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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念願景與課程實踐目的 

因應社區新設校成立，學區重新劃分，本校將學校空餘三十六間教室活化再利用，

並配合教育部九年一貫課程及 97年「活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實施方案，結合

校內資源與在地文物自然生態，建構「音樂藝文遊學村」，成立社區大學，發展特色學

校。透過音樂教學設備及課程規劃，結合地方大中小學進行策略聯盟，攜手推展社區與

校園音樂藝文活動，感動民眾及學生，體驗音樂世界美感，觸動心靈感覺、知覺與心覺，

用以豐富人文素養、鄉土情懷，使學校成為一所磁力中心，賦權增能其教育新價值。 

  英國著名音樂美學家倫納德‧邁爾(Leonard B．Meyer，1918－)在「音 樂 的 情 感 

與 意 義」一書中，主張音樂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產物，也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工具。

本校即以此概念，活化校園剩餘教室，再創音樂情境；運用現有師資，活潑校本課程；

引進社區人才，再造藝文活動；綜合社會資源，推廣音樂巡禮。以「健康活力、樂觀進

取、感恩惜福、超越創新」作為培育英才之目標，並發展「音符滿校園、歡樂總動員、

音樂你我他、音樂奇航」之四大主軸內涵，規劃中長程發展計畫，達到永續經營之效度。 

 

遊學共享活校園 校本課程打擊樂 藝文活動飄樂音 音樂車棚學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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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社區資源與教學平台 

（一）環境空間資源：本校鄰近文物古蹟、自然生態豐富，在環境空間資源的利用，

結合在地文物古蹟與自然生態等資源，可豐富多元學習課程內容，再透過藝術人文老

街的涵養，鄉公所社會資源等，舉辦縣、鄉、校、社區各類型音樂藝文活動，深獲民

眾肯定與支持。 

 

 

 

 

 

 

 

 

 

 

 

（二）學校人力資源： 

 社區大學於 98年 3月於山頂國小設立，利用空餘教室，開設成人課程，課程內

容豐富多元，引進各領域專業教師群，提供社區民眾及學校教職員進修課程。 

 本校亦與銘傳大學結盟教育夥伴關係，銘傳大學生常到校指導小學生資訊或社

團活動，扮演學校諮詢顧問的最佳對象，亦是本校遊學村長期合作伙伴。 

 藝音室內樂團指揮胡晉毓老師為社區人士，長期駐紮學校，指導本校弦樂團，

屢獲佳績。 

 桃園管樂交響樂團與九歌國樂管絃樂團亦與本校合作，至各校辦理巡迴音樂

會，推廣全桃園縣音樂活動，深耕音樂教育。 

 輔仁大學音樂系與台灣大學音樂系是本校音樂課程規劃顧問及師資來源。 

陶瓷老街 鶯歌陶藝 東河樂器 大溪老街 

虎頭山森林步道 

 

虎頭山孔廟 虎頭山環保公園 虎頭山忠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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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色空間活化與教學規劃 

(一) 音樂環山頂、空間新價值: 

山頂國小因鄰近新設校及少子化之原因，造成班級數銳減，現有空餘教室三十餘間。

為避免形成校舍資源的浪費，規劃寢室、餐廳、衛浴、交誼廳、音樂博物館，以及

各種專科教室等設施，創造音樂藝文遊學村。 

山頂國小現有音樂設備計有音樂教室、音樂階梯教室、打擊樂教室、楽器室、音樂

主題教室、弦樂教室、古箏教室、音樂體驗館、琴房等，每間教室軟硬體設備完善。 

 

 

 

 

 

 

 

 

 

 

 

 

(二) 音符滿校園、角落予新義: 

山頂國小創校至今近 45週年，校舍建築在歷經時代變遷，需加以補強翻修並賦予教

育新義，才能活化學校硬體空間。在此一共識下，全體教職員攜手合作，激盪腦力，

於教育部補助老舊校舍翻新時，將校園生活空間注入音樂要素，結合視覺藝術與創

意想像，親師生一起創造新的時空背景，寫下山頂歷史。相關創意設計簡述如下： 

1. 陶版牆：親師生及家長親筆共繪音樂陶版牆。 

2. 創意洗手台：馬賽克瓷磚拼貼音樂圖案造型洗手台，兼具省水環保設計。 

交誼廳 音樂博物館 音樂體驗館 

 

