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藝術領域-美術課程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美術」課程綱要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24 日台中（一）字第 0970011604B 號令發布 

壹、課程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美術」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總目標 
（一）瞭解美術的意義、功能與價值及其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以強化人文素養與

生命的價值。 

（二）培養創造力、文化理解、批判思考與敏銳的感知能力，以豐富創作表現與

鑑賞的內涵及其文化背景。 

（三）透過校內外多元的藝術資源，培養審美能力，提升生活文化的品質與境界。 

二、分段目標 
（一）第一階段目標 

1.瞭解美術的意義、內涵與功能。 

2.體驗美術與生活的關係，探討當代美術多樣的內涵及其文化脈絡。 

3.提升創作表現與鑑賞感知的能力。 

（二）第二階段目標 

1.培養尊重各國、各族群的美術與文化。 

2.熟悉藝術品的多元特性，應用特定媒材進行有意義、有內涵的創作。 

3.增進創作表現與鑑賞思辨的能力。 

（三）第三階段目標 

1.培養多面向理解美術與其他領域間的關係。 

2.藉由多元文化與藝術內涵的瞭解，綜合運用多種媒材進行專題研究與創作。 

3.經由審美判斷能力的提升，促進社會的祥和。 

 

貳、核心能力 
階 

段 

別 

        核心能力 

 

分段目標 

創    作 鑑    賞 

第
一
階
段 

1.瞭解美術的意義、內

涵與功能。 

2.體驗美術與生活的

關係，探討當代美術

多樣的內涵及其文

化脈絡。 
3.提升創作表現與鑑

賞感知的能力。 

 

1.獨自或與他人合作，從自

我、社區、社會與自然環

境的關係，進行探索與討

論創作的主題與內涵。 
2.理解美術作品的組織、文

化內涵、意義和功能。 
3.運用各種媒材的特質，研

究表現方法，進行創作。

1.鑑賞美術作品的內容與

意義。瞭解美術與生活文

化脈絡的關係。 
2.認識本土美術的時代背

景與特質。 
3.培養參與藝術文化活動

的習慣；運用適切的口語

與文字，陳述對作品或活

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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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別 

        核心能力 

 

分段目標 

創    作 鑑    賞 

第
二
階
段 

1.培養尊重各國、各族

群的美術與文化。 

2.熟悉藝術品的多元

特性，應用特定媒材

進行有意義、有內涵

的創作。 
3.增進創作表現與鑑

賞思辨的能力。 

 

1.獨自或與他人合作進行有

意義、有內涵的特定主題

創作。 
2.瞭解藝術作品多樣內涵，

如媒材、技法、觀念、文

化脈絡等和創作之間的相

互關係。  
3.應用特定媒材與技法，表

達其思想與感情的作品，

並瞭解藝術家的創作與時

代背景。 

1.探討視覺符號和社會、生

活的關係。 
2.認識中國、亞洲及其他世

界各國及不同族群美術

的時代背景、意義與特

質。 
3.培養參與藝術文化活動

的習慣；運用適切的口語

與文字，表達對作品或活

動的思考。 

第
三
階
段 

1.培養多面向理解美

術與其他領域間的

關係。 
2.藉由多元文化與藝

術內涵的瞭解，綜合

運用多種媒材進行

專題研究與創作。 
3.經由審美判斷能力

的提升，促進社會的

祥和。 

1.比較並分析美術和其他藝

術學科在創造之特質、方

法與觀點。 
2.獨自或與他人合作，綜合

美術和其他藝術學科之創

作內涵與其文化之發展背

景，進行專題創作。 
3.綜合運用多種媒材，表現

具創造性的作品。 

1.分析與解釋不同時期人

文、社會或科學之思潮和

美術的關係。 
2.瞭解以藝術家、藝評家、

美學家及美術史學家的

觀點，詮釋藝術作品。 
3.培養參與藝術文化活動

的習慣；運用適切的口語

與撰述，表達對作品或活

動的賞析與評價。 

 

