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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EDB(CDAE)/ADM/150/2/10(1)   

 

教育局通告第 27/2024 號  

分發名單：  官立學校、資助學校（包

括特殊學校）、按位津貼

學校、私立學校及直接資

助計劃學校的校長／校

監—備辦  

副本送：各組主管—備考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  

學校課程持續更新  

 

摘要  

  本通告旨在公布課程發展議會就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科目最新編訂

的課程文件：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24）；  

 《音樂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 2024）；及  

 《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 2024）。  

上述課程文件供學校於 2024/25 學年起採用。所有中小學校長和藝術教育

學習領域科目教師均應閱覽上述指引及相關文件。  

背景   

2.   香港中小學在藝術教育學習領域均設置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為

學生提供藝術教育，讓他們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積極參與藝術活動，並培

養對藝術的興趣及懂得欣賞藝術，以達至香港中小學教育的學習宗旨。為

配合本地、國家，以至全球環境的發展和轉變，教育局持續更新課程，支

援學校提供優質的教育。  

3.   就是次課程指引更新，教育局於 2022 年分別成立「更新音樂科課

程指引專責委員會」及「更新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專責委員會」，成員包

括大專院校專家、中小學校長、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教師，匯聚專業知識、

意見及實踐經驗，務求讓指引配合學校和學生的需要，與時並進。今年 5-

6 月，更新課程指引相繼獲專責委員會通過和課程發展議會接納，供所有

中小學於 2024/25 學年正式推行。學校須按照課程架構，訂定切合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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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需要的學與教內容、策略及評估方案，發展學生的知識、技能和正確的

價值觀和態度，從而培養學生藝術素養，達至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的教育

目標。  

詳情  

音樂科  

4.   2003 版本的《音樂科課程指引》涵蓋小一至中三。本通告發布的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內容由小一延伸至中六，更具體涵蓋

高中階段，進一步優化音樂科整體課程規劃，以配合未來的教育發展趨勢。

課程更新的重點主要涵蓋以下內容：  

（一）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及促進價值觀教育，通過連繫相關的音樂學習，

例如賞析和奏唱中樂、粵劇、中國民歌及中國藝術歌曲等，了解當

中的音樂特徵與文化背景的關係及其意義，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和態度；  

（二）積極推動音樂科技，促進學生善用資訊和數碼科技，如電子音樂及

數碼音樂，為音樂學習帶來方便和高質素的音樂聆聽經驗，亦擴闊

了音樂創作和演奏的可能性，探索數碼科技與音樂，以及結合其他

相關媒體及藝術形式的創作發展方向，有助他們發揮創意；以及  

（三）發展跨課程學習，設計多元化而有意義的跨課程學習經歷，幫助學

生把音樂學習，聯繫其他學科及學習領域的知識、技能或各方面的

經驗，促進學生運用綜合能力，貫通所學，以及引導學生閱讀與音

樂作品相關的文學作品，如劇本、詩詞、散文，以及故事圖書等，

幫助學生認識音樂的情境、音樂元素、作曲手法等的運用，與文本

內容的關係，促進跨課程語文學習。  

5.   隨著音樂科課程指引更新，《國歌的學與教：音樂科課程補充文件

（小一至中六）》的公布年份、學習階段及參考資料亦相應更新。  

6.   《音樂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為高中文憑試選修科而編

撰，自 2009 年推出及 2015 年優化之後，持續聽取業界的意見，確保高中

音樂選修科能達至課程及評估的目標。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於四年前展

開資料蒐集工作，包括進行課程探訪、聚焦小組會面、約見任教音樂科的

教師和各大專院校的音樂系教授及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以擬定優化方案。

教育局並於 2023 年 12 月舉辦「高中音樂選修科問卷調查」簡介會，向學

校闡釋優化建議，並蒐集意見作修訂。是次優化方案經不同層級議會討論

及通過接納。高中音樂課程的優化措施有利學校為學生創造更多空間，提

供更具體的研習內容，讓學習更聚焦，以提升學與教效能，方案包括︰  

（一）把選修單元融入必修單元，以減少考試試卷數目；  

（二）於聆聽範疇（卷一）提供八個主要研習樂種／風格和三首指定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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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演奏範疇（卷二）取消視唱考試；  

（四）於創作卷範疇（卷三）提供五項作品要求，讓學生選擇其中兩項創

作；以及  

（五）延長聆聽考試（卷一甲和卷一乙）的答題時間各十五分鐘。  

視覺藝術科  

7.   2003 版本的《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涵蓋小一至中三。本通告發

布的《視覺藝術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內容由小一延伸至中六，更

具體涵蓋高中階段，進一步優化視覺藝術科整體課程規劃。更新主要在現

有視覺藝術科課程架構下，通過課程規劃、學與教策略及評估，自然連繫、

有機結合相關更新重點。課程更新的重點主要涵蓋以下內容：   

（一）加強推廣中華文化和促進價值觀教育，學校可設計傳遞正面信息的

主題，選擇古今中外的藝術品，以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包括

珍視中華文化、認同國民身份、尊重多元文化、發展世界視野。  

（二）積極推動藝術與科技，豐富藝術創作的表現形式和內容，為學生帶

來新的體驗，甚至加強文化保育，支援藝術的承傳和傳遞，學習藝

術科技更有助啟發學生運用科技的能力和態度。有意識地加入資

訊和數碼科技的學習，一方面作為學習的工具，例如以數碼資源作

為學與教材料，或運用虛擬學習教室等，促進互動和自主學習；另

一方面可作為創作的媒介，拓寬藝術創作的表現空間，例如數碼繪

圖、多媒體數碼藝術等；以及  

（三）發展跨課程學習，幫助學生將不同學科及學習領域的概念、思考方

式、知識和技能，轉化、綜合和應用於不同的學習情境，例如在

STEAM 教育，學生綜合和應用視覺藝術知識和技能解決生活難題

時，提升美感和用戶體驗，並學習以視覺形式表達意念，加強溝通；

在跨課程語文學習，學生從閱讀中加深認識藝術的情境，或通過語

文表達對藝術的觀點和感受，發展他們在不同情境應用語文的能

力。  

支援措施  

8.   以 上 課 程 文 件 已 上 載 至 課 程 發 展 處 藝 術 教 育 學 習 領 域 網 頁

(https://www.edb.gov.hk/tc/ae_curriculum_docs)。學校亦需為學生提供多元、適切

和有意義的藝術學習經歷，以美育人，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終身熱

愛藝術的興趣，促進身心靈健康，並達至全人發展及建立終身學習的教育

目標。  

9.   教育局將陸續推出多元化的資源及繼續為學校舉辦不同的專業發

展活動，透過不同平台向學校和持份者介紹更新課程指引，支援學校及教

師推行更新的內容。詳情請瀏覽教育局培訓行事曆及教育局藝術教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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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網頁。  

查詢  

10.  如有查詢，請致電 3698 3533／3698 3538 或發電郵至 arts@edb.gov.hk 

與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教育組課程發展主任（音樂）林嘉恩女士／課程發展

主任（視覺藝術）何佩芬女士聯絡。  

 

教育局局長  

陳家曦博士  代行  

二零二四年八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