，每隔一段時間，教師可提醒學生還餘下多少時間需要完成工

作； 
� 在進行活動時，重複給予指示或示範； 
� 在活動過程中，給予學生表演的機會。 

 
7. 跨專業協作 

藝術教育過程中，可以透過建立跨專業的團隊協作，提高教學效能。跨專業
團隊包括心理輔導員、職業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等。跨團隊協
作能因應學生的個別情況擬訂個別化教學計劃，同時因應學生的狀況採取入
班協作教學、個別或小組訓練，例如：藝術科教師可因應學生的情況，請物
理治療師在視藝課中個別協助學生進行手腕訓練。教師透過與專業團隊及家
長的合作，幫助學生有效學習，促進學習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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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學習能力進程階梯與基本學力要求 
 
 
澳門自 2015/2016 學年起，分階段逐年實施各教育階段的《本地學制正規教育
基本學力要求》，本章在說明學習能力進程階梯與《基本學力要求》的關係，進
而解釋學習能力階梯的功能與應用。 
 
(一)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與《基本學力要求》的關係 
 
1. 基本學力要求 

澳門特別行政區於 2015 年頒佈《基本學力要求》，該行政法規訂定了澳門
正規教育的幼兒、小學、初中及高中教育各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目的是要
求學生在完成各教育階段的學習後應具備的基本素養，包括：基本的知識、
技能、能力、情感、態度及價值觀。《基本學力要求》提供一些標準，指導
及規範教學，並評估學校的教學質量。 

  
2.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 

原則上，《基本學力要求》的內容應包括所有學生，然而每位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學習能力各有不同，學習進度不一，按不同教育階段為他們設計或
釐訂《基本學力要求》未能有效地反映他們的學習成效。學生的學習是一個
持續的過程，需要一步一步的發展，一個貫通整個學習階段的遞進式階梯，
更能反映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成果。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是一套有系統
的表現指標描述，由最基本的反射作用及感知肌能表現開始，以若干等級遞
進式地描述學生的能力水平，顯示每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各學習範疇
的進程，更能體現特殊教育的獨特性。 

 
3. 《基本學力要求》與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關係 

《基本學力要求》和階梯均為學科內範疇的學習水平指標。《基本學力要求》
描述整體學生群組在正規學校完成某特定教育階段後的基本能力；而階梯描
述一個個體持續發展的學習進程，針對每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能力。
為配合澳門課程法規，階梯盡量引用各學習階段《基本學力要求》的學習表
現描述，以顯示學生的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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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結構和涵義 
 
1.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結構 

階梯是一個級別的系統，將不同的學習能力水平遞進式層層排列，學習能力
進程階梯的結構可參考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結構圖： 
� 因應澳門特教現況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能力，進程階梯分為 1 至

18 級，對應早期嬰兒的感知肌能發展，以至一般學生的幼兒、初小、
高小及初中的學習能力。 

� 階梯以 L為代號，意念是取自其英文翻譯（Learning Ability Progress 
Level）。 

� 各學科的階梯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感知肌能階段」及「學科階段」。
兩部分的階梯均按學習進展劃分成不同「水平」，從最早的學習模式
（L1-1 至 L3-2）進階至與科目知識相關的不同能力水平（L4至 L18）。 

� 由於感知肌能階段是建基於早期嬰兒的認知發展，而感知肌能階段的發
展需較細緻的描述，因此該階段每級的能力水平再細分為兩等級，以便
教師和持分者能更清楚了解學生的進程。L1至 L3 能力表現描述通用於
各學科及學習範疇，但為了顯示各科獨有的學習情景和經歷，會附以與
科目相關的例子。 

� 階梯的學習表現描述盡量引用各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內容，但
會因應階梯表現等級的特徵而有所修改。 

� 階梯會根據各學科重點分為若干範疇： 
² 中文：｢聽｣、｢說｣、｢讀｣、｢寫｣； 
² 數學：｢數與代數｣、｢度量、圖形與空間｣、｢統計與概率｣； 
² 常識、科學與人文：｢自我發展｣、｢人文社會與生活｣、｢自然環境

與生活｣、｢科學與生活｣； 
² 體育與健康：｢運動技能｣、｢運動與體適能｣、｢運動與身心健康｣、

｢運動與社會適應｣； 
² 資訊科技：｢溝通與合作｣、｢應用與創作｣、｢概念與認知｣； 
² 藝術：｢發展技能與過程｣、｢藝術情境｣、｢創意及想像力｣、｢藝術

評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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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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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涵義 
� 各教育階段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能力水平範圍是按照專業特教

教師的經驗和觀察估算。根據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長和發展，幼兒
教育階段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預計只能達 L6水平，而高中教育階段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亦鮮會超越 L18 的水平，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有機會在個別教育階段超越結構圖所估算的範圍，如：一個幼兒教育
階段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超越 L6的水平或一個高中教育階段的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超越L18水平，這時便可按照同一課程架構理念原則，
將學生的學習分別延伸至 L7或銜接正規教育課程高中的能力水平。 

� 階梯描述了學生在學習經歷中表現出來的能力，排列成為一個進展性的
學習進程，它只標示學生在學科學習階段中較顯著的表現點，並不表示
整體的學習內容，更不代表課程的本體，因此，階梯描述不可以被視為
課程內容或學習目標。 

 
(三) 學習發展階段 
 
1. 感知肌能階段 

人類嬰兒時期的發展是以感知肌動能力為主。感知肌能訓練在學生的基礎教
育佔重要的地位。學生對任何事物的學習或從事任何類型的認知行為，都要
先有效地透過感知肌動的能力去搜集和分析，並將資料有系統地處理。在搜
集資料的過程中，敏銳的感官活動和精確的肌能協調、動作、技巧配合十分
重要。因此，學生是否能夠從環境中接收及分析訊息，攝取知識，予以記憶，
並在適當的時間及場合應用所得知識，取決於他有沒有敏銳的感知能力、適
當的選擇和反應及持久的記憶力。 
 
所有兒童都需要經歷感知肌能發展階段，大部分的兒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
學會了這方面的技巧，不用特別學習；然而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他
們因不同的限制，在智能發展及學習方面會較同齡學生緩慢，所以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需要透過特別的訓練和學習才能掌握有關的技巧。 
 
根據（Uzgiris & Hunt，1975），早期發展階段的感知肌能及認知基礎包括
了六個範疇： 
� 視覺追蹤能力及物體恆存的概念 
� 在生活中意圖令事情隨己意發生的能力 
� 模仿聲音及手勢或動作的能力 
� 對事情如何發生的理解 
� 物件與空間關係的發展 
� 運用新思維認識物件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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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感知範疇是幼兒階段學習的基礎，是各學習領域共通的。換而言之，這
些能力是所有學科學習的基礎；由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特別是重度障
礙的學生，在早期階段的發展非常緩慢，他們可能在整個特教學習階段均未
能超越 L3-2 的水平，這時，提供一個廣闊和均衡的課程系統，在他們的能
力水平下，仍然有機會獲得豐富的學習經歷是非常重要的。 
 

2. 幼兒階段 
幼兒學習階段是為終身學習和全人發展奠定基礎的重要階段，是學生接受正
規教育的起步點。幼兒的成長發展是一個持續過程，有既定的先後次序。一
般而言，兒童到了某個年齡和成長階段，就會在體能、認知、語言、行為、
社交上有相應的轉變。這些發展既受先天遺傳因素所影響，亦會因應後天的
經歷和培育環境而改變。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雖未能按一般兒童的速度發展，但他們發展的過程仍
是相同的，如在體能上先學會行才可以跑、在語言上先懂說單字才能說句子，
所以階梯的建立，就是給予教師和持分者一個階段性的參考，讓教師知道學
生現在的能力和應該學習的指向點。在撰寫階梯 L4 至 L9 的水平描述時，
也特別參考了幼兒發展特徵的資料，好讓這些發展里程碑能在描述中顯現。 
 

3. 認知及技能發展階段 
隨著年齡的增長，學生在幼兒發展的基礎上，體能、知識、技能等各方面不
斷進步。在智齡達 6歲後，按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他們已踏入具體運思
期，可以根據具體經驗和思維解決問題，亦能使用具體物件之操作來協助思
考，更能理解可逆性與守恆的道理。他們能夠循邏輯法則推理，亦可按較複
雜、抽象的標準處理事情。 
 
如上所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認知發展的進程上與一般兒童無異，如
他們的智齡能達至具體運思期，他們也可學習較複雜和抽象的內容。不過，
由於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他們的發展進程未必與一般兒
童一樣，所以一般兒童在一年學習的內容，他們未必能在一年內完成。以階
梯概念建立的能力表現描述，能讓教師和持分者掌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認知能力，依此循序提升。所以從 L10 開始，每一個階梯大約相等於一般
兒童在一個學年的學習內容。 

 
4. 高階思維發展階段 

近數十年，世界各地提出需要改革課程與教學範式，認為有必要裝備學生的
高階思維能力，以面對千變萬化的社會。楊思賢(2012)在他的文章中綜論了
高階思考的內涵可包括以下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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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思考策略（Traditional thinking strategies） 
� 較微觀的基本思考技巧（Core thinking skills） 
� 具統合性的思考理論／模式（Integrated thinking models） 
� 思考意向（Thinking dispositions） 
 
誠言部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特別是重度障礙的學生，在認知發展上未
必能達到高階思維的階段，但我們亦不能排除他們在獲得豐富的學習經驗後
能培養這種思維，所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廣闊而均衡的課程，可
幫助他們擴闊經驗，提升能力，亦是作為教師應有的本份。 

 
(四)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在學與教的應用 

 
1.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有以下的優點： 

� 有系統及清晰地描述學生在各階段的學習表現，讓學校、教師、家長及
其他持分者更了解學生的學習能力，建立持分者的共同溝通語言； 

� 階梯能提供一個評估和學習進展的水平，為教師確認和報告學習成果提
供一個共同參照架構，階梯亦可協助制定或修訂未來的學習目標和計劃，
以促進學生的學習； 

� 教師需要大量蒐集學生的學習表現，作為表現點的佐證；教師需仔細觀
察學生的學習表現，加強對學生學習的了解，有助修正教學策略； 

� 在蒐集表現例證過程中，教師間需要進行「評級協調」的討論，務使對
學生的評估能夠取得共識，這有助教師了解建立階梯的原則，加強專業
發展。 

 
2. 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推展學習 

一般人認為正規教育課程的學科領域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過於艱深、抽
象、遙遠，這是因為我們一直將學科單元的內容能力水平化，即某些內容在
某一學習階段教授時要達至某一水平，例如：唐詩須由具備初小學習程度的
學生才能學習。其實，學習內容只是學習的載體（vehicle），學習的核心
是學科範疇的目標，以及學生在學科領域的個人發展，包括：知識、技能和
態度；所以，按各學科範疇的進程、按學生的能力水平，以正規教育課程架
構基礎的課程編制方法，是可以確保所有學生的學習取得均衡而廣闊的發展，
這種以階梯為指標，透過學習內容提昇學生的能力，是高效能的特殊教育，
亦是融合教育的基礎。 
 