參、時間分配 
美術分為第一、第二及第三階段，第一、二階段為基礎課程，第三階段為進

階課程，基礎課程宜安排在第一或第二學年。每階段各為二學分。 

 

肆、教材綱要 

一、教材綱要說明 
（一）教材綱要及內容依據美術第一、第二、第三階段之目標共區分為三級，修

完美術第一階段者，方可進行修習美術第二階段，以此類推。 

（二）依據各階段的教材綱要內容，「創作」與「鑑賞」領域的教材編選可以採

分開或統整的方式設計。 

二、教材綱要 
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美術課程二至六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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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核心    領域 

      能力  

教材   教材 

 範疇     內容 

創    作 鑑    賞 

核 心 能 力 
1.獨自或與他人合作，從自

我、社區、社會與自然環境

的關係，進行探索與討論創

作的主題與內涵。 
2.理解美術作品的組織、文化

內涵、意義和功能。 
3.運用各種媒材的特質，研究

表現方法，進行創作。 

1.鑑賞美術作品的內容與意

義。瞭解美術與生活文化

脈絡的關係。 
2.認識本土美術的時代背景

與特質。 
3.培養參與藝術文化活動的

習慣；運用適切的口語與

文字，陳述對作品或活動

的感受。 
教 材 內 容 

第
一
階
段 

1.創作與過程的體

驗（Ⅰ）。 
2.設計與生活。 
3.美術概念。 
4.美術批評。 

5.臺灣美術。 

1.平面媒材、立體媒材、複合媒材或科技媒材的認識與試

探，並應用於藝術創作的表現。 
2.設計的構想、題材、技法與原理，及其在生活中的運用。

3.美術的意義、內容、文化脈絡與功能等觀念。 
4.提供各類美術及視覺文化之圖像、影像等之正確「閱讀」

方法，學習哲學思考與批判能力，認識廣告的影像力量

及其意識形態。 
5.臺灣美術的時代背景與文化特質。 
6.相關美術詞彙。 

 

階 

段 

    核心    領域 
      能力  
教材    教材 
 範疇     內容 

創    作 鑑   賞 

核 心 能 力 

第
二
階
段 

1.創作與過程的體

驗（Ⅱ）。 
2.當代美術創作議

題導論。 
3.中國美術。 
4.世界美術。 
5.不同族群的美術。 

1.獨自或與他人合作進行有

意義、有內涵的特定主題

創作。 
2.瞭解藝術作品多樣內涵，

如媒材、技法、觀念、文

化脈絡等和創作之間的相

互關係。  
3.應用特定媒材與技法，表

達其思想與感情的作品，

並瞭解藝術家的創作與時

代背景。 

1.探討視覺符號和社會、生

活的關係。 
2.認識中國、亞洲及其他世

界各國及不同族群美術的

時代背景、意義與特質。

3.培養參與藝術文化活動的

習慣；運用適切的口語與

文字，表達對作品或活動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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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核心    領域 
      能力  
教材    教材 
 範疇     內容 

創    作 鑑   賞 

教 材 內 容 

第

二

階

段 

 

1.平面媒材、立體媒材、複合媒材或科技媒材等某一或多

類媒材的深入瞭解與運用，並融入個人的情感、觀念，

發展特定主題之創作。 
2.當代藝術不同議題之創作與設計，並探究其意念、符號

象徵與意義等內容。 
3.中國美術的時代背景、功能與文化特質。 
4.亞洲及其他世界各國美術的時代背景、功能與文化特

質。 
5.不同族群美術的時代背景、功能與文化特質。 
6.相關美術詞彙。 

 

