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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教師的角色

•給予學生優質的教學

•規劃學校課程

• 建立學校藝術氛圍

• 管理科務

•科目推動及推廣

•個人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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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視覺藝術科課程

5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ferences/curriculum-do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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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stic Curriculum Planning for Arts Education KLA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整體課程規劃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於學校層面的領導與管理

學校層面的
領導與管理善用社區資源

委任藝術教育
學習領域統籌

調配已受專科訓
練的藝術教師

分配足夠課時

予藝術教育

提供財政資源 編配特定的場地

促進專業發展



共通
能力

價值觀
和
態度

音樂 視覺藝術
戲劇 媒體藝術 舞蹈 其他藝術形式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宗旨

培養創意及
想像力

發展
技能與過程

培養評賞
藝術的能力

認識藝術
的情境

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KS1    KS2     KS3 KS4 

從學習活動中
學生通過有效的學與教及評估

發展技能、建構知識和培養正確的態度

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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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開放的課程架構

• 以人為本的課程理念，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 發展學生觀看、創作和思考的能力

(ways of seeing, ways of making, ways of thinking)

視覺藝術科課程理念



視覺藝術科課程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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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課程宗旨



視覺藝術科學習範疇
基礎教育：小一至中三 高中：中四至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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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的考慮
• 須配合中央課程

• 以主題式單元設計，整合視覺藝術知識、評賞和創作於學
與教中

• 課程兼顧深度和廣度

• 有進展性地編排學習重點和內容

• 評估學習過程和成果，以促進學習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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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題單元設計?

• 以一共同話題或主題來聯繫不同課節 (不是以單一課節為設計的考慮)，甚至不
同學科令知識和學習不至於支離破碎

• 建構有意義的學習情境

主題 (Theme)是
• 指某些課節的主導或隱含的思想與情感
• 貫穿不同課題的觀點，以及所傳達「信息」

課題（Topic）是
• 主題可由不同的課題組成，按學習發展的

邏輯順序，建構成不同課題（topic）和
焦點（focus）

課題 課題 課題 課題

主題



學習階段﹕KS3
視覺藝術科課程設計例子

16

主題：物裡物外

似與不似 言情寄意 遊戲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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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 Learning
Objectives

學習活動

評賞+情境脈絡
創作

表現+主題 製作

視覺藝術知識
1.(視覺元素)
2.(組織原理)
視覺藝術評賞
3.(評賞)
視覺藝術創作
4.(表現)
5. (製作)

i.視覺藝術
知識

iii.視覺藝術
創作

ii.視覺藝術
評賞

按視覺藝術科三個學習範疇 (Learning Domains): i.視覺藝術知識、ii.視覺藝術評賞、iii.視覺藝術創作，
設計可教可學可評的學習重點(Learning Objectives)





• 如果這是課題期望的學習成果，那該如何撰寫
相應的視覺語言和形式知識?

• 若在中三級“物裡物外 --- 似與不似”課題
中，學習重點的視覺元素一欄寫上「質感」，
是否能有效及確實反映學習目標?



在挑選評賞作品時又
應該注意哪些原則?
在列出學習重點時，須特別
注意藝術知識與評賞及創作
三者的關係

在挑選評賞作品時又應該注
意哪些原則?



在挑選評賞作品時又
應該注意哪些原則?
在挑選評賞作品時，可以
1. 針對視覺元素與組織原理

選擇評賞素材 和/或
2. 針對表現形式與主題訊息

選擇評賞素材 和/或
3. 針對創作情境挑選相配合

的評賞素材



在表現及製作上，需要考
慮甚麼 ?兩者有何分別？

仔細考慮主題信息及

表現手法，不但有利掌

握創作概念，更可檢視所
擬定的主題 是否合乎程
度及有發揮空間

在製作方面，可以考慮：

媒介、物料、工具或尺寸



課
次

子
題

學習重點
學習範疇及活動

評賞 + 情境脈絡
創作

表現+主題 製作

1 
似與

不似

視覺語言 / 形式知識

視覺元素 : 辨識中西繪畫如何
以面及質感表現物象的形和神

組織原理：認識畫幅的不同大
小長短(例如長卷)與構圖佈局
的關係

從竇加的馬的速寫和李公麟的

《五馬圖》，分析東西方如何以

線、形狀和質感繪畫動物，兩者

在藝術表現概念和方式上的異同，

並欣賞李公麟作品以不同水墨線

條表現動物的質感、形和神

以水墨線條的濃
淡、粗細、虛實、
輕重、剛柔、曲
直等變化表現蔬
果的質感和味道

運用熟宣紙和水
墨以白描手法繪
畫蔬果

2
言情
寄意

視覺語言 / 形式知識

視覺元素 : 理解工筆畫中以線
立形、以形達意的概念

組織原理：經營畫面的疏密、
聚散、鬆緊等佈局，產生律動
感

評賞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和黄

筌的《寫生珍禽圖》，分析和詮

釋作品以線條和淡彩渲染，表達

以線立形、以形達意的概念並以

疏密、聚散、鬆緊等佈局經營畫

面所表達的感覺和信息

借繪畫靜物，表
現對該物象的感
受，或物象以外
的情感投射

運用熟宣紙，以
工筆畫工整細緻
的筆法和淡彩設
色渲染手法勾勒
出物象形體與神
態

3
遊戲
人間

視覺語言 / 形式知識

視覺元素：認識以快速簡潔線
條筆墨勾畫線與形以表現生動
氣韻

組織原理 :文字與圖像並存的
空間均衡

評賞齊白石與阿虫的作品，探討

快速簡潔筆墨的寫意特色

評賞阿虫與梁嘉賢的作品，比較

小寫意和工筆手法的表現特色和

分析以詩、書入畫的空間處理，

並詮釋作品在本土文化情境的意

義

以嬉笑怒罵或抒
懷警世方式，創
作一幅表現世道
人情的詩書畫

以設色工筆或小
寫意手法，配合
禪衣箋繪描

主題：物裡物外 年級：中三

主題訊息：欣賞事物的外在和內在特質，並關注物與我的關係。(抒發自己對身邊事物的感受，及表達個人對社會與生活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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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國民身份認同、《基本法》教育）

• STEAM 教育和資訊科技教育

• 「跨課程語文學習」

• 職業專才教育

中學教育課程與視覺藝術科

參考：《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分冊一，頁20-24



視覺藝術與STEM教育
STEM 與STEAM 有何不同?

