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生活學科中心 100 年度參訪記錄與心得/王昱淇 

 
時間：100.10.19(三)-100.10.21(五) 

地點：花蓮─花蓮高中、私立海星高中 

      台東─台東高中、蘭嶼高中 

工作：擔任紀錄與攝影工作人員。 

參訪紀錄內容： 

(一)花蓮高中 100.10.19星期三 

 行程: 

參訪校園 

教學觀摩藝術生活應用音樂課李冠

儀老師 

參訪美術教室與陶藝教室 

研討會交流 

 

 討論內容 

1. 校長： 

(1)花蓮高中強調帶得走的能力 

(2)考音樂班的學生是因為在社團內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 

 

2. 美甄老師：為何李老師會教應用音樂?如何將音像藝術

教學運用到應用音樂的教學上? 

(1) 冠儀老師：因為音樂課已經聽過太多的音樂，學生卻

不知道學習這些音樂對將來有何用處，因此才會教他

們應用音樂。教導的過程，首先會利用手機拍攝，很

感謝主任和校長給予教學上的支持和協助。拍攝內容

主要強調影像倫理，教導學生如何拍攝得對學校和同

學有幫助。 

(2)主任：這都得感謝音樂和美術老師跨領域的結合成果。 

(3)校長：學生考試苦悶就是靠音樂抒發 

 

3. 討論校園藝術氣氛 

簡俊成老師：探討駐校藝術家的不同，並探討學校給予學

生藝術創作的自由度。強調學校不能只做功能性的作品，



要讓學生探討「我看的世界怎麼了」，接著破除空間，就如

同花蓮高中讓學生在牆上塗鴉，讓學生瞭解除了升學外，

原來藝術也是一種抒發。 

 

4. 花蓮高中的教師流動率? 

(1)校長：全校師生像是一個大家庭。教師對於編班問題的

想法很踴躍。 

(2)主任：花中教師的流動率很高，每年大概 3-5位回到自

己的故鄉。 

 

5. 花中王老師藝術生活課程的發展發方向？ 

(1)由婷如老師介紹藝術生活學科教學發展方向 

(2)花蓮高中音樂科白欣蓉老師：要常常和學生交流才會有

不同的衝擊，且要自己去找學生沒看過的音樂和影片。 

(3)李冠儀老師：希望未來研習可以利用環保材料做樂器。

(李冠儀老師願意加入種子教師) 

(4)楊嘉玲老師：希望研習可以結合肢體。 

 

(二)海星高中 100.10.19星期三 

 花蓮高中簡介：1959年成立，是花蓮第一個 

私立中學，目前全要約 2283人。 

 藝術相關課程： 

1. 原住民音樂與文化專班：從各項文化課程讓學生了解

原住民文化的美好。 

(1)成立宗旨：培植音樂優秀人才。 

(2)族群：阿美、泰雅、太魯閣、布農、噶瑪蘭、排灣等族，

一班約五十人。 

(3)課程規劃：三年共修 40學分。內容有田野調查、木雕

課、編織課，並配合教學設置成果展。 

(4)教學困難：學生也有族群間的認同問題，老師們會適度

調整課程內容，希望能關照到各個族群。另外，學生的分

數落差大，所以各類的孩子都有，學校因此設計不同的課

程，讓孩子們多元的學習。 

(5)師資特色：請耆老任教──牧師，並鼓勵老師們自編教



材。 

(6)大型活動：原住民舞蹈、遠百服裝秀、聖誕節至遠百和

養老院報佳音、七星潭畢業體驗、愛心園遊會。 

(7)學生母語認證：目前通過率是八成五到九成。 

 

(三)台東高中 100.10.20星期四 

1. 林聖賢老師介紹蘭嶼的歷史與文化 

(1)蘭嶼達悟族的社會：蘭嶼人不需

要貨幣與資本主義，他們尊重大自

然，不會需索無度，在部落裡，勞

力不需要酬勞。 

(2)蘭嶼船的製作： 

A. 顏色原料→黑白紅分別利用當

地特有的自然材料來做。黑色為鍋

子燒過的顏色，白色是燒貝殼剩下的石灰、紅色是樹酯。 

B. 發展圖騰需要千年的時間，而達悟族在 

船上面的圖騰已經是非常精細的，例如船眼和船身。 

 

C. 一刀一斧都不假科技之力。 

D. 利用樹酯和棉來填船的縫隙。 

E. 船下水前要殺豬，並舉行隆重的慶典，因為船要下水

時，要把所有的靈魂託付在船上。 

(3)為何要設置文化課? 

不論是從前外來入侵者也好，抑或是文化的繼承者，統治

者應該是要很有遠見的。而聖賢老師的學生很多是部落未

來的統治者，要讓統治者提早去認識自己的民族，就不會

使原住民文化流失。不要去複製都市的土地文化，而是要

去認識、欣賞自己的民族。 

2. 對於教學上的無力感？ 

(1)林聖賢老師不上美術課，上的是原住民文化與藝術、南

島語民族的內涵，讓學生對自己的文化有認同感。早期做

田野、文化部落的訪察。 

 

3. 老師的課和原住民專班有何不同？ 



林聖賢老師：有文化課，以前歷史課本談原住民的部分太

少，都在上中國歷史，因此現在要著重在文化課。 

 

 

 

 

 

 

 

 

 

參訪心得： 

    首先我必須感謝學科中心的老師們給我這次機會，讓我

有能夠看到各式各樣的學校。我是何其幸運，能夠參與並了

解東部學校的藝術人文特色。 

   當台北的學校正熱烈的討論著高中教育改革、十二年國

教的同時，東部許多學校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讓孩子們學

習對自己文化的認同。這是一個潛在的課程，必須是從情意

上著手重視的問題，並非只是將一些傳統技藝交付給這些未

來的主人翁，就代表著文化的傳承。談及文化，我們必須深

入核心去探討，也因此在這次的參訪中，我們看到東部的老

師們，不遺餘力的深入觀察了解原住民文化，透過耆老們的

口述，我們學到的不只是實體經驗的美，更是心靈上對民族

文化的認同態度與謙卑。來到這些學校，我們都是學生，向

老師們請益的是「態度」兩個字。 

    而這次參訪我們也更加了解這些原住民特色的學校所

面臨的問題，除了經費外，更有族群間的互動議題需要老師

們去協助。但是每當我們看到學生們齊心去完成一件重要的

任務時──例如原住民歌舞劇，沒有一位參訪的老師不為之

動容的，他們是那樣的專注，歌聲是那樣的宏亮，一點也不

輸給專業的舞者。那些畫面直到回了台北仍是深深烙印在我

的心裡。我也深深祝福這些學生，有朝一日能夠回饋給自己

的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