階 

段 

    核心     領域 

      能力  

教材    教材 

 範疇     內容 

創    作 鑑    賞 

核 心 能 力 
1.比較並分析美術和其他藝

術學科在創作之特質、方

法與觀點。 
2.獨自或與他人合作，綜合美

術和其他藝術學科之創作

內 涵 與 其 文 化 之 發 展 背

景，進行專題創作。 
3.綜合運用多種媒材，表現具

創造性的作品。 

1. 分 析 與 解 釋 不 同 時 期 人

文、社會或科學之思潮和

美術的關係。 
2.瞭解以藝術家、藝評家、美

學 家 及 美 術 史 學 家 的 觀

點，詮釋藝術作品。 
3.培養參與藝術文化活動的

習慣；運用適切的口語與

撰述，表達對作品或活動

的賞析與評價。 
教 材 內 容 

第
三
階
段 

1.創作與過程的體

驗（Ⅲ）。 
2.美術與其他藝術

學科之創作與審

美關係。 
3.當代美術創作特

定議題探討。 
4.多面向理解美術

與文化的關係。 
5.美感判斷。 
 

1.平面媒材、立體媒材、複合媒材或科技媒材等多種媒材

綜合運用的程序與方法。 
2.當代特定議題的藝術創作與設計之專題研究和表現。 
3.視覺藝術與其他藝術學科在創作媒材的選擇、主題的決

定、形式與內涵表現上的異同。 
4.多樣性之美術活動與跨領域的互動方式與表現。 
5.美感判斷、社會文化與美術思潮的關聯性。 
6.相關美術詞彙。 

註：教材範疇中「創作與過程的體驗」按教材深淺程度分為三階段，分別為：創作與過程的

體驗（Ⅰ）、創作與過程的體驗（Ⅱ）、創作與過程的體驗（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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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要點 

一、課程設計 
（一）課程設計應充分考量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課程，

以及大學通識教育與藝術相關課程之銜接，並能與學生社團活動與終身學

習做適當的結合。 

（二）各校應設置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並可依地區特性，開

設藝術與人文類等相關選修科目，以彰顯地方的特色。 

（三）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海洋教育、

多元文化、環境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與永續發展等重要議題應融入課程

內容之設計。 

二、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的銜接，並注意教材內容

應具時代性、前瞻性與創造性。 

（二）教材之編選應符合各學習階段的核心能力，以學科、學生、社會及科技為

取向，強調基本概念、原理原則及文化意義之修習，以培養學生運用知識

解決問題之能力。 

（三）教材之選取應兼顧生活性、社會性、藝術性、時代性、前瞻性與創造性；

依據各階段教材綱要的內容，「創作」與「鑑賞」領域的教材編選可以採分

開或統整的方式設計。 

（四）教材之內容應考量適度的聯結學生的能力、需要、生活經驗和文化特質等，

並善用網路資源，以提高學習興趣與知識的可應用性。 

（五）創作領域媒材，可依教師之專長及教學價值觀自行自教材內容中選取二至

三類，或普遍性涵蓋各類，予以編選教導。 

（六）鑑賞領域教材，亞洲與其他世界各國美術部分可選取具代表性之國家或時

期之作品，或多元化的選取具特徵之國家或時期之作品，並適當融入藝術

家與藝術品的創作主題、內涵、意義、歷史文化脈絡、影響等內容。 

（七）當代不同議題的藝術創作與設計，譬如：環境、性別、人權、生命、海洋、

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等，除此之外，教師可適時增補各類之議題。至於

當代特定議題係從不同議題中選擇具有廣度和深度者，作進一步之專題研

究和表現。 

（八）藝術與「社會文化」方面之教材範疇包括：民俗文化、鄉土文化、家族文

化、學校文化、社區文化等，透過藝術的學習，能敏銳地感知藝術與社會

文化之關係。 

（九）教材範疇分為三階段，主要在於有意義地統整創作與鑑賞領域的學習，各

階段並應依教材內容選取相關重要之美術詞彙，使學生能深入瞭解藝術在

文化中的重要性，並加以應用。 

三、教學方法 
（一）藝術教育是多元經驗的學習，包括知覺、知識、技法、感情、興趣、態度

與價值判斷等；偏重某些經驗而忽略某些經驗，均非健全的美術教育。 

（二）採主題式建構教學活動，經由論證、批判思考與探究，以統整藝術鑑賞與

創作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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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師生互動的教學情境，提供學生能主動建構藝術知能與合作學習的機