學科課文內容是學習的載體，課程設計的原則是擴闊學生的生活經驗，學生
可透過不同的學習情境，接觸不同層次的事物，結合個人的經驗及理解，發
展個人的知識。重度障礙的學生因先天限制，即使經過多年的學習，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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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能仍處於感知肌能的階段，但透過與學科相連的學習，學生的經歷都
會橫向擴闊，這是課程設計中深度和闊度的原則。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所學習的課題或單元應與普通學生一樣，以確保課程的
闊度及平衡，但內容乃由教師根據學生的學習能力調適，這是教師的專業。
這點可解決特殊教育班級及特殊教育小班的學生目前並沒有適切教學用書
的問題。當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進程後，教師應該以普通課程為基礎，為學
生調適學習內容，設計合適他們的學習經歷。學校應該為每一級別、每一學
科、每一範疇儲備不同的「學習單元」，足夠學生在每個教育階段學習，不
會出現重覆學習相同單元的問題。 

 
3. 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評估效能 

要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以在正規教育課程學科框架下學習，關鍵是要
在各學科的不同範疇設計一套涵蓋最基本能力的進程階梯。我們相信所有學
生，不論能力高低，都有學習能力，只是發展和進度不同而已，所以階梯是
由嬰孩感知肌能發展的進程開始；原則上，每一個學生（包括重度障礙的學
生），在每個學科範疇都可以標示出他的能力水平，如此一來，教師便可按
學習內容，釐訂配合學生能力水平的目標、活動及預期成果，而學生的學習
歷程是建基於他能力水平內的表現，教師能按學生的不同能力而有效地照顧
學習差異。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是一個用來評估學習進程的工具，並不應以此作為教學內
容。而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進度未必會如預期中進展，會時高時低，
也會時快時慢，所以學習能力進程階梯不能用於評估學生的按日進度，而是
評估學生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後的成果。 
 
各校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數據，將會匯集於一個數據處理平台，當累積了一
定數量的資料時，系統便可以進行數據分析，包括：跨學校、跨學科、跨範
疇、跨學年的成效報告，以至個別學生的學年增值等，用以回饋教學及提升
學校效能。 
 

4. 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促進專業發展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為教師提供描述學生學習表現的一套語言，加強了校內、
校外教師間的專業溝通，也有助建立校內的特殊教育文化。這套語言也能在
家校層面發揮作用，讓家長更掌握學生學習表現，加強對學生的了解。 
 
在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標示學生的學習水平時，教師須要搜集學生學習表
現例證，這些例證包括照片、錄像、音像。教師組織「評級協調」會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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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商議該學生的學習水平。過程中教師更能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為學生設
計適切的學習活動。 
 
教師在撰寫或解釋階梯描述時，體會特教的多樣可行性，了解同一課程架構
的理念；在合適的課程框架內，有可能也有必要使所有學生（包括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都有學習正規教育課程的機會。學校以此為共同理念，這
將有助牢固特教專業基礎，增進特殊學校教師的專業發展。  

 
5. 階梯絕對不是為下列用途而設計： 

û 標示學生每天實際的學習能力； 
û 按日的進展性評估； 
û 界定學習內容或作為一個詳細的清單發展課程； 
û 假設學生在各範疇或各單元的進程階梯是一致的； 
û 假設學生在某課題的表現等於年終的進度，從而訂定學生的個別學習

目標； 
û 描述學生的標籤； 
û 確認及識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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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機會與活動 
 

 
本章的焦點在說明在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在藝術教育可行的學
習機會和建議教學活動。 
 
藝術教育是以內容為基礎的科目，目標是讓學生發展創造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培養美感，建立文化認知及有效的溝通能力。因此，教師在選取教學單元時，應
提供機會，讓學生體驗不同範疇的創造，瞭解不同文化的藝術，以培養美感和欣
賞能力為依歸。這是藝術教育的獨特元素。 
 
本章提供四個教育階段的教學活動舉隅，每一個教學活動舉隅均考慮學生的年齡、
成熟程度和能力表現水平，並因應不同能力水平的學生列明預期學習成果。教學
計劃示範在不同學習範疇目標下，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可有不同的學習表現。為
較簡明顯示不同能力學生的分別，這裡只揀選了各教育階段中三個較有顯著分別
的能力水平作為說明，實際教學時則要因應學生能力作出調適。以下舉隅能為教
學內容及活動提出實際的建議，並作為日後教學計劃的範本。表格可參考附錄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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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幼兒教育階段教學活動舉隅 
  

學習領域︰ 藝術教育（視藝） 範疇︰ 
發展技能與過程 
藝術情境 

學段︰ 幼兒 

時段： 4 課節 
 
單元名稱︰ 生日會 
正規教學 
目標︰ 

創作生日賀卡 

教學目標︰ 

透過這教學單元，學生能 

� 透過製作生日卡，認識搓、揉及撕的創作技巧 

� 欣賞自己和同學的作品 

� 簡單描述不同的生日卡 

關鍵詞彙： 手工紙、漿糊筆、顏色筆、咭紙、拼貼、撕、拼砌、創作 

 

教學目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驗舉隅 標誌性學習表現 

透 過 製 作 生 日

卡，認識搓、揉

及撕的創作技巧 

 

欣賞自己和同學

的作品 

 

簡單描述不同的

生日卡 

教師表示即將舉行生日會，請同學幫忙製作

生日卡： 

� 學生探索不同類型或質料製成的生日

卡，例如：立體生日卡、音樂生日卡、手

繪生日卡、木製生日卡等 

� 學生簡單描述生日卡的不同(L5) 

 

� 教師派發不同的顏色紙和皺紙，讓學生進

行撕紙及揉搓皺紙的體驗 

� 教師示範如何將顏色紙撕成紙條及利用

皺紙揉搓不同的形狀，例如：粒狀或長條

狀，並讓學生進行模仿 

� 學生用搓、揉及撕的技巧製作生日卡 

� 學生欣賞自己和其他同學製作的生日卡 

 

L2-1 � 能感受不同顏色紙和

皺紙的質感 

� 能簡單模仿搓、揉及撕

的動作（但不能將皺紙

揉搓成不同的形狀） 

� 能注視放在眼前的作

品 

L3-2 � 能以較長時間觸摸喜

歡的顏色紙或皺紙 

� 能模仿將皺紙揉搓成

不同的形狀 

� 能觀看貼在板上的作

品 

L5 � 能簡單描述不同類型

或質料製成的生日卡 

� 能用搓、揉及撕的技巧

創作生日卡 

� 能指出自己喜歡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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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學教育階段教學活動舉隅 
  

學習領域︰ 藝術教育（音樂） 範疇︰ 
發展技能與過程 

藝術情境 
學段︰ 小學 

時段： 6 課節 
 
單元名稱︰ 齊來合奏 

正規教學 

目標︰ 

通過讀譜方式發展演奏樂器和歌唱的基本技巧 

教學目標︰ 透過這教學單元，學生能 

� 分辨不同樂器的音色 

� 懂得隨歌曲旋律拍出正確的節奏 

� 懂得看節奏卡 

關鍵詞彙： 搖鼓、彩虹鐘、沙槌、節奏卡 

 

教學目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驗舉隅 標誌性學習表現 

分辨不同樂器的

音色 

進行聆聽練習： 

� 學生細心聆聽教師在其背後所搖動的某

一種樂器，例如：沙槌、搖鼓 

� 在聆聽後，學生能在三種樂器中，選取出

剛才聽過的聲音所相對的樂器 

� 學生閉上眼睛用心聆聽，教師以不穩定的

節拍咳嗽、拍打桌子，然後以穩定的節拍

踏步，學生能回答哪種聲音是以穩定的節

拍進行 

 

音樂律動： 

� 學生跟著教師所播放的樂曲數拍子，以及

L3-2 � 能主動拍打搖鼓及

彩虹鐘，感受不同樂

器的音色 

懂得隨歌曲旋律

拍出正確的節奏 

L5 � 能 聽 懂 音 樂 的 起

始，在音樂進行時，

學生能模仿拍出節

奏，在音樂停止時，

會馬上停止搖動樂

器 

 

� 能掌握節拍並愉快

地參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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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驗舉隅 標誌性學習表現 

懂得看節奏卡 掌握樂曲的速度並按節拍做動作 

� 學生以穩定的節拍來做同一動作，當教師

說【轉】時， 學生便要在下一拍轉換一

個新的動作 

� 學生熟聽《baa baa black sheep》歌曲

的旋律，並透過身體樂器，例如：拍手、

彈手指，以加深對旋律的熟練 

� 學生以配對顏色的方式，利用彩虹七色所

製作的節奏卡，利用彩虹鐘演示整首歌曲

的節奏 

� 數位學生進行合作演奏，每人負責兩到三

小節，直到把整首歌曲演奏完畢 

L9 � 能根據節奏卡的提

示，主動敲打彩虹鐘 

� 能與同學合作完成

演奏整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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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中教育階段教學活動舉隅 
 

學習領域︰ 藝術教育（視藝） 範疇︰ 
發展技能與過程 

藝術情境 
學段︰ 初中 

時段： 6 課節 
 
單元名稱︰ 十二色相環（調色） 
正規教學 
目標︰ 

趣味十二色相環創作 

教學目標︰ 

透過這教學單元，學生能 

� 認識色彩的基本原理，了解色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並能用色彩表達自己

的情緒與感覺 

� 藉由調色的練習與趣味 12 色相環的製作，加強對色彩與 12 色相環的認識 

關鍵詞彙： 廣告顏料、水彩筆、調色盤、色彩、色相、色相環 

 

教學目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驗舉隅 標誌性學習表現 

透過引導思考，

學生能認識色彩

的基本原理，了

解色彩在生活中

的重要性，並能

用色彩表達自己

的情緒與感覺 

 

學生觀看「色彩世界」的動畫，並回答教師

的提問：「如果沒有顏色，生活會變成怎

樣？」，以及討論色彩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學

生聆聽教師介紹色彩的基本原理，以及色彩

的基本概念：色相、明度、彩度、三原色 

學生進行以下活動： 

� 學習調色練習 
� 完成红、紅橙、橙、黄橙調色與塗色 

� 完成黃、黄綠、綠、藍綠調色與塗色 

� 完成藍、藍紫、紫、紅紫調色與塗色 

� 討論不同顏色給予自己的感覺 

� 完成調好 12 種顏色，開始圖案設計，構

思主題，改變色相環的外形（不改變順

序），裁剪黏貼，構想自己要設計的 12

色相環 

� 教師適時給予指導 

� 完成作品，討論分享 

L5 � 能說出色彩與心情

和感覺的關係 

� 能說出色彩在生活

中的角色 

� 能辨別不同的顏色 

藉由調色的練習

與趣味12色相環

的製作，加強學

生對色彩與12色

相環的認識 

L9 � 能透過運用三原色，

調出十二色相環 

� 能明白三原色的原理 

L12 � 能設計改變十二色相

環的外形，設計具個

人特色的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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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高中教育階段教學活動舉隅 
  

