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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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科務

• 建立學校藝術氛圍

• 科目推動及推廣

• 個人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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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整體課程規劃

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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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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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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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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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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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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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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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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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
主題單元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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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ingful learning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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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Theme

課題 2
Topic

課題 1
Topic

課題 3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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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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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評的學習目標(Learning Objectives)



級別：中二 主題：世人情
主題信息：通過觀察身邊的人和事, 反思社會矛盾與人際關係, 學習換位思考, 易地而處, 

嘗試減少自我, 多加體念他人





9/8/2017prepared by Constance Chow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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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課程 – 課程持續發展方向

小錦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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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技和資訊科技教育

• 「跨課程語文學習」

• 職業專才教育

中學教育課程 –課程持續發展方向

參考：《中學教育課程指引》(2017)分冊一，頁20-24



課程持續發展方向 –

「透過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
認同」是更新的七個學習宗旨之一，與課程更新重點「加強價值觀教育」緊扣。
「國民教育一站通」網上平台： https://www.edb.gov.hk/tc/ne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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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推行價值觀教育的例子如下：
• 評賞不同文化情境的藝術作品，有助學生認識

及尊重多元文化，促進他們珍惜歷史和文化承
傳。

• 欣賞中國書畫，有助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 藝術創作有助培養學生的堅毅精神和責任感。
• 學習參觀展覽的禮儀，有助培養學生尊重他人

的態度。

見《藝術教育課程指引》 (2017)，頁14



• 不是一個科目
• 掌握、綜合及應用S、T、 E、 A 、M 各科目／領域的知識和技能
• 加強運用藝術創作的美學、想像，以及思考、溝通、製作等歷程

• 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發現及解決生活的難題
• 在發現及解決難題的過程中， A與S、T、 E、M 同行
• 通過製作，實現解決方案
• 強調協作及溝通
• 獲得1+1>2的成效

STEAM教育



STEAM中“A”

• 關顧用戶需要、情感和體驗(UX)

• 提升創意和美感的能力

• 把意念畫出來

• 物料試驗

• 實踐和提升成果



Visualisation of ideas 把意念畫出來

概念圖

Thumbnail sketch(縮圖) 箭咀指示

簡單工具

在進行STEAM專題，學生更會運用視覺表達形式，例如繪畫腦
圖或草圖，以刺激思考和引發意念，並幫助溝通。例如：



Visualisation of ideas 把意念畫出來

等角圖

零件分散圖

透視學

繪畫立體結構圖，把意念清晰地展示，有助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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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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資源

小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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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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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及高中課程規劃」
計劃

目的：
旨在加強教師在指導高中學生建立視覺藝術作品集，
以及規劃學校高中視覺藝術選修科課程的技巧。

課程支援

 學生工作坊
• 建立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中四學生）(12月,5月）
• 建立高中視覺藝術作品集（中五學生）（10,11月）
• 邊學邊畫：速寫 - 意念視象化 (學生工作坊) (1月) 

 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 由平面設計到生產」研討會 (10月)
• 認識繪本 (11月)
• 時裝設計與科技 (11月)
• 設計中的解難和科技創新 (12月)
• 動畫創作工作坊 (12月)
• 認識我們的博物館 (1月, 4月)
• 中國繪畫與生活：(1) 生活日常 (2月)
• 中國繪畫與生活：(2) 母愛 (2月)
• 中國繪畫與生活：(3) 文人 (2月) 
• 西方藝術與文化發展：前現代及現代 (6月)
• 西方藝術與文化發展：後現代 (6月) 
• 當代藝術與工藝 (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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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主題單元教學設計 (3月)

• 高中視覺藝術科課程及評估（11月）
• 教學法：從藝術評賞到藝術創作 (7月) 
• 撰寫藝術評論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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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023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 育 局 通 函 第 056/2023

• 優質教育基金

http://qef.org.hk/

37



新建校舍家具及設備一覽表

https://www.edb.gov.hk/tc/sch-admin/sch-premises-
info/furniture-equipment/index.html

38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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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視覺藝術
作品展2023/24
送交作品：

2024年3月1至7日

「賞國潮識國風」
學界設計比賽

網上提交參賽作品：

首輪：2024年3月1至4日
終評：2024年4月10至12日

由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珍品的故事──
繪本動畫創作比賽
網上提交參賽作品：

2024年3月

「賞藝縫裳」
時裝設計比賽
交件日期：

2024年2月至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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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學習活動的安全

小錦囊



視覺藝術科學習活動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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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