會，並強化其運用科技與資訊之能力。 

（四）校內外多元的藝術資源係指廣義的美術館教育，舉凡以作品物件為展覽的

空間，如美術館、社教館、文化中心、畫廊、藝術家工作室或邀請藝術家

蒞校展覽、示範或講演等，以提供活潑、深化的藝術學習機會。 

（五）研究美術與視覺文化的方法中，應教導美術館資料或網路資訊蒐尋的方

法，以及文獻閱讀、觀察、調查或訪談等資料蒐集與研究的基本方法。 

四、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分學生學習成效評量與教師教學成效評量，作為教師和學校擬訂

教學計畫，了解學生學習情況，以輔導個別差異與學習困難，並作為判斷

教學品質和成效之依據。 

（二）學生學習成效評量 

  1.學習成效評量應依據學習階段的美術核心能力。 

2.學習成效評量應涵蓋創作與鑑賞之形成性與總結性評量。評量的對象除作品

的美感品質外，尚應注意鑑賞學習的評量。 
3.美術創作與鑑賞的學習評量，需視學生個別差異、教學目標、教學內容，以

調整評量方式。可採取教師評量、學生互評、學生自評等方式；並應用觀察、

問答、討論、書面報告、測驗、檢核表、實作、展演、影音記錄、專題研究、

小組合作學習與學習歷程檔案等方式進行評量。 
4.實作評量應包含作品主題選擇、媒材與技法之選擇與應用，亦應兼顧作品中

相關知識、創意理念及問題解決過程等美感表現。 
5.鑑賞知能的評量宜兼顧個別化的審美經驗與相關鑑賞的知識與能力。 
6.教師應善加運用各種評量結果，做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依據，以及實施

個別教學和輔導的參考。 
（三）教師教學成效評量 

1.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或教師定期實施。 
2.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得就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施、學習成效等層面作

整體或抽樣評量。 
3.各校應本著學校自主與教師專業自主之精神，積極配合，並能建立教學成效

評量之自我檢測與補救教學機制。 

五、教學資源  
（一）各校宜視學校空間與教學需求設置鑑賞教室、創作教室及美術圖書資料

室，所需設備應參考「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基本設備之名稱與數量，

逐年充實以臻完善。 
（二）有計畫配合教材逐年添置設備，並因應網際網路的視訊與遠距教學時代之

需，擴充教室內之軟硬體設施，以利教師進行教學。 
（三）美術基本設備之設置原則： 
  1.基本設備為落實美術教學之需要，除應符合基本設備最低數量外，並能配合

空間擴增設備，以達成美術教學綱要之目標，提升美術教學品質。 
2.基本設備之充實與運用，可透過教學研究會議擬訂實施，務使設備功能得以

充分發揮。 
3.基本設備與其他學習領域設備有關者，應密切聯繫，相互配合支援。 

（四）基本設備之名稱及數量另見教育部頒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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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一）美術科教學可與音樂、藝術生活等科目，以及語文、數學、社會、自然、

生活、健康與體育等領域聯繫，進行課程統整的教學。 

（二）透過教學研究會、教務會議或校內課程研究小組，共同研討教學的實施計

畫，落實藝術教學的成效。 

（三）利用社團活動、學藝活動，提倡藝術鑑賞與創作，亦可由學校依校務發展

特色辦理「多元藝術教育」相關活動，使學生能親身參與探究各類藝術與

文化活動，培養終身學習的態度、增進藝術與人文的素養。 

七、教科書編輯要點 
（一）三階段教科書編輯架構應依普通高級中學美術科課程綱要之總目標、分段

目標、核心能力、時間分配與教材綱要的內容等編輯。 

（二）教科書編輯內容包括教科書、教師手冊，以每一階段各編輯一冊為原則，

並可視需要提供彈性教學之相關教材。 

（三）教科書編排應力求清晰、美觀，採圖文並舉的方式呈現，並宜配合教科書

內容設計「視聽媒體」，以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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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美術」課程綱要 

壹、課程目標 
普通高級中學選修科目「美術」課程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培養愛好與賞析美術的興趣與知能，充實人文素養與生活品質。 
二、培養多面向理解美術與文化理解、探究美術與其他領域間的關係，增進創作