學習領域︰ 藝術教育（音樂） 範疇︰ 
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技能與過程 

學段︰ 高中 

時段： 4 課節 
 
單元名稱︰ 環保樂器製作及演奏 

正規教學 
目標︰ 

能運用科學知識，使用環保物料，以各樂器發聲的原理，如：共嗚箱面積、

震動頻率等，製作出各式的環保樂器 

教學目標︰ 
透過這教學單元，學生能 

� 能分辨敲打不同物料的器皿便會發出不同音色 

� 能運用吹、拉、彈、打的發聲方式去製造相應的樂器進行演奏 

關鍵詞彙： 樂器、吹奏、敲打、水瓶、橡筋 

 

教學目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驗舉隅 標誌性學習表現 

能分辨敲打不同

物料的器皿便會

發出不同音色 

 

能運用吹、拉、

彈、打的發聲方

式去製造相應的

樂器進行演奏 

 

 

製作環保樂器： 

� 學生對膠、木、玻璃、金屬等不同物料進

行敲打，指出敲打玻璃及金屬發出的聲音

較清脆響亮，敲打膠和木所發出的聲音比

較渾圓飽滿(L5) 

� 學生把粗幼不同的橡筋套在紙巾盒上，再

輕輕撥動，指出粗橡筋發出的聲音較低，

幼橡筋發出的聲音較高(L9) 

� 學生吹響不同大小的水瓶，從中學習較大

的水瓶發出的音較低，較小的水瓶發出的

音較高(L12) 

� 選用喜愛的物料製作環保樂器 

� 利用製造的樂器進行演奏 

 

L5 � 能透過敲打不同的

物料來分辨不同的

音色 

� 能敲打不同物料進

行演奏 

L9 � 能透過敲打不同物

料、撥動粗幼不同的

橡筋，發現不同物料

所發出的音高也不

一樣 

� 能拉或彈動橡筋進

行演奏 

L12 � 能透過吹響不同的

水瓶，發現不同水瓶

所發出的音高也不

一樣 

� 能吹響水瓶進行演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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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評估與評級協調機制 
 

 
本章說明如何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為學生進行評估，強調專業協商的重要性，
而在日常教學中，鼓勵教師多觀察學生在學習經歷中的表現，搜集例證，確定學
習成果。本章應與第四章(四)學習能力進程階梯在學與教的應用一起閱讀。 
 
(一) 評級協調的需要 

 
根據單一學習事件的觀察結果來判斷學生的能力水平，是不恰當及不可信的。
評估的例證是要從不同的學習情境中日積月累得來的，教師應該根據這些從
不同學習機會和情境中所搜集的例證，運用自己的專業判斷，決定學生是否
有足夠的能力去跨進另一級別的學習。 
 
教師在判斷學生所達至的能力水平表現時，應該根據校本評核的資料和結果，
採用「綜合判斷」的原則，為學生訂定合適的級別。不過，教師間可能對某
些學生表現例子的判斷有差異。為了得到可靠及一致的判斷，在校內或與其
他學校之間發展評級協調機制是必須的。 
 
所謂「綜合判斷」是指透過不同的例證，決定學生的能力水平。學生不需要
取得該水平所有描述的成果，但需符合大部分描述才可屬該水平；意思是：
如果該等級有 6 項描述，學生應該有 4 至 5 項的表現能符合該描述，餘下
的描述，學生應顯現具有潛在能力，因環境因素或體能障礙而暫時未能達標。
換句話說，要有較嚴謹的標準來決定學生的能力表現。 
 
「評級協調」可以讓教師及持分者複查、修訂及確定對學生能力水平表現描
述的評級判斷，其主旨在幫助學校確保評估是可靠的及前後貫徹的。良好的
評估程序是可以透過定期的「調適」而建立起來，一個有效的調適活動周期，
由透過教師團隊推動評估工作開始，繼而通過全校參與，強化對評估效度的
技巧及信心，最後進展為跨校認同的優良評估程序。 
 
在校內教師隊伍中進行「評級協調」，會有下列效果： 
� 集中討論學生的能力； 
� 讓教師熟悉「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應用； 
� 統一教師間對能力水平描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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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一教師間對評估準則的理解及學習成果的判斷； 
� 促進教師對評估的理解，提升專業； 
� 個別教職員亦可與其他同工及專業人員討論，以確保自己憑觀察及接觸

而作出的判斷是正確的。 
 
學校亦可透過與學生及其家人的討論，提升「評級協調」的質素，教師會認
識到： 
� 與學生討論其作業及分享作業檔案的進展，是可以幫助他們重新洞察及

理解自己的學習及能力； 
� 與在不同環境接觸學生的人士討論學生的進度，對判斷學生最切合「能

力表現」十分有幫助； 
� 透過教師間的非正規討論，可以為其他方面的發展提供重要資料，其中

包括提升所有教職員對學生能力水平的認知。 
 
(二) 評級協調的實踐 
 

評級協調機制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旨在確保教師所採用的評估是可靠和合適
的。評級協調的參與者可包括同校的教師及其他專業人員，亦可有跨校教師
的參與。教師首先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根據所搜集的學生學習表現例證，
為個別學生作初步的評級，於評級協調會議中分享自己的評估判斷和支持判
斷的例證，然後與同工討論，就判斷的可信性達至共識。過程之中，教師會
一起探討同一科目中相近級別的學生表現例子，達至判斷的統一性。教師可
運用附錄四．1的表格，記錄評級的結果。 
 
評級協調機制建基於專業對話，教師在過程中可以調整判斷和取得共識，達
成一致意見，以判斷哪些學生表現例子是可信及可以有力支持他們所達至的
能力水平。評級協調機制旨在確保教師的判斷是有效及一致的，也是促進教
師專業發展的過程。學科主任和其他專業人員在評級協調過程中亦會扮演相
當重要的角色。 
 
學校應每學年在校內進行一次評級協調的活動，以確保教師能對評估準則的
理解及學習成果有統一的判斷；在進行評級協調時可參考以下方式︰ 
� 教師先透過不同的學習機會和情境搜集學生學習表現例證 
� 教師運用「綜合判斷」的原則和例證資料訂定學生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水

平 
� 召開評級協調會議，討論學生能力水平並達致共識 
� 根據第一次討論所得的準則和例子，討論其他學生的能力水平 
� 有需要修訂第一次討論結果，以達成前後一致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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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應該設計一個系統，妥善儲存個別學生的表現例證，並將評估等級，
輸入「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數據庫」，以作分析 

� 運用學習能力進程階梯評估學生及進行評級協調會議，只適宜每學年進
行一次 

 
經協調機制會議後，教師可以保留這些支持級別水平判斷的例子，作為校本
評核概覽的一部分，以及評級協調機制聯校活動的討論材料（如適用）。 
   

(三) 搜集例證時要注意的事項 
 

教師應該以多於一項的學習例子來支持他們的判斷，這點是十分重要的。教
師可以從不同的來源搜集例證，而例證的種類可以是多元化，如： 
� 相片和錄影片段  
� 觀察紀錄  
� 課堂測驗  
� 軼事紀錄  
� 專題報告  
� 學生自評報告  
� 同儕互評報告  
� 學生作品 
� 實作表現……等 
 
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察進行記錄，或採納別人就學生某些反應的觀察結果，
協助或支持學生達至該能力水平表現的判斷。例證的提供者可以包括： 
� 其他教師 
� 教學助理 
� 學校職員 
� 語言治療師 
� 物理治療師 
� 職業治療師 
� 社工 
� 家長 
� 兄弟姊妹 
� 同學 
� 朋輩……等 

 
學習環境對學生的行為表現有顯著影響，缺乏經驗、有限機會、過低或過高
的期望及不恰當的教學，都會對學生的學習構成障礙，並妨礙他們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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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能。當學生在不熟悉的環境或在正規學習環境與陌生人相處時，會產生
壓力，因而可能無法有效地學習或展示他們的能力水平。換言之，學生在熟
悉的環境及信任的教師陪同下，是能夠可靠地重複做出一些反應的。不過，
能把所學的轉移到新情境應用或類化學習，才是學生應有的能力表現。 

 
教師可以觀察學生在課堂以外及課室外出現的反應，以便全方位了解學生在
新情境下是否能應用所學。因此，記錄學生在家中、社區、不同課堂和其他
學習經歷及活動中所展現的反應亦十分重要。課室以外的情境可以提供很好
的機會，判斷學生在應用溝通技巧、讀寫、社交和運算等方面的能力水平。 
 
無論教師搜集的例證屬於哪一種，都應該附加背景資料，以記錄及支持判斷。
相關的背景資料包括： 
� 表現出現的日期及時間 
� 情境，如：課堂上、社區內、家中 
� 當時跟學生一起的人，如：治療師、教學助理、朋輩 
� 當時所用的相關資源，如：電腦、教具 
� 出現的反應是「新的」（首次出現的反應）、「顯現的」（新出現但不

穩定的反應）、還是「已建立的」（學生在特定的情況或條件下，通常
會產生的反應） 

� 幫助學生作出反應的指導、支援或提示程度，如：示範及模仿、口頭提
示 

� 有沒有運用輔助溝通工具（合理的輔助） 
� 教師有沒有作出任何調適或修改，如：選擇替代的學習成果、記錄特別

的表現例子，以幫助學生展示學習進展 
 

最重要的是，教師從搜集例證的過程中，清楚掌握學生現有的能力及應步向
的學習水平；因此，表現例證是： 
� 學生「能做甚麼」的證明 
� 從不同學習情境日積月累搜集得來 
� 學生在沒有協助下能完成的成果（可以記錄支援的程度，當學生的支援

逐步減少，亦是認可的進步） 
� 符合該水平但不在描述內的學習成果 
� 使用合理的輔助工具幫助學生獲得成果 
� 因應學生的特殊需要豁免某些學習成果 
� 非單一的學習事件 
� 不單是收集能力表現描述內的成果 
� 非找出還未學懂或未掌握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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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章︰藝術科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等級描述 
 
 
藝術科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等級描述由種子教師參考了課程指引、《基本學力要求》
及教科書，結合累積的教學經驗撰寫而成。等級分為兩部分：感知肌能階段及學
科階段，涵蓋幼兒發展至高中的學習表現。感知肌能階段描述通用於各範疇；學
科階段分為｢藝術評賞｣、｢發展技能與過程｣、｢藝術情境｣、｢創意及想像力｣四個
範疇。 
 