• STEAM即是在STEM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加入藝術（the Arts）。

• 現代社會十分關注個人的需要和用戶體驗，尤其是對美的要求、喜好等的情
感需要。藝術能在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關顧美感及用戶體驗，滿足持分者或環
境的需要，以提升其問題解決的成效。在學習藝術的過程中，讓學生從多
元的視點觀察和詮釋，並探索不同的表達和演繹，更有利加強學生的想像力
和創意。

STEAM教育的重要特質
• 綜合 (Integrate)
• 結合藝術
• 穩固的知識基礎
• 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
• 應用(Apply) 27



視覺藝術與藝術科技(Arts Technology)
STEAM 與藝術科技(Arts Technology) 有何不同？

• STEAM教育為跨科／領域的學習模式，旨在幫助學生綜合和應用STEAM
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去解決現實生活的問題，提升創意。藝術（the Arts）
在STEAM教育中，讓學生從美感和用戶體驗的角度思考，並運用相關知識
和技能，例如「應用藝術」或「設計」，實踐問題解決的方案，以滿足持
分者／環境的需要，以提升不同問題解決的成效。

• 藝術科技(Arts Technology)是在藝術中應用科技，以豐富藝術的表現，加
強觀眾的參與，並為觀眾帶來新的體驗。

STEAM教育與藝術科技兩者可相輔相成，以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28



在視覺藝術科應用電子學習

• 可作為學習工具

例如︰

– 以數碼資源作為學與教材料

– 以數碼形式記錄和存取資料

– 運用e-class、社交網絡平台作溝通
工具

– 運用軟件作為表達／展示工具

• 可作為創作工具

例如︰

– 電腦繪畫

– 電腦動畫

– 數碼攝影

– 多媒體藝術

29

-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教學上應用電子學習的要訣

* 不能取代學生以不同媒材創作的經驗

* 不能減少學生接觸真實藝術品的經驗

* 能擴闊學生接觸事物的經驗

* 能促進學生學習視覺藝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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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頁 >課程發展 >學習領域 >藝術教育

www.edb.gov.hk/arts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網頁

學生自學資源

學與教資源



舉
隅 :

學與教資源

課程配套資源

《藝術評賞系列》第一至九冊



學生自學資源





 視覺藝術與STEAM教育學習
社群（中學）

目的：
旨在讓參與教師通過專業交流和討
論，幫助他們引導學生綜合和應用
STEAM的相關學習元素，以促進
STEAM教育在校內的推展。

活動包括：
專業交流會議、小組討論、協作規
劃及分享等。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 電子繪畫工作坊(中學)
• 動畫創作工作坊(中學)
• 中學視覺藝術科課程規劃系列：

(1) 主題單元下的課題教學設計
(2)主題單元教學設計
(3)中學課程規劃和學習階段的銜接

• 建立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中四）（新辦）
• 建立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中五）（新辦）
• 中學視覺藝術科課程及評估（新辦）

36

課程支援



財政資源
• 營辦開支整筆津貼(OEBG)、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EOEBG)、綜合家具及
設備津貼(CFEG)

主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財務管理 > 津貼資料 > 擴大 / 營辦津貼和綜合家具

及設備津貼的參考資料

• 高中學生的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語言及其他課程

教育局通函第 079/2022號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育局通函第 077/2022

• 優質教育基金

http://qef.org.hk/

37



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47&langno=2

38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247&langno=2


學生活動

39

中小學生作品：送交作品

2023年3月9日至15日

高中作品集：送交作品

2022年10月31日至11月日

網上提交參賽作品：

2023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

由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到STEAM教育
──「燃展故宮魅力」
照明設計比賽

「全息圖」
數碼影像 –
設計比賽

交件日期：

2023年5月17至19日

網上提交參賽作品：

2023年3月1日至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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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安排
• 校內學習活動的安排

• 校外學習活動的安排

• 視覺藝術室的管理

41



校內學習活動的安全
• 瞭解學生的能力和經驗

• 使用無毒的物料和顏料

• 遵守生產商所提供物料和顏料的使用說明

• 清楚指示工作程序、講解及示範工具和器材的正確使用方法

• 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 有足夠的活動空間

• 管理秩序

42



校外學習活動的安排

• 瞭解活動的性質、地點

• 向校方及參觀單位申請

• 發家長信、活動前簡介

• 設計/安排與視覺藝術相關的學習活動

• 注意領隊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 (參閱《戶外活動指引》、《學校課外
活動指引》)

43

主頁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關活動 > 學校活動指引



視覺藝術室的管理
• 購置家具前，參考「視覺藝術室的標準傢具及設備」

• 物料和工具應有系統地存放

• 貯存化學品的容器須有清楚的標籤

• 定期檢查和保養工具、器材和家具

• 提供急救箱及保護設備

• 訂定安全守則，師生共同遵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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