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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課程領導

– 把握QEF計劃的契機，發展高中音樂選修科(2018)

– 3位專科訓練教師 VS 5位非專科訓練教師

– 課程設計的方法改變

主題(基礎課程)VS音樂概念(選修科)











確立音樂科課
堂流程及不同
學階/能力學生
分層教學



主題(KS1-3)

音樂概念(較單一，

難連繫不同音樂概

念)



音樂科課程領導(KS1-3)

– 沿用舊校本課程優點：

– 省時

– 不需另外思考主題：速度萬花筒(KS1)

– 按主題思考出相關音樂概念

– 挑戰：

– 要符合建議學習重點中的所有音樂概念時，有一定的困難。



音樂概念

(不同混合)
主題



音樂科課程領導(KS4)

– 先思考音樂概念時，得出的主題可以更廣泛和多元化，課題設計可較寬廣。

– 進行備課時，其他科任老師師給予意見後，可更改或增潤音樂概念，豐富音樂

科主題。

– 本地流行音樂

– (個別人聲 (如女聲及男聲) 和樂器的音色、節奏、速度：快/慢、力度：強/弱)

– 以不同音樂概念設計內容時，有更多不同曲目選擇，學生的學習更多元化。



科任教師專業發展

– 參與QEF計劃和專業培訓

– (對課程發展認識、音樂科本科知識提升和校本調適課程的經驗，回饋其他

學科發展)

– 備課文件

經過1年半的QEF培訓後，開始有信心在校內應用。

– 科統籌觀課的形式轉變(傳統觀課VS入班協作)

http://../備課記錄/KS4%20ele/靈實恩光學校音樂科ks4選修科備課記錄%20(單元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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