(一) 感知肌能階段（各範疇適用）： 
 
L1-1：學生開始活動及建立經驗。  
� 以不穩定的目光，視覺追蹤移動緩慢的物件，例如：學生嘗試追視在他面前

移動的沙槌或色彩鮮豔的玩具。 
� 嘗試注視物件，例如：當教師拿着沙槌在學生的視線範圍時，學生會望向沙

槌或色彩鮮豔的玩具。 
� 在情緒穩定下，發出哭泣或笑以外的聲音，例如：發出啊啊的聲音。 
� 對熟悉的簡單動作有興趣，但不會嘗試模仿，例如：教師揮手道別時，學生

會注視教師的手部動作，但不會模仿。  
� 開始表現出稍有意識的活動，例如：教師手握反光紙移向學生雙眼時，學生

有眨眼反應。  
� 嘗試觀察物件，例如：學生聽見沙槌的聲音時，會嘗試把頭轉向發聲的沙槌。 
� 能作出反射性的反應，例如：會被突如其來的聲響及動作所嚇驚而作出反

應。 
 
L1-2：學生逐漸覺察活動及從中學習經驗。  
� 察覺一個緩慢移動的物件正在逐漸消失，例如：學生凝視著沙槌或色彩鮮豔

的玩具在視線範圍內消失。 
� 能把視線集中在某些人物、事件、物件或物件的某部份，並嘗試接觸該物件，

例如：教師在學生的視線內展示搖鈴，並將搖鈴放在學生觸手可及的範圍內，
學生會嘗試用手觸碰。 

� 對類似嬰兒發出的聲音作出反應，並嘗試模仿但不成功，例如：教師發出「媽」
時，學生會嘗試張開嘴模仿，但未能做到。 

� 對熟悉的簡單動作感興趣，並嘗試模仿，例如：學生模仿教師揮手道別，但
不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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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重複臂部（或身體）動作，以維持物件的動態，例如：學生能手握沙槌，
並持續搖動以發出聲音。  

� 能透過聲音尋找發聲物件的位置，並把目光集中在聲源，例如：教師站在學
生後面，並隨機在學生的左方、右方或上方搖動沙槌，學生能尋找其注視聲
源。 

� 開始用口腔探索物件，例如：學生能分別把沙槌及麵粉糰放入口中，探索兩
件物品不同的特性。 

 
L2-1：學生開始對熟悉的人物、事情及物件有較一致的反應。  
� 在看見物件被遮蓋後，會移遮蓋物件的東西，拿取物件，例如：教師在學生

面前用布覆蓋響板或顏色筆，學生會伸手揭開布，拿取物件。 
� 能重複一個動作（如：有系統地搖動手臂），產生感興趣的經驗，例如：學

生重複拍打搖鼓，使其發出聲音，並表現興奮。  
� 能模仿相似的聲音，例如：學生聽到「爸」時，能模仿發出近似「爸」的聲

音。 
� 即時模仿熟悉的動作，例如：教師用手指揩抹顏料時，學生能跟隨用手指揩

抹顏料。 
� 能參與共同探索活動，每當活動停頓時，學生能做出同一個明顯的動作表示

「要求」，例如：教師播放音樂時，突然停止播放，學生能以拍打桌面表示
想繼續聆聽。  

� 能視覺追蹤快速移動的物件，例如：當沙槌在他的視線範圍內墜地時，他能
跟隨物件下墜的路徑往下看。 

� 能在同一時間以視覺檢視數件物件，並意圖引發回應或交流，例如：學生眼
睛能注視兩件不同的樂器，並能拿起兩件不同的樂器進行敲打。 

 
L2-2：學生在互動活動中開始有主動的表現。  
� 能直接及正確地從三個不同位置的其中一個，找出完全被遮蓋的物件，例如：

學生能正確找出前面，左邊和右邊其中一個完全被遮蓋的彩虹鐘或輕黏土。 
� 在互動中能採取主動，例如：學生能主動移動身體去拿取輕黏土，並繼續把

玩。 
� 能模仿熟悉的單音，例如：教師對學生唱出「波」，學生能模仿唱出「波」。 
� 能意圖模仿不熟悉的動作，例如：教師用手搓輕黏土時，學生會意圖模仿搓

的動作。 
� 能主動做出動作表示「要求」，例如：學生能指著顏色筆表示想塗鴉。  
� 能以實驗方式操作，並短暫充記憶結果，例如：學生把顏色筆放進容器，並

能倒轉容器倒出顏色筆。 
� 能表達自己慣常的選擇及愛惡，例如：學生看見不喜歡的樂器時會推開樂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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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1：學生開始有意識地與人溝通。  
� 能維持短暫專注，能在三層重疊的覆蓋物下面，找回物件，例如：學生能留

意教師將彩虹鐘放在盒內，再在盒內用兩幅顏色布蓋著，學生仍能在盒中找
回該物件。 

� 在較長時段內，能記起已學到的反應，能理解物件之間的關係，並運用來取
物，例如：將布拉向自己，取得放在布上的木琴。  

� 能模仿不熟悉的字音，但模仿得不太相似，例如：教師教導學生唱出疊字的
歌詞：如「跳跳跳」、「扭扭扭」，學生能嘗試模仿，但模仿得不相似。 

� 能模仿不熟悉的動作，例如：教師利用畫筆在紙上畫圈時，學生能模仿做出
畫圈的動作。 

� 能貫徹地作出動作或表情，使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或現象繼續，例如：學生看
到教師隨着音樂作出律動，當動作停頓時，學生能輕觸教師，以表示希望繼
續活動。   

� 能以更複雜的方法探索物件，例如：探索不同物體的質感。  
� 能作有意識的溝通，表達自己的需求，例如：學生能拉教師到畫櫃前或用手

指向圖畫，以示要求想看圖畫。 
 
L3-2：學生能逐漸運用常規的溝通方法。  
� 能從三層遮蓋物中的其中一層尋找被掩蓋的物件，例如：教師在學生視線範

圍內，將彩虹鐘放在三層布的其中一層之中，學生能找出彩虹鐘。 
� 能較有系統地嘗試用可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例如：學生能把裝有顏料的容

器傾斜，好讓其中的顏料倒出。  
� 能運用常規的溝通方法，以動作或手勢表示選擇，例如：能觸摸兩種樂器的

其中一種，以表示自己的選擇。 
� 能模仿不熟悉的動作，例如：學生能轉動前臂模仿火車輪轉動的動作。 
� 在意圖啟動某物件時，懂得把該物件交給教師，例如：學生能把顏色盒交給

教師，示意教師協助打開。  
� 對已經學會的事物，能保持較長時間的記憶，例如：在沒有示範下，記得可

以在儲物櫃內拿取顏色筆。 
� 能主動地以較長時間去探索事物，例如：學生以較長時間敲打鐵片琴，感受

鐵片琴不同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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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科階段（分為「發展技能與過程」、「藝術情境」、「創意及想像力」、
「藝術評賞」四個範疇）： 

 
L4︰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有意識地拿起及探索不同藝術活動的工具及物料，例如：拿著三角鈴把玩

或拿著畫筆塗鴉。 
• 能模仿藝術活動中的動作、聲音或字詞，例如：教師唱出「la」時，學生能

跟著仿唱；教師按壓輕黏土時，學生能跟著做出按壓的動作。 
• 能熟習一些技巧，並用於創作活動上，例如：塗膠水進行黏貼或搖動沙槌。 
• 能認出他們熟悉的藝術活動，例如：看到教師拍打搖鼓或看到輕黏土作品

時，學生能拿取搖鼓或輕黏土。 
 
L5︰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辨別樂器的聲音，並尋找正確的樂器，例如：教師在白板後面搖動搖鼓，

學生能在籃子中找回搖鼓。 
• 能在藝術活動中選取工具以聯繫日常生活的經歷，例如：學生搖動雷聲鼓以

模仿雷聲。 
• 在聆聽音樂時，能隨音樂開始時搖動沙槌，音樂停止時能停止搖動。 
• 能辨別用於藝術品的物料，例如：母親節製作康乃馨的花朵，學生會採用皺

紙製作花瓣。 
 
L6︰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自行選取材料、工具或樂器，並運用及演示已學習到的基本技巧以完成創

作。 
• 能參與及輪流與別人一起演奏音樂。 
• 能模仿教師進行的藝術活動，例如：學生能模仿教師用輕黏土搓出球體。 
• 能在圖畫的指定範圍著色。 
 
L7︰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用正確的方法使用樂器，例如：用手拍搖鼓、用口吹笛。 
• 能哼唱熟悉的兒歌。 
• 能感受不同材料的特色，使用不同材料進行藝術活動，例如：用三種顏色繪

畫一朵顏色鮮艷的花朵。 
• 能描述藝術材料的用法，例如：水彩顏料需要加水後才能使用。 
 
L8︰發展技能與過程 
• 開始能掌握唱歌的技巧，例如：能配合音樂的速度、力度和音高進行演唱。 
• 能把律動和節奏相互配合，例如：學生唱出《BINGO》時，能跟隨歌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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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作出相應的動作。 
• 能掌握多於一種的操作技巧，例如：剪、捏、揉及堆等。 
• 能描述所選用物料的特性，例如：學生選用玻璃紙讓花燈有透光的效果。 
 
L9︰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按教師的指示唱出歌曲中的強弱。 
• 能用簡單的樂器演奏歌曲，例如：用彩虹鐘演奏《小星星》。 
• 能說明畫作中運用的色系，例如：冷色和暖色。 
• 能按照預先畫好的圖象，配上粗幼的線條和大小的形狀等視覺元素，完成指

定的畫面。 
 
L10︰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按教師的手號唱出相對的唱名。 
• 能比較不同曲目，例如：《小星星》和《月光光》有不同的速度和氣氛。 
• 能穩定地隨音樂拍出基本拍。 
• 能根據物件的外形，用簡單的線條來繪畫立體圖象，例如：能畫出一個盒子。 
 
L11︰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穩定地拍出旋律中的強弱拍以進行伴奏。 
• 懂得分辨顏色所表達的情感，解釋冷色和暖色所帶給的感覺，例如：說出紅

色感覺温暖和愉快。 
• 能關注事物的視覺特徵，描繪日常觀察到的事物，例如：能描繪花瓶的外形

及較仔細的部份（花瓶上的圖案）。 
• 能理解更多藝術品的材料差異與創作技巧，例如：學生能掌握不同水彩畫的

作畫方法（噴、彈及潑出顏料）。 
 
L12︰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辨認簡單的節奏型，例如：學生能拍出《小蜜蜂》中指定的節奏型。 
• 能運用已有知識，闡釋上行、下行、級進、跳進及重複音等樂句，並表示對

歌曲的理解，例如：教師教授歌曲《小蜜蜂》配合動作，跳進音就向前踏步，
唱到上行樂句就蹲低起來，唱到重複音就原地拍手。 

• 能運用視覺元素以表達意念及感情，例如：運用不同粗幼的線條繪畫出樹枝
與樹幹的形狀。 

• 關注畫面的構圖，並能在圖畫中表現出空間結構，例如：上下、前後、左右
及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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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3︰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唱出唱名，例如：d r m f s l t。 
• 能說出簡譜內各數字（1-7）代表的唱名。 
• 能拍出或唱出含有附點音符的歌曲，例如：《小太陽》。 
• 能在簡單的音樂結構中，排列樂句的結構，例如：開始、中段、尾段。 
• 能說出歌曲中基本節拍，例如：「華爾滋」是 3/4 拍。 
• 能運用明暗色調表示素描畫的光暗面。 
 