表現與鑑賞敏銳感知力與創造力。 
三、綜合運用多種媒材進行專題研究與創作，提升美感判斷的能力，以奠定未來

升學或生涯發展之基礎。 
 

貳、時間分配 
美術科選修為一學期二至四學分。每週授課二至四節，須連續排課。 

 
參、教材綱要 

一、教材綱要說明 
（一）依據教材綱要的內容，「創作」與「鑑賞」的教材編選可以選擇分開或統

整的方式設計。 
（二）教材綱要提供必須熟悉的重要思想、觀念、議題、知識和技能，使學生學

習當代藝術各種不同類型作品的觀念和意義，以及探討的方法。 

二、教材綱要內容 
   核心      領域

      能力  
教材    教材 
 範疇     內容 

創    作 鑑    賞 

核 心 能 力 
1.比較並分析美術和其他藝術

學科在創作之特質、方法與觀

點。 
2.獨自或與他人合作，綜合美術

和其他藝術學科之創作內涵

與其文化之發展背景，進行專

題創作。 
3.綜合運用多種媒材，表現具創

造性的作品。 

1.分析與解釋不同時期人文、社

會或科學之思潮和美術的關

係。 
2.瞭解以藝術家、藝評家、美學

家及美術史學家的觀點，詮釋

藝術作品。 
 
3.運用適切的口語與撰述，表達

賞析與評價。 

教 材 內 容 

一、創作與過程的

體驗。 
二、美術與其他藝

術學科之創作

與審美關係。

三、當代美術創作

特 定 議 題 探

討。 
四、多面向理解美

術與文化的關

係。 
五、跨領域之專題

研究。 
六、美感判斷。 
 

1.平面媒材、立體媒材、複合媒材、科技媒材等多種媒材的深

入瞭解與綜合運用（譬如：水墨、水彩、油彩、膠彩、石材、

板材、電腦影像、動畫等），並融入個人的情感、觀念與文

化內涵，發展特定主題之創作。 
2.當代藝術不同議題之創作與設計，並探究其意念、符號象徵

與意義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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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領域

      能力  
教材    教材 
 範疇     內容 

創    作 鑑    賞 

3.視覺藝術與其他藝術學科在創作媒材的選擇、主題的決定、

形式與內涵表現上的異同。 
4.各類藝術創作與設計之專題探討與表現（譬如：生態藝術創

作與設計、女性主義藝術創作與設計、偶發藝術創作與設

計、藝術與科技等）。 
5.多樣性（譬如：從人類學、文學、文化學、哲學、社會學、

心理學、政治學或符號學等觀點）探討特定藝術主題、時期、

風格之人文或科學思潮與創作表現與設計。 
6.美感判斷、社會文化與美術思潮的關聯性。 
7.研究如何建構有創意之藝術創作檔案，以備未來生涯發展之

需。 
8.相關美術詞彙。 

 
肆、實施要點 

一、課程設計 
（一）課程設計應充分考量與普通高級中學美術科必修基礎階段（第一、二階段）

的課程，以及大學通識教育與藝術相關課程之銜接，並能與學生社團活動

與終身學習做適當的結合，以作為生涯規劃的銜接。 
（二）教材的範疇與內容和美術必修之第三階段相近，為因應修課學生之個別差

異與需求，教材之細節內容可予以變化，增加深度與廣度以期有所區隔。 
（三）各校應設置課程發展委員會，依學校本位課程設計，並可依地區特性，開

設藝術與人文類等相關選修科目，以彰顯地方文化的特色。 
（四）生命教育、生涯規劃、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法治教育、海洋教育、