學生宿舍 

九歌管弦樂團 社區大學 桃園交響管樂團 

 

藝音室內樂團 

 

古箏教室 鋼琴階梯教室 專屬音樂教室 

 

有空調的琴房 

打擊樂器 演奏平台鋼琴 打擊樂教室 弦樂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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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樂藝術外牆：藝術音樂女神展現本校音樂藝文特色。 

4. 五線譜地坪：透氣地磚組成巨型小星星曲譜。 

5. 彩繪車棚音樂走廊：吹奏樂器卡通人物與彩繪課桌椅組成音樂學習角。 

6. 彩繪女兒牆：樂器圖像、卡通人物及五線譜畫像，來自警衛伯伯巧思。 

7. 彩繪樓梯間：風景彩繪美化校園，彷彿身歷其境，出自於警衛伯伯巧手。 

8. 芒果樹劇場：因設置於芒果樹下而得名，是室外教學與才藝表演場所。 

 

 

 

 

 

 

 

（三）空間新哲學，創造活教學： 

1.透過藝文學習情境佈置，將校園成為處處學習的環境，例如：廁所張貼音樂家

的故事、愛樂樓懸掛音樂家畫像等。另將活化後空間加以利用成為平日上課場

域。 

 
芒果樹劇場音樂會 

 

 

 

 

直笛練習 
 

二十四節令鼓練習 
 

廁所張貼音樂家故事 

2.開辦各類藝文學習社團，供學生選擇，充份利用活化後之空間教室，學生社團

及寒暑假音樂隊，計有合唱團、直笛團、魔笛團、節奏樂隊、弦樂團、鼓花樂

隊、打擊樂團、節令鼓隊、南胡社、古箏社等，對外音樂競賽屢獲佳績。另夜

間由社區大學開辦各類學習課程，供社區民眾參與，將老舊翻新之校舍充份利

用。 

打擊樂社團 

 

 

 

 

弦樂團 古箏社 

 

 

 

 

鋼琴社 

音樂陶版牆 創意階梯洗手台 音樂藝術外牆 五線譜地坪 

彩繪車棚學習角 彩繪音樂女兒牆 彩繪樓梯間 芒果樹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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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笛冬令營 
 

魔笛隊 
 

社大二胡課程 

 

社大肚皮舞課程 

3.利用場所舉辦各類縣級、鄉級、社區等各項音樂活動，增加社區民眾參與學校

活動機會，並藉此推廣加深音樂教育，宣傳學校特色。 

二十四節令鼓開幕表演 

 
九歌國樂團戶外表演 

 

社區民眾參與欣賞 

 

藝音弦樂樂團音樂會 

四、 九年一貫課程與校本特色課程設計 

(一) 校本基礎課程，符應九年一貫學習目標 

1. 規劃全校打擊樂課程，聘請專業打擊樂教師辦理教師研習及協助教學。  

2. 規劃各年級特色課程，強化藝術與人文課程，彰顯學校特色。 

3. 確實依課表授課，落實藝術與人文素養指標於正常化教學中。 

 