L14︰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把兩首相同拍子的歌曲同時演唱成為對位曲，例如：學生能把歌曲《Mary 

had a little lamb》和《Pease pudding hot》唱成對位曲。 
• 懂得運用有音高的樂器演奏簡單旋律的歌曲，例如：用木片琴演奏《小太

陽》。 
• 能運用合適的工具和技巧創作版畫。 
• 能運用不同構圖表示情緒，例如：用粗線條畫成一團的亂線以表達內心的憤

怒情感。 
 
L15︰發展技能與過程 
• 認識五聲音階 d r m s l 是廣泛使用的音階。 
• 認識五線譜不同位置的音符名稱，例如：C 在下加一線上、G 在第二線上。 
• 能正確運用有音高的樂器奏出 B音、A音和G音。 
• 能描述音程的意思，例如：分辨出三度音程 d-m和五度音程 d-s。 
• 能掌握構圖的技巧，例如：用不同的環境角度構畫出所要表達的含意。 
• 能運用色階表達不同的繪畫效果，例如：深淺、明暗、漸進、漸退。 
 
L16︰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描述大調音階的結構。 
• 在創作中能運用各種音符時值，例如：4分音符、8分音符、16 分音符。 
• 能在繪畫中，利用不同顏色互相襯托，營造出不同的層次感。 
• 認識中國的水墨畫，能用墨汁顏料的濃、淡繪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圖畫，例

如：蓮花。  
 
L17︰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描述五線譜上連結線和圓滑線的分別和作用。 
• 能掌握大調與小調的關係並運用在音樂創作中，例如：C大調的相關小調是

A小調。 
• 能描述模進句的特色，例如：貝多芬的第五號交響曲《命運》。 
• 能描述輪旋曲式的特色，例如：貝多芬的《給愛麗絲》是以輪旋曲式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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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曲的各個主題交替出現。 
• 能掌握陶土的特性，並運用泥板製作立體作品。 

 
L18︰發展技能與過程 
• 能掌握複拍子，例如：6/8 和 9/8 拍子。 
• 能辨識幾種中西樂器的音色，並能運用在樂曲當中，例如：哀傷的樂曲可用

大提琴，喜慶的樂曲可用嗩吶。 
• 能運用雕刻刀在膠板刻出簡單圖案，再利用顏料印刷在紙張上。 
• 能利用陶土搓捏泥條，製作器皿。 
 

…………………………………………………………………… 
 
L4︰藝術情境 
� 能認出日常生活中所聽見的熟悉聲音，例如：救護車聲、下課鐘聲、門鈴聲、

電話聲。 
� 能觀察到周圍環境的視藝作品，例如：觀察商場內有不同的裝置藝術作品。 
� 能透過生活經驗，初步嘗試畫出熟悉的事物，例如：畫圓形代表媽媽。 
� 當聽到熟悉的聲音時，能作出相對的反應，例如：聽到睡前音樂就想到要睡

覺。 
 
L5︰藝術情境 
� 聽到某些熟悉的聲音時，能想到對應的情境，例如：當聽到沖廁聲，學生能

配對洗手間的圖片。 
� 將音樂與生活經驗聯繫，例如：聽到生日歌時，便會手舞足蹈。 
� 能直觀辨認藝術品和其他物品的不同用途，例如：會把畫掛在牆上、將相關

主題的圖片給教師製作壁報。 
� 能按照教師預設的情境對藝術作品進行簡單創作，例如：教師告訴同學要為

生日會製作生日卡，學生能用不同的顏色筆在生日卡上塗畫。 
 
L6︰藝術情境 

能用動作表示對同儕表現的評價，例如：當其他同學完成藝術活動時，能以
拍手或大笑回應同學。 

� 能隨熟悉的音樂，展現肢體動作和表情以演示歌詞的詞意，例如：聽到已學
的《Baby shark》歌曲，會扮作鯊魚游來游去。 

� 初步認識藝術品的內容，例如：說出或以其他方式指出畫中有屋、樹、人。 
� 能根據教師指定的圖案加以想像，創作出自己的藝術作品，例如：教師提供

三角形圖案，學生能在三角形圖繪畫，並創作其他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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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藝術情境 
� 能描述或指出和藝術作品相關的事情，例如：學生看到聖誕卡或聽到聖誕歌

時，能說出聖誕節已來臨。 
� 能描述音樂或藝術創作與日常生活的聯繫，例如：能意識日常生活中有不同

的情境，在農曆新年期間會聽到賀年歌和看到賀年飾物。 
� 能辨別日常生活中常聽的主題歌曲，例如：國歌、賽龍奪錦。 
� 能跟隨教師的主題，以及教師所提供的材料創作出藝術作品。 
 
L8︰藝術情境 
� 在欣賞表演時，能表現出適當的行為，例如：當音樂會進行時懂得保持安靜。 
� 能辨別日常生活中不同情境或節日下需要展示的藝術品，例如：在聖誕節和

農曆新年會有不同的擺設和裝飾。 
� 能用圖片或字詞描述特定場合有關的音樂，例如：聽到《Mickey mouse 

march》 會聯想到廸士尼主題樂園。 
� 能依教師指定的主題，加上自己的構思，完成藝術作品，例如：教師要學生

畫出太陽，學生能運用已學會的幾何圖形繪畫和創作太陽。 
 
L9︰藝術情境 
� 會表現恰當的行為配合不同的音樂情景，例如：能在聽到國歌時肅立。 
� 能分辨歌曲中的情感，並會選取適當的歌曲在不同場合播放，例如：能分辨

輕快的《快樂頌》和激昂的《命運交響曲》。 
� 能從兩幅圖畫中，感受畫作帶來的情感，例如：教師展示一幅色彩鮮艷的花

卉圖及一幅顏色單調的沙漠圖，讓學生說出那一幅比較開心。 
� 在欣賞藝術品時，能表現出適當的行為，例如：不隨意觸碰藝術品。 
� 能運用藝術品增加生活趣味，美化自己的生活空間，例如：購買小擺設佈置

課室。 
 
L10︰藝術情境 
� 能在聆聽歌曲後，說出或用圖片表示歌曲的內容。 
� 能回應象徵慣常事物的音樂短句，例如：在聽到下課歌首小節響起後，會自

發性地起立，準備說再見。 
� 能按教師要求及提供的材料創作出藝術作品及裝置藝術等。 
� 能辨別生活環境中有不同藝術創作的呈現方式，例如：雜誌內的廣告、商場

的宣傳海報、公園的雕塑。  
 
L11︰藝術情境 
� 能指出不同種類的歌曲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例如：電視宣傳音樂、婚禮音

樂、搖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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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辨別音樂的氣氛，例如：催眠曲的柔和、慶典音樂的愉快、恐怖片的緩慢
節奏。 

� 能指出生活環境中視覺藝術品的作用，例如：公園內的雕塑有助美化生活空
間、商場的佈置能吸引消費者。 

� 能指出視覺藝術品所反映的不同習俗及文化，例如：從新年的裝飾中，認識
到視覺藝術品與節日及信仰的關係。 

 
L12︰藝術情境 
� 能辨別經典的中西樂曲或地方民謠，例如：《月光光》、《青春舞曲》、《OH 

SUSANA》、《命運交響樂》等。 
� 能從外觀分辨東方或西方的樂器，並從樂器中了解當地的音樂文化，例如：

能指出二胡是中國樂器，結他是西方樂器。 
� 能從外觀分辨出東方或西方的藝術品，例如：能指出西安的陶俑是中國的古

代作品。 
� 能比較藝術元素在不同文化中所代表的意念，例如：白色在西方多代表純潔

及和平，在東方多用於喪禮。 
 
L13︰藝術情境 
� 能描述不同文化藝術作品的一些相關特點，例如：中國戲曲和西方音樂劇使

用不同服裝、流行樂和交響樂團使用不同樂器。  
� 能從外觀分辨出藝術作品的創作時期，例如：觀賞敦煌壁畫不同種類的畫作

並能從畫作內容認出所屬的創作時期。  
� 能概述作品中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及藝術家所表達的情感，例如：貝多芬前期

作品屬古典樂期，晚期屬浪漫樂期。  
� 透過留意畫中人物的細節，能夠探討畫中表現的社會狀態，例如：清明上河

圖能反映當時社會生活面貌。 
 
L14︰藝術情境 
� 能辨認不同中西樂器類別的音色，例如：弦樂器、木管樂器、銅管樂器及敲

擊樂器。 
� 描述藝術表現中常見的樂器類別，例如：歌劇運用西洋樂器、粵劇運用中國  

樂器。 
� 能比較不同時代的藝術作品元素及描述其特色，例如：唐朝多採用鮮豔的色

彩作畫，清朝則多用素淡的色彩。 
� 透過欣賞藝術作品，了解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色，例如：苗族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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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藝術情境 
� 能說出不同時代流行曲之間的分別及其背景。 
� 能描述音樂所展現的不同情境，例如：《彼得與狼》利用不同的管弦音樂表

達不同的情境。 
� 能說出著名藝術家及其代表作，例如：梵高的《向日葵》。 
� 能根據不同節日或主題設計海報壁報。 
� 能分析環境設計與社區的關係，例如：適當的雕塑能幫助創作出一個舒適美

觀的社區環境。 
 
L16︰藝術情境 
� 能分析電影中音樂的功能和音響的效果。 
� 理解歌曲內所表達的情境及意思，例如：《Over the rainbow》講述電影主

角渴望飛越彩虹的純真夢想。 
� 能分析物體之間的遠近、圍繞、排列的空間概念。 
� 能分析裝置藝術與所在社區的關係及其特色，例如：華爾街的銅牛。 
 
L17︰藝術情境 
� 能說出不同年代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概況、代表人物和代表歌曲，例如：七十

年代代表人物有許冠傑，代表歌曲是《半斤八兩》。  
� 能分辨各國的國歌，並說出國歌中所表達的情懷，例如：美國國歌表達團結。 
� 能配合故事情境創作出簡單的樂句，並以圖象譜作記錄。 
� 認識六朝時書法的藝術發展，例如：南、北書法發展風格之不同。 
 
L18︰藝術情境 
� 能識別歷史、文化與政治事件對藝術創作的影響。 
� 評論社會背景和價值觀如何影響流行歌曲的風格和內容。 
� 評論各國音樂體裁背後的文化及其影響其他音樂的情況，例如：藍調由美國