多元文化、環境教育、消費者保護教育與永續發展等重要議題應融入課程

內容之設計。 

二、教材編選 
（一）編寫教材時，應注意與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課程

的銜接，並注意教材內容應具時代性、前瞻性與創造性。 
（二）教材之編選應符合學習階段的核心能力，以學科、學生、社會與科技為取

向，強調藝術文化的脈絡、內涵與意義之修習，以培養學生運用知識解決

問題之能力。 
（三）教材之選取應兼顧生活性、社會性、藝術性、時代性、前瞻性與創造性，

依據教材綱要內容，「創作」與「鑑賞」的教材編選可選擇分開或統整的

方式設計。 
（四）教材之內容應考量適度的聯結學生的能力、需要、生活經驗和文化特質等，

並善用網路資源，以提高學習興趣與知識的可應用性。 
（五）創作領域媒材，可依教師之專長及教學價值觀自行自教材內容中選取二至

三類，或普遍性涵蓋各類，予以編選教導。 
（六）鑑賞領域教材，亞洲及其他世界各國美術部分可選取具代表性之國家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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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之作品，或多元化的選取具特徵之國家或時期之作品。 
（七）當代特定議題係從不同議題中選擇具有廣度和深度者，作進一步之專題研

究和表現。不同議題的藝術創作與設計，譬如：環境、性別、人權、生命、

海洋、文化多樣性與永續發展等，除此之外教師可適時增補各類之議題。 
（八）教材範疇主要涵蓋創作與鑑賞領域的學習，並應依教材內容選取相關重要

之美術詞彙，使學生能深入瞭解並加以應用。 

三、教學方法 
（一）美術教育是多元經驗的學習，包括知覺、知識、技法、感情、興趣、態度

與價值判斷等；偏重某些經驗而忽略某些經驗，均非健全的美術教育。 
（二）採主題式建構教學活動，透過論證、批判思考與探究，以統整藝術鑑賞與

創作的學習。 
（三）營造師生互動的教學情境，提供學生能主動建構藝術知能與合作學習的機

會，並強化其運用科技與資訊之能力。 
（四）校內外多元的藝術資源係指廣義的美術館教育，舉凡以作品物件為展覽的

空間，如美術館、社教館、文化中心、畫廊、藝術家工作室或邀請藝術家

蒞校展覽、示範或講演等，以提供活潑、深化的藝術學習機會。 
（五）研究美術與視覺文化的方法中，應教導美術館資料或網路資訊搜尋的方

法，以及文獻閱讀、觀察、調查或訪談等資料收集與研究的基本方法。 

四、教學評量 
（一）教學評量分學生學習成效評量與教師教學成效評量，作為教師和學校擬訂

教學計畫，了解學生學習情況，以輔導個別差異及學習困難，並作為判斷

教學品質和成效之依據。 
（二）學生學習成效評量 
  1.學習成效評量應依據學習階段的美術核心能力。 

2.學習成效評量應涵蓋創作與鑑賞之形成性與總結性評量。評量的對象除作品

的美感品質外，尚應注意鑑賞學習的評量。 
3.美術創作與鑑賞的學習評量，需視學生個別差異、教學目標、教學內容，以

調整評量方式。可採取教師評量、學生互評、學生自評等方式；並應用觀察、

問答、討論、書面報告、測驗、檢核表、實作、展演、影音記錄、專題研究、

小組合作學習及學習歷程檔案等方式進行評量。 
4.實作評量應包含作品主題選擇、媒材與技法之選擇與應用，亦應兼顧作品中

相關知識、創意理念與問題解決過程等美感表現。 
5.鑑賞評量宜兼顧個別化的審美經驗與相關鑑賞的知識與能力。 
6.教師應善加運用各種評量結果，做為教師改進教材、教法的依據，以及實施

個別教學和輔導的參考。 

（三）教師教學成效評量 
1.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學校或教師定期實施。 
2.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得就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實施、學習成效等層面作

整體或抽樣評量。 
3.各校應本著學校自主與教師專業自主之精神，積極配合，並能建立教學成效

評量之自我檢測與補救教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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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科書編輯要點 
（一）教科書編輯架構應依選修科目「美術」課程綱要目標、教學時數與教材綱

要的內容等編輯。 
（二）教科書編輯內容包括教科書、教師手冊，以編輯一至二冊為原則，並可視

需要提供彈性教學之相關教材。 
（三）教科書編排應力求清晰、美觀，採圖文並舉的方式呈現，並宜配合教科書

內容設計「視聽媒體」，以輔助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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