年 

目標 教學課程 教學人員 

低

年

級 

1.認識校園音樂教學環境設施 

2.學會打擊樂器-節奏樂器之演奏 

3.懂得欣賞音樂藝文演出禮儀規

範 

4.踴躍參與音樂藝文社團活動 

1.認識校園設施活動 

2.打擊樂課程 

3.音樂藝文社團課程 

班級級任

教學 

專業教師

教學 

中

年

級 

1.認識打擊樂器-節奏樂器及旋律

樂器 

2.認識管樂 

3.能以直笛演奏歌曲 

4.能參加各類藝文展演活動 

5.踴躍參與音樂藝文社團活動 

1.打擊樂課程 

2.認識管樂器及其他樂器課程 

3.參加直笛比賽活動（四年級） 

4.參加兒童節.母親節及師生藝

文展演活動 

5.音樂藝文社團課程 

班級級任

教學  

音樂科任

教學  

專業教師

教學 

高

年

級 

1.能演奏打擊樂器-節奏樂器及旋

律樂器 

2.認識管樂器及管弦樂團 

3.認識音樂家故事及其作品 

4.能以直笛與節奏樂器合奏 

5.能參加各類藝文展演活動 

6.能欣賞各類藝文展演活動 

7.踴躍參與音樂藝文社團活動 

1.打擊樂課程 

2.認識管樂器課程 

3.認識管樂團及管弦樂團 

4.認識音樂家課程 

5.參加直笛合奏.獨奏比賽活動 

6.參加兒童節.母親節及師生藝

文展演活動 

7.音樂藝文社團課程 

班級教學 

音樂科任

教學 

專業教師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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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本活動課程 

凡本校學生，下列活動課程為學校每學年傳承課程，列為必要之校本活動課程，

參與對象為該年段學生，授課者為班級導師，師生共學，作為學校優良傳統。 

參加年級 課程內容 授課老師 參與活動 

六年級學生 學校鼓號樂隊訓練課程 班級導師 鄉運動會 

全校運動會 

五年級學生 學校花隊訓練課程 班級導師 全校運動會 

五、六年級 二十四節令鼓打擊樂課程 學校老師游柏隆
師及林仲彥師 

大型縣級活動 

社區表演活動 

校運動會 

一～六年級 簡易樂器製作：需運用生活中可
見的材料，組合成可吹奏、撥
弄、敲打之物品，除發生聲音
外，能製作聲音高低更佳。 

班級導師 績優作品陳列樂器
展覽館 

鼓花樂隊及二十四節令鼓 自製樂器優良作品展 

 

 

  

五、 創新教學型態與分享遊學 

(一)音樂遊學目的： 

1.整合學校資源與地方資源之應用，提供參觀與體驗學習處所，逐步形成音樂藝文
遊學村，建立學校之特色。 

2.運用校內外專業人才，規劃中西音樂（含鄉土及通俗）課程，並辦理城鄉交流學

習。 
3.透過各種音樂的學習，塑造學生健全的品格，進而培養高尚的情操。 
4.照顧弱勢族群，讓他們也有機會接受不同類型的音樂藝文教育。 
5.透過資源的共享，使精緻音樂教育更為普及與平民化。 

(二)遊學村組織團隊： 

行政組別 負責人 工作內容 

行政組 黃清淵 編寫遊學計畫、督導 

課程規劃組 葉照馨、陳慧玲 聘用教師、規劃課程、提供課程教材、製作學習手冊。 

生活輔導組 陳韻如、林景堯 安全管理、生活作息、規劃各項活動內容及聯絡學生。 

總務組 邱冠彰、楊維倫 採購教學器材、提供膳食、教室及宿舍器材修繕。 

醫護組 林碧玲 提供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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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遊學課程內容：依據不同的遊學時間天數，選擇多樣課程餐點 

 

 

六、  

 

 

 

 

甲、 實施班別及資源共享圖 

實 施 班 別 班      別     介      紹 

晨間班 利用晨間時間實施音樂課程 

週三下午班 利用週三放學後實施音樂課程 

週六日班 利用例假日實施音樂課程 

寒暑假營隊班 利用寒、暑假舉辦音樂營活動

（依規劃天數增減課程內容） 

 

六、夥伴結盟: 

（一）同質結盟:龜山鄉內之銘傳大學、警察大學、長庚大學、體育學院、長庚技術學

院、龍華科技大學等六所大專院校，為山頂國小遊學村之策略聯盟的夥伴，社

團為主要寒暑假音樂遊學營之人力支援；場所為遊學營之腹地。 

（二）異業結盟:山頂國小曾多次與宏達電子合作辦理「品格教育」；與廣達電子合作

辦理「敦煌畫展」、「音樂魔術、歡樂滿校園」；與果菜公司辦理「認識蔬果」活

動；與東河樂器公司合作辦理音樂遊學體驗營。 

 