黑人文化衍生，從而影響了日後的爵士樂、搖滾樂及流行音樂。  
� 說出不同社會及文化對藝術作品的主題內容和表現手法的影響，例如：詮釋

拜占庭藝術及文藝復興藝術通過描繪聖人所傳遞的信息。 
� 分析藝術作品，從而表達個人對事物的關懷，例如：拍攝鄉郊日漸惡化的環

境表達捍衛環保的情懷。 
 

…………………………………………………………………… 
 
L4︰創意及想像力 
• 聽到節奏簡單而鮮明的樂曲或看到別人繪畫時，能自發地嘗試跟隨，例如：

學生手持樂器時，能隨著節奏自然地敲動樂器；觀察到同學或教師的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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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能自發地拿取顏色塗鴉。 
• 能探索不同樂器的音色或使用不同顏料塗鴉，並享受箇中樂趣，例如：學生

分別拿取沙槌、搖鈴及海浪鼓來敲打、搖動、轉動，以聆聽它們的音色，並
微笑表示享受。 

• 能察覺音樂或視覺元素的連貫性，續唱已熟悉的歌詞，例如：教師唱出《ABC 
SONG》的 ABCDEF 然後學生能續唱G來完成樂句。 

• 聽到簡單而又熟識的旋律時，能以身體動作或面部表情作回應，例如：聽見
輕柔的旋律時微笑，拍手或擺動身體。 

 
L5︰創意及想像力 
• 能辨認音樂或視覺元素明顯的變化和特徵，例如：聆聽到快與慢變速的音樂

時，學生會表現興奮；看見波點作品時，能從兩個不同的形狀中，選出圓形
以表示作品的構圖特徵。  

• 能有意識地重覆或模仿聽到的聲音；並能主動觀察並模仿教師的不同演奏方
法，讓樂器發出不同的聲音，例如：學生能模仿動物的叫聲或用響板模仿教
師演奏出鴨子的叫聲。 

• 能探索樂器及藝術活動的工具，能運用學習到的技巧，創作出自己的作品，
例如：在紙張上點出重覆的色彩。 

• 能辨別音樂開始及結束，例如：學生聽到音樂開始，會準備歌唱或起身跳舞，
聽到音樂結束，能配合音樂停止演奏或返回坐位。 

• 能畫出具有意思的塗鴉，例如：學生能畫出一組線段或形狀以表示自己的意
思。 

 
L6︰創意及想像力 
• 能運用肢體動作演示音樂元素明顯的變化，例如：聆聽快與慢變速的音樂

時，會嘗試以肢體配合或拍出變速的節奏。 
• 能識別出音樂中的獨特組合，例如：在《BINGO》樂曲出現指定樂句時，

會唱出BINGO歌詞。 
• 能運用不同的圖形作畫，例如：能繪畫三角型和長方型代表屋。 
• 能隨己意運用不同色彩繪畫出不同意思的圖畫。 
 
L7︰創意及想像力 
• 能運用熟悉的動作去表達音樂明顯不同的氣氛，例如：以烏龜的走動方式表

達慢的節奏及旋律，以兔子的走動方式表達快的節奏。 
• 能以呼叫及重複的方式模仿節奏，例如：學生聽到教師拍打簡單節奏時，能

作即時模仿，重複地把節奏拍打出來。 
• 能描述音樂中的獨特組合，並能運用重複或相同的方法完成獨特組合的創

作，例如：學生在聆聽模仿動物叫聲的歌曲後，能運用相同的方式，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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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以配上不同的動物叫聲。 
• 出現象徵性的圖象，能繪畫出指定的簡單形狀，並能以指定的形狀象徵特定

意義的圖象，例如：能用圓形代表頭，長條形代表手和腳。 
 
L8︰創意及想像力 
• 能創作肢體動作去表達音樂的不同氣氛，例如：學生能按音樂節拍的快慢及

旋律的高低創作即興舞蹈。 
• 開始掌握較穩定的節奏，能透過呼叫及重複（Call and echo）進行合奏或

合唱，例如：學生能以動作或樂器表達出音樂的節拍，並能配合穩定的節奏，
重複教師唱出的聲音。 

• 能運用指定的節奏型，創作簡單的旋律短句，例如：學生能根據節奏型，以
敲打鐵片琴創作新的旋律。 

• 能描述圖與背景的關係，例如：觀察人像作品後，會嘗試在人的臉孔背景上
繪畫出眼睛。 

 
L9︰創意及想像力 
• 能按教師給予的節奏口號，創作不同的動作，例如：拍手、踏步、拍大腿等，

把節奏演繹出來。 
• 應用不同的樂器或不同的演奏方法表達不同的音樂氣氛，例如：學生聆聽歌

曲後，能選取鼓以表達出強烈的跳躍旋律，選取沙槌以連續搖動的方式表達
出弱而連貫的旋律。 

• 能進行呼叫與回應（Call and response）即興創作自己的節奏口號。 
• 能運用象徵性的圖象繪畫出指定的事物。 
• 能拼砌出指定的圖象，例如：運用七巧板拼砌出小船。 
 
L10︰創意及想像力 
• 能創作律動以表現出二拍子的節拍、明顯的音高、速度及強弱變化，例如：

學生能以有力的踏步表現出進行曲的節拍。 
• 能應用人聲進行聲音創作，例如：能為小朋友、老伯伯配上不同的聲線。 
• 嘗試使用圖象記譜，例如：學生能嘗試繪畫出符號，以標示出聽到的聲音。 
• 能根據主題應用點、線、面繪畫出相關的事物。 
 
L11︰創意及想像力 
• 能創作律動、身體節奏樂或運用不同的敲擊樂器以表現出二拍子及三拍子的

節拍、上行／下行的旋律動向、明顯的音高、速度及強弱變化，例如：學生
能隨音樂節拍大力地拍打搖鼓以演奏強的雷聲；又能輕輕地搖動沙槌演奏弱
的雨聲。 

• 能為生活中熟悉的動作配上聲音，例如：學生能以下行滑音為玩滑梯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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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聲音。 
• 能進行呼叫與回應（Call and response）的音樂活動，即興創作出自己的

旋律，例如：學生聽到上行音階 drmfs 的旋律問句後，能創作自己的旋律作
答句，以完成樂句。 

• 嘗試應用有系統圖象譜為音樂作記錄，例如：學生能嘗試運用圖象譜為歌曲
配上伴奏。 

• 能開始較細緻地把景物繪畫出來，例如：學生會嘗試把人物的五官繪畫出來。 
 
L12︰創意及想像力 
• 運用上行、下行、級進、跳進及重複音等進行創作，例如：學生自由組合上

行、下行、級進、跳進及重複音等樂句卡，創作出屬於自己的音樂作品。 
• 能開始運用簡單的樂器演奏旋律短句。 
• 能對觀察或記憶的事物展開想像，嘗試用非傳統的物料表達事物，例如：利

用塑膠樽組合成人形。 
• 運用視覺元素表達事物或情感，例如：能運用藍色表達天空，利用線條代表

下雨。 
 
L13︰創意及想像力 
• 能以人聲為跳躍、滑行、旋轉等動作創作聲響，例如：利用音程創作簡短旋

律，表現小青蛙跳動。 
• 能配合故事情境創作出簡單的樂句，並以圖象譜作記錄。 
• 能仔細地觀察，主動應用不同的繪畫技巧完成創作，並畫出景物的細緻特徵。 
• 能於構圖中運用美術元素及設計理念。 
 
L14︰創意及想像力 
• 能開始運用資訊科技工具作簡單的藝術創作。 
• 能運用不同的樂器、大調音階、附點音符，為主題情境創作合適的音樂，例

如：運用鐵片琴以上行及迴旋式的旋律動向，創作表達小松鼠爬樹，並在樹
上跳舞的旋律。 

• 能以二段體曲式創作樂曲。 
• 能開始以大小、上下表達出景物的空間概念，例如：運用近大、遠小的方法

繪畫出畫面的空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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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創意及想像力 
• 能應用所學的創作技能，為歌曲創作變奏，例如：能運用十六分音符為《生

日歌》創作變奏。 
• 能以人聲創作樂句並作伴奏，例如：能以人聲創作節奏頻現句伴奏《俄羅斯

舞曲》。 
• 能以三段體ABA的曲式創作樂曲。 
• 能運用電腦軟件為音樂進行編曲，例如：學生能錄製聲帶，運用 Audacity

編曲。 
• 掌握光影與色彩的關係，例如：能以不同深淺程度的色彩或鉛筆繪畫出物件

的光影。 
 
L16︰創意及想像力 
• 能分組展示自創作品，並進行同儕評估。 
• 能運用三連音及切分音創作節奏，以問句與答句形式進行音樂遊戲，例如：

兩人一組，拍出包括三連音或切分音的節奏問句和答句，並在節奏答句中找
出與節奏問句相同的節奏。 

• 能運用已提供的節奏句、重複音、級進音及跳進音續寫旋律，並能根據旋律
畫出圖象譜。 

• 認識社區中各種自然界的形狀，運用各種色筆媒材繪出浮雕的凹凸輪廓。 
• 能認識擦印的各種方法及將擦印方法置入創作，以不同紋理的質感表達情

感。 
 
L17︰創意及想像力 
• 能配合身體樂器（Body Percussion）或非洲樂器，即興創作有呼應效果的

節奏句，例如：聽到教師以身體樂器演繹的節奏後，能運用相同的樂器即興
創作自己的節奏，以組成互相呼應的樂句。 

• 能運用拍子轉變的技巧來改編歌曲，然後分組演出自創作品，並進行同儕評
估，例如：運用不同拍子改編《生日歌》。 

• 認識各種媒材的獨特表現方法，例如：繪畫煙花時會用水筆表現均衡的放射
線條。 

• 認識各種淡彩風景建築畫的透視方法，掌握一點透視／前縮透視／兩點透視
的構成方法，欣賞各種淡彩風景建築畫後能進行想像創作。  

 
L18︰創意及想像力 
• 能運用自製樂器，分組創作圖象譜，並根據自己創作的圖象譜演奏樂段。 
• 運用 4/4 拍子創作十小節長的輪旋曲，並在適當地方加入指示速度和力度的

音樂術語或表演記號。 
• 能運用和弦的知識，為音樂旋律寫出三度和音，並改編成二部合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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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認識抽象派立體雕塑中的節奏及動勢，掌握各種產生節奏感及動勢原理並
進行創作。 

 
…………………………………………………………………… 

 
L4︰藝術評賞 
� 在參與熟悉的藝術活動時，會有較長時間的專注，例如：當學生聽到教師彈

奏熟悉的歌曲時，會專心聆聽。 
� 能留意課堂活動中出現的不同聲音（樂器或環境中的聲音）或物件中不同的

形狀、形體與色彩，繼而進行探索，例如：學生會拿起三角鈴把玩並探索它
的聲音。 

� 能感受不同材料的特質並作出回應，例如：學生能透過拼貼活動感受手撕，
拼貼的樂趣，運用筆尖繪畫。 

� 能辨認常見視藝活動所用的物料，例如：泥膠、顏色紙及膠水。  
 
L5︰藝術評賞 
� 能參與藝術活動，並且開始用不同方式回應課堂內容，例如：學生聽到音樂

時會自發地隨音樂擺動身體以作出回應。 
� 能在聽到不同樂器發出的聲音或觀賞不同的藝術作品時，有不同的反應，例

如：學生看到色彩繽紛的畫作時，會持續注視。 
� 會用手勢、單字或指認圖片去表達對藝術活動的喜好，例如：聽到熟悉的旋

律或看到顏色鮮豔的花朵，會發出笑聲或拍手來表達他們的感受。 
� 喜歡接觸藝術作品，並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並建立初步的審美經驗，例如：

看見有趣的雕塑會嘗試模仿其姿態。 
 
L6︰藝術評賞 
� 會模仿課堂活動中出現的不同聲音（樂器或環境中的聲音）或利用不同的材

料模仿教師出示的藝術作品，例如：學生能模仿教師拿著蠟筆繪畫簡單的形
狀。 

� 能初步分辨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例如：學生能對不同類別的音樂（輕快音
樂、強勁音樂）有不同的反應。 

� 能演示理解簡單的藝術表現方式，例如：學生能辨別製作拼貼畫的材料及用
具。 

� 能觀賞或聆聽藝術作品，並對藝術作品有個人喜好，例如：學生能從眾多的
藝術作品中，用簡單的字詞或動作選取個人喜歡的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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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藝術評賞 
� 能描述聲音和畫面的關係，例如：學生能以肢體移動的速度以表達音樂中明

顯的快慢變奏。 
� 能辨認常見樂器的聲音，例如：搖鼓、沙槌及三角鈴等。 
� 能描述歌詞的意思，並做出動作來表達，例如：學生演唱《五官歌》時，能

邊唱歌邊指着對應的五官。 
� 能描述圖案與背景的關係，例如：找出畫中表達樹幹的線條及形狀，並加上

其他圖案，以完成有關樹的畫作。 
 

L8︰藝術評賞 
� 能模仿做出不同的聲音及繪畫技巧，例如：學生能模仿唱出高、低，強、弱

不同的歌聲；能運用簡單的形狀或線條，繪畫出人的臉孔。 
� 能辨認不同樂器的音色，例如：非洲鼓和中國鼓會發出不同的音色。 
� 能對比兩首音樂的速度，並說出哪一個較快哪一個較慢，例如：教師分別播

放《大皇蜂的飛行》和《天鵝湖》讓學生自由擺動身體去感受音樂，並能說
出《大皇蜂的飛行》的速度較快，《天鵝湖》的速度較慢。 

� 能辨別不同視藝作品的創作形式，例如：平面作品和立體作品。 
� 願意向他人展示自己已完成的作品及作簡單介紹。 
 
L9︰藝術評賞 
� 能描述不同動物的聲音特質，例如：小鳥的聲音比較高，狗的聲音比較低沉。 
� 能說明不同視藝作品的創作媒介，例如：紙拼貼、陶泥、水性物料或現成物

料。 
� 參與熟悉的藝術活動後，能簡單表達感受和喜惡。 
� 能辨認相似或不同的樂聲或樂句，如聆聽《驚愕交響曲》的第一句及第二句

後，能描述是運用了相同的樂器，或以相同的敲打方式發聲。 
 
L10︰藝術評賞 
� 能辨別及描述不同的聲音及視覺元素，例如：學生能辨別一些對比度較高的

音色及節奏，高音與低音。 
� 能比較音樂中節奏和力度的轉變，例如：教師播放《匈牙利舞曲》時，學生

能感受樂曲中快慢、強弱的轉變。 
� 能把自己的作品與他人的作品比較，並指出自己與他人作品的差異，例如：

指出選用了不同的顏色、大小等元素。 
� 參與熟悉的藝術活動後，能表達感受和喜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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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1︰藝術評賞 
� 能用不同的肢體動作表現不同的樂段，例如：教師教學生唱《A ram sam 

sam》，學生用不同動作來表達不同的樂段。 
� 能以音樂元素有關的字詞或圖片，簡單解釋樂句的相異之處，例如：運用了

不同的樂器演奏、節奏的快慢或旋律的高低。 
� 能說出自己作品的優點及關注有待改進的地方，並嘗試修改自己的作品，例

如：選用另一枝顏色筆填色。 
� 能簡單地評論藝術作品，例如：能說出作品所表達的情感或象徵意義（歡喜、

憤怒、悲哀、緊張等）。 
 
L12︰藝術評賞 
� 能用不同方法表達對音樂的感受，例如：用圖片或手勢來形容所聽到音樂的

感受。 
� 能解釋作品內音樂元素的運用，例如：級進、跳進等。 
� 能描述所聽到的音樂，例如：描述音樂所呈現的氣氛。 
� 能辨別作品內視覺元素，例如：在色板上，選用對比色系較大的顏色。 
� 能學習藝術家作品的特色，並嘗試在作品中表達其方式和手法，例如：仿照

立體派畫家的手法繪畫人像。 
 
L13︰藝術評賞 
� 能為藝術作品作出分類，例如：能分辨出交響樂、流行音樂及歌劇等。 
� 能分辨歌曲中的附點節奏，例如：能一起演唱及用手拍出韓國民歌《阿里郎》

的附點節奏。 
� 能比較不同藝術家的作畫風格，例如：能描述印象派和點描派（Pointillism）

的作品風格。  
� 能分辨不同類型的版畫，例如：凹版、凸版、木板、套色版畫。 
 
L14︰藝術評賞 
� 透過聆聽歌曲的分句，能感覺旋律完結或未完結，例如：聆聽《世上只有》，

學生能說出當唱完“I love you”可以做出飛吻動作以示歌曲完結。 
� 能從生活中的聲響辨別出漸強及漸弱，並能應用到音樂作品中，例如：聽到

救護車聲由遠至近、再由近到遠，感受聲音的漸強及漸弱。 
� 能比較線條及結構不同程度的動態，例如：一幅建築物的圖畫以及一幅海洋

的圖畫，學生能分辨出一幅較多直線一幅較多曲線。 
� 能描述作品，學習互動地評賞畫作，例如：回應教師提問，說出對作品的整

體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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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5︰藝術評賞 
� 透過聆聽歌曲的分句，能應用漸慢漸弱來表示完結的樂句，例如：聆聽《世

上只有》，學生能漸慢漸弱輕聲唱出最後一句 “I always do”。 
� 能以言語、繪畫、圖像或動作等表現個人對音樂的感受及表達樂曲的氣氛，

例如：聽着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作出對音樂的感受。 
� 能分析藝術作品的視覺元素和組織原理，並描述藝術作品給自己的感覺，例

如：看到花兒的圖案能說出是用曲線及用對稱手法作畫，感覺悅目。 
� 能分享自己感受到的自然界及日常生活可見的視覺現象，並與藝術作品作出

聯繫。  
 
L16︰藝術評賞 
� 能分析三連音及切分音節奏，並能在樂曲中找出及拍出三連音節奏，例如：

聆聽孟德爾遜的《婚禮進行曲》並找出當中的三連音節奏型。 
� 能描述及分析音樂的旋律動向及樂曲表現，例如：聆聽哈察都量《軍刀舞》

及韓德爾《普世歡騰》分辨當中的級進音或跳進音以及音高變化。 
� 能比較不同畫家作畫風格後，總結兩者的同異處，例如：比較《波洛克-繪

畫 1號》及《羅斯柯-橙色與黃色》的造形、色彩、質感等。 
� 能比較抽象表現主義，繪畫與《色塊》、《硬邊》繪畫的造形。  
 
L17︰藝術評賞  
� 能分析音樂的調性，例如：孟德爾遜的《婚禮進行曲》是屬於大調的。 
� 能評論不同樂期的特色，例如：巴羅克樂期、古典樂期、浪漫樂期及二十世

紀的西方音樂，並能說出當中的特色。 
� 透過雕塑的欣賞，分析歸納出結構主義雕塑的特點。 
� 能分析藝術家的創作動機及其作品特色，例如：分析雕塑家奧爾登伯格的創

作動機及其作品特色。 
 
L18︰藝術評賞 
� 懂得移調的概念，例如：陳奕迅的《單車》移調的部分。 
� 能描述移調對歌曲帶來的效果，例如：BEYOND《總有愛》，在移調後變

得更激昂。 
� 能分析不同音樂時期常用的音符時值，例如：巴哈的音樂常用 16 分音符。 
� 能評論藝術建築裡「國際風格」與「後現代建築風格」的主要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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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主要詞彙 
 
 
正規教育課程框架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Formal Education of 
Local Education System) 
� 是一套由政府制定、適用於普通學校的課程框架，框架內容一般包括：課程

的宗旨、目的及發展準則、學習科目的劃分、教育活動時間的安排，亦會包
括各教育學段主要科目的學習內容。澳門正規課程是經由立法程序去確定
的。 

 
基本學力要求 (The Requirements of Basic Academic Attainments) 
� 指學生在完成幼兒、小學、初中及高中各教育階段的學習後，所應具備的基

本素養，既包括基本的知識、技能、能力；亦涵蓋情感、態度及價值觀的發
展。 

 
正規教育課程 (Formal Education Curriculum) 
� 泛指政府為所有學校建議的課程，包括一系列的課程文件，說明課程的目的

和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科目的架構，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學科指引
等。 

 
校本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 
� 由學校和教師發展的校本課程，目的是切合學生的學習情況，從而幫助學生

達到教育的目標和宗旨。校本課程是在中央課程所提供的指引和學校與教師
的專業自主之間，兩者取得平衡的成果。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 (Learning Abil i ty Progress Level) 
� 是一套有系統的表現指標描述，以等級遞進式表示學生的學習水平。澳門的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分為 1 至 18 級，能對應早期嬰兒的感知肌能發展、
幼兒、初小、高小、初中各階段的學習能力。階梯能描述學習進展的水平，
為教師提供一個評估和報告學生學習成果的共同參照架構。 

 
能力水平表現描述 (Attainment Level Descriptors) 
� 是對應「學習能力進程階梯」，顯示學生在各程度能力水平表現的文字描述。

能力水平表現描述適用於所有學生，包括在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的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每個描述均顯示該學習範疇的能力水平。它的內容並不代表
課程的整體，也不是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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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 (Education Level) 
� 澳門教青局將正規教育分為：幼兒（三年）、小學（六年）、初中（三年）

及高中（三年）四個不同的教育階段，各階段均有其特定的課程框架及基本
學力要求。 

 
學習階段 (Learning Stage) 
� 是指學生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分成不同的學習時段，一般會每三年為一個階

段，可分為：幼兒、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等。與教青局所訂定的教育階
段稍有不同。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通常具有一項或多項學習困難的特徵，因而需要接受

特殊教育服務。主要類別包括：聽障、視障、肢障、智障、學習障礙、情緒
及行為問題、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自閉症、讀寫困難、資優等。 