 

 

 

 

（三）社區結盟：原住民文化促進會、龜山鄉婦女會、軍人退伍協會、青年志工協會

等社團組織及村辦公室與鄉公所常與學校聯合辦理各項活動，合作攜手打造藝

文鄉鎮。 

銘傳大學 國立體育學院 音樂村開幕 廣達-音樂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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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色課程效益與延續發展 

課程效益：結合學校資源與地方資源，營造「樂滿山頂，樂享人生」的藝文校園，

不僅讓校園空間得以充分的利用，也建立學校特色。希望透過資源的共享，讓精緻音樂

教育普及化、平民化，以實現教育的新價值。為持續特色課程發展，96-97年共辦理教

師音樂與藝文素養專業研習共計 36場;96-98年辦理大型音樂活動更逾 30場，凝聚親師

生共識並建立以音樂為特色之山頂國小，創立全國第一個以音樂為主題的遊學村，並提

供資源分享各學校，嘉惠學子。 

延續發展：本校將以校園作為出發點，連結鄉內各國中小資源共享，成為音樂教學

網絡，全面性推廣音樂教育，97-98年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合作，

結合輔導團與專業樂團至桃園縣內 20所學校辦理巡迴音樂

會，為音樂教育紮根校園。又 98年 9月由本校率領龜山鄉內

11位學子赴美國達拉斯州辦理音樂交流活動。本校未來將持續

推廣深耕音樂教育，張顯音樂敦化品性，教化人心之功能。 

八、實施內容、方式與期程 

山頂國小推動音樂藝術教育行之有年，每年定期辦理音樂遊學營，資源共享嘉惠學

子。99年學校發展特色並推動音樂藝術教育規劃將面向伸展，硬體設備除積極改善老舊

校舍外，並加入更多環境學習契機；同時規劃師資人力資源培訓，以延續課程發展，並

拓展教師視野，以創新教學；策劃培訓小導遊，訓練學生運用校園環境帶領音樂遊戲等，

其實施內容及方式，發展面向分述如下： 

 

(一) 校園穿新衣: 

甲、 舊舍新貌：部分校舍油漆嚴重剝落，規劃透過重新粉刷與布置，賦予教室新

面貌，設立新主題教室。 

乙、 音樂洗手台：與親師共築，已將老舊洗手台改建，創作出各式環保省水音樂

造型洗手台，將利用打擊原理，再創「會發聲的洗手台」，作為激發學生創意

之生活空間。 

丙、 另搭配相關經費，規劃音樂生態池，音樂故事屋設立。 

(二) 師資創新學:辦理研習及師資培訓，延續專業教學，激發教學創意發揮。 

(三) 大手攜小手:培訓小小導遊，運用各項音樂遊戲技巧，帶領低年級於平日生活

中，將音樂遊戲融入空間環境，潛移默化教學；或能於外界參訪時，解說校園

空間意義。 

(四) 課程再延續:規劃中低年級校本活動課程，以長期並能激發學生創造力為根

本，延續高年級之校本活動課程內容；另規劃空間遊戲課程，設計一系列利用

校園空間環境的音樂遊戲，達到境教育樂。 

(五) 藝文展天下:辦理藝文展演活動，由各年級及社團準備表演節目，結合社區及

鄉公所，展演學生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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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特色，非一朝一夕可成，亦非曇花一現，為避免隨人員更迭而有所改

變，山頂國小規劃中長程計畫，努力尋求各界資源，逐夢踏實。99年相關規劃如下

圖，期能以山頂音樂特色，躍向國際舞台的發展。 

 

九、預期效益 

(一) 結合學校資源與地方資源，共創地方藝術文化發展，建立地方文化品牌。 
(二) 透過校舍再利用，規劃音樂藝文課程，打造特色學校。 
(三) 音樂技能的學習，培養學生敏銳的肢動能力。 
(四) 透過音樂的學習，涵養學生高尚的品格。 
(五) 帶動異業的結盟，引領民間團體與企業協助辦學。 
(六) 充實軟硬體設施，建構音樂藝文遊學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