 
感知肌能訓練 (Motor Sensory Training) 
� 感知肌能訓練在基礎教育佔重要的地位。學生對任何事物的學習或從事任何

類型的認知行為，都必需先有效地透過感知能力去接觸、認識、搜集及分析
資料，所有學生都有需要接受感知肌能訓練，不過大部份學生在日常生活中
已自然地學會了這方面的技巧，但對於部分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他們卻
需要透過特別的感知肌能經驗才能掌握有關技能。 

 
教學計劃 (Scheme of Work) 
� 是各學科中一系列學習單元的範本，每一個計劃詳細說明該單元的教學目標、

學生的能力水平、學習活動，並按不同能力水平學生列舉相應的表現期望。 
 
學習成果 (Learning Outcome) 
� 是指預期學生完成課程或某學習階段後的學習表現，是根據課程的學習目標

及學習重點而擬定，可作為評估學習成效的依據，並反映學生在課程學習後
應能達到的學習表現，以促進他們的學習。 

 
學習重點 (Learning Focus ) 
� 學習重點是根據學習目標發展出來的重點內容，作為學校設計課程和教學的

參考。學習重點具體地說明學生在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學習範疇所需學習的
知識、需掌握的能力，以及需培養的興趣、態度和習慣等。 

 
 
 



	
	

	

57 

學習差異 (Learning Diversity) 
� 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學習差距。在教學上應珍惜每個學生的獨特才

能，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因材施教，幫助他們了解自己的性向和才能，
為他們創設空間，發揮潛能，獲取適切的成就。 

 
 
 
附錄三 

常見問題 
 
 
1.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是否等於課程，如否，它與課程有何關係？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是一套有系統遞進式的能力表現指標描述，是挑選正規教
育課程目標及基本學力要求中的標示性內容編寫而成，具有評量學生能力及
學習進度的功能。教師可以參考學生的學習能力進程階梯的評估結果，調適
學習目標及學習活動，釐定預期學習成果。但學習能力進程階梯並不代表整
體課程內容，因為課程應該是闊而廣的。 
 

2. 為甚麼不能直接引用《基本學力要求》作為能力表現描述的內容？ 
《基本學力要求》是學生在完成幼兒、小學、初中及高中各教育階段的學習
後，所應具備的基本素養，設計理念基於群體的表現概算。若僅按不同教育
階段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計或釐訂學習目標能力未必能充分反映學
生的學習進程，故應引入階梯的概念，好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各學習
範疇進程階梯上的能力水平得以顯示，亦能逐步提升，發揮照顧個別差異的
功能。 

 
3. 《基本學力要求》、「階梯」及課堂教學有何關係？ 

《基本學力要求》的對象是整體完成某一教育階段的學生；階梯是特定進程
的能力表現水平，對象是個別學生，前者是針對學習成果的要求，後者著重
學生能力進程。在課堂教學中，教師需恆常以《基本學力要求》檢視學生的
學習成果，同時要按學習水平修定對學生表現的期望。要注意《基本學力要
求》和階梯都不是教學內容。 
 

4. 評級應於何時進行？學生是否每年均會提升一個能力水平？ 
評級可於每年開始或結束前進行，亦可因應不同的校情隔年進行，以收集學
習基線，以作對照。但並不建議一年評級多於一次。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能力不一，個別學生或可每年提升一至兩個能力水平，但亦有隔數年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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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能力水平，更有重度障礙學生可能在十多年的學習中，仍只停留在某一
水平，甚或因種種體能情況而出現倒退。 

 
5. 由於每個學科學習範疇的最基礎是感知肌能階段，會否一名重度障礙

學生在幼兒教育至高中教育階段都只停留在最初始的感知肌能階段，
而無法提升至學習各學科的內容？如是，則分六個學習科目有何意
義？ 
學科課文內容是學習的載體，課程設計的原則是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學生
透過六個學科所提供不同的學習情境，接觸不同層次的事物，結合個人的經
驗及理解，發展個人的認知。雖然經過多年的學習，重度障礙學生的學習水
平可能還停留在感知肌能的階段，但透過與學科相連的學習，學生的經歷都
會橫向擴闊。這是課程設計中深度和闊度的原則。否則，重度障礙學生只會
長期接受重覆的感知肌能訓練，這並不符合融合教育的原則，也非我們主張
的特殊教育。 

 
6. 學生由 3 歲開始進入教育系統，至 21 歲才離開，若不按教育階段來

撰寫課程，即使在階梯上勾畫一個區分作為某個學段學生的能力水平
範圍作參考，若碰到能力水平十多年都沒有提升的學生，則其是否會
在 3 歲至 21 歲均學習相同的內容，這個應如何解釋具體操作細節？ 
本計劃建議為六個科目設計「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是一個用來評估學習進
程的工具，並不可以以此作為教學內容。教師應該以普通課程為基礎，為個
別學生調適學習內容，設計學習經歷。學校應為每一級別、每一學科及每一
範疇編寫了足夠的「教學計劃」，足夠學生在每個學習階段的學習，不會出
現重覆學習相同單元的問題。 
 

7. 在編制澳門的特教課程時，為甚麼要將學習能力水平的頂峰訂在普通
教育的初三程度？ 
我們的經驗是能力較高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高三時的學習表現相若
於初三程度，因此我們引用正規教育課程中的初中學習表現作為「學習能力
進程階梯」高中（L16 至 L18）等級描述的參考。當然若學生的學習表現已
達到正規教育課程初三程度，他已經不應在特教班學習了。 
 

8. 是否表示特教教師須按照學生所屬教育階段的用書，再按照學生的學
習進程階梯所屬的水平，設計教學內容？學生在不同教育階段所學習
的內容是否一樣？ 
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所學習的課題／單元應與普通學校學生的一樣，
以確保課程的闊度及平衡，並且配合年齡經驗，但內容乃由老師根據學生的
學習能力調適，這是教師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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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目前大部分特教班的教材都是由教師自行編制的，應如何解決特教班
學生的用書問題？ 
所有教師都應該為學生設計適切的教材，學校可以考慮與其他設有特教班的
學校組成網絡，共同編寫「教學計劃」分享，這是理想中澳門特教長遠的發
展目標。 
 

10. 完成後的學習能力進程階梯及課程補充指引，前線教師可如何使用？
需配合甚麼一起使用？對他們教學上有甚麼便利？ 
「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是辨識學生學習表現的指標，為教師描述學習表現的
共通語言，讓教師掌握學生的學習進程。教師不可以此作為教學內容。「課
程補充指引」是特教課程的指引文件，補充正規教育課程指引文件內有關特
教部分的描述，說明發展特教課程的原則，形式與方向。兩者配合使用，有
助教師了解學生的能力及訂定合適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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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常用表格 
 

 
本附錄收集了在發展學習能力進程階梯時，教師可應用的文件，學校可因應校情
配合使用： 
 
1. 學生學習表現例證紀錄表 

於評級協調機制使用，學校可利用此表格紀錄搜證的例證和內容，亦可協助
覆核學生學習表現，使用詳情可參閱第六章︰評級協調機制及搜證。 
 

2. 教學計劃 
能展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接受正規課程的機會及可行方式，利用表列方
式在不同學習範疇和目標下，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所能作出的不同學習表現；
教學計劃能為教學內容及活動提出實際的建議，幫助老師設計班本教學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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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 
XXX 學校 

學生學習表現例證紀錄表 
 

科目： 範疇： 學段： 
學生姓名： 
 

學生之學習多樣性： 
 
 

單元名稱： 日期： 
教學活動： 
 
 
學習表現例證類別： 
¨ 課堂活動表現   
¨ 課業 
¨ 評估卷 ／ 測驗卷    
¨ 專題探究／專題研習  
¨ 多媒體檔案（影片／相片／錄音）        
¨ 學生自評  
¨ 同儕互評    
¨ 其他： 
    
初次學習表現例證內容及描述： 
 
 

覆核學習表現例證內容及描述： 
 
 

初次評級： 
  

覆核評級： 
  

學生之綜合評級： 
 

評級科任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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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2 
xxx 學校 

xxx 年度教學計劃 
	

科目︰	 	 範疇︰	 	 學段︰	 	

時段：	 	
	

單元名稱︰	 	

正規教學目標︰	 	

教學目標︰	 透過這教學單元，學生能 

關鍵詞彙：	 	
	

教學目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驗舉隅	 標誌性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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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說明： 
 

項目	 說明	

單元名稱	 � 從正規課程中選取 
� 選材須能擴闊學生學習經驗，具普遍性 
� 能刺激起學生學習興趣的單元名稱	

正規教學目標	 � 取自正規課程，說明特教教學內容原自正規課程 
� 內容足夠一段教學時段使用 
� 撰取大部分學生在該單元下應能掌握的基礎知識	

教學目標	 � 將正規教學目標仔細分析為三至四項作業，以達至正規單元學
習目標  

� 說明透過這教學單元，學生應可掌握的學習目標，準確描述不
同學習水平特教生的學習範圍 

� 使用可評量的描述，並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如：學生能說出／
辨別／應用書信的撰寫格式	

關鍵詞彙	 � 列出學生在單元學習時會應用的詞彙，約 10個便足夠 
� 詞彙應是重要的、與學科相關，以豐富學生在學科上的表達能

力 
� 在課室當眼處張貼關鍵詞彙	

可行的教與學活動及經
驗舉隅	

� 以學生為學習中心 
� 描述學生所進行的活動 
� 活動參考正規課程，加入本地文化 
� 活動設計以整班學生為對象 
� 運用大型活動，以啟發學習經驗 
� 說明適合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活動要求 
� 活動內容配合學生年齡及社會經驗 

標誌性學習表現	 � 描述針對教學目標的表現，非活動的表現 
� 參考階梯表現描述 
� 說明可觀察的學習表現 

 
	



	
	

編制澳門特殊教育課程計劃團隊（香港）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融合與特殊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袁文得博士（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暨中心總監、計劃總監） 
謝宗義先生（中心研究院士、資深校長、計劃統籌） 
李灼康先生（中心研究院士、資深校長、項目統籌） 
黃婉冰女士（中心研究院士、資深校長、項目顧問） 
何巧嬋女士（中心研究院士、資深校長、項目顧問） 
廖雪珍老師（資深特教老師、項目總務） 
張凱欣女士（中心經理、項目行政） 

 
專業指導 

 
成英愉老師（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 
 
 

編制澳門特殊教育課程計劃團隊（澳門） 
 
教育暨青年局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蔡曉真女士（職務主管、計劃統籌） 

 
《藝術科課程指引補充本（特殊教育）》撰寫團隊 

 
江佩雯老師（教育心理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 
陳家明老師（協同特殊教育學校）[2018 年 9月及 12 月] 
曾寶瑩老師（協同特殊教育學校）[由 2018 年 1月至 8月] 
黃綺棋老師（明愛學校） 
詹詠琴老師（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鳴謝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香港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香港 
保良局陳百強伉儷青衣學校，香港 
靈實恩光學校，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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