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 

                       114  學年度 1  學期 教學大綱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 □推廣部 學制  ■四技 □二技 □二專 

授課教師 陳湘湘 教師學歷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 音樂學院/ 音樂藝術博

士 

教師經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系專任教

師、電子系兼任教師 

所授課程：音樂與聲音相關之課程，含文創

產業 EMI 課程、數位音樂、數位成音等課程。 

教師級職 助理教授 

科目名稱(中) 音樂與文化 

科目名稱(英) Music and Culture 

開課單位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學分/學時數          / 

領域 ■人文藝術       □社會科學       □自然科技 

優質課程類別 

■一般課程、□智慧財產權、□內涵式服務學習課程、□性別平等、□綠色課程 

□創新、創意課程、□工作（職場）倫理課程、□工具機技術研發 

創新、創意課程定義：課程目標為「激發學生獨特的想像與創意思考，透過企劃與執

行以創新模式解決實際問題。」 

科目與通識核

心能力關聯 

■知識統整能力     %  ■創意思維能力     % □溝通表達能力     %  

■美感鑑賞能力     % □邏輯推理能力     % □法治思辨能力     % 

□博通宏觀能力     % □倫理關懷能力     %  

(核心能力定義請參見附件一，請選擇 2~3 項相關程度較高之核心能力) 

科目屬性 

□核心課程   ■跨領域課程(須符合附件二定義，並請勾選下一欄) ■生活性課程 

□學術性課程 □通論性課程                                   □經典性課程 

 (屬性定義請參見附件二，可複選) 

跨領域課程 

■人文藝術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社會科學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自然科技領域：(請填寫所跨之本領域之學科及百分比) 

(以上總和百分比須達 100%) 

教科書 無 

參考書目 

1. 「音樂的文化、政治與表演」(二版)，作者： 黃俊銘，出版社：華滋出版，2015/04/17 

2. 「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作者：何東洪,鄭慧華,羅悅全等著，  

    出版社：遠足文化，2015/05/13 

教學目標 

人類生活習性的累積造就了文化，音樂則是時代社會現象的一種表達方式，是文化

傳承的重要載體。不同時代的音樂反映著當代的社會狀態與文化背景，兩者關係密不

可分。本課程為一跨領域的整合性課程，期許透過不同年代音樂的探討進而了解當代

的社會文化背景，從東方至西方的音樂與社會文化關係，探討國際化的社會現象與潮

流的變遷狀態。透過內在之洞察力訓練學生成為更具國際視野、文化認同與社會關懷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4%BF%8A%E9%8A%98/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huazi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4%BD%95%E6%9D%B1%E6%B4%AA/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84%AD%E6%85%A7%E8%8F%AF/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BE%85%E6%82%85%E5%85%A8+%E7%AD%89%E8%91%97/adv_author/1/
https://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jog


素養之地球公民。 

評量方式 

量化：出席(10%)  作業(20%)  期中(30%)  期末(40%) 

質化：平時作業以小組為單位探討主題式音樂作品與當時代社會文化關係，並以報 

      告方式呈現。 

內容綱要 

1. 社會的音樂文化種類 

2. 音樂風格與歷史脈絡 

3. 經典作品解析 

4. 古典的啟蒙思想與音樂發展 

5. 民族主義與音樂發展 

6. 不同風格之音樂與多元文化  

7. 現代的社會風潮與音樂特色 

8. 當代之社會流行文化 

9. 疫情的影響-線上音樂會(演唱會) 

教學方式 教師以講授方式、PBL 問題導向方式引導學生討論、小組作業與報告。 

創新教學 

活動設計 
(若有的話，請敘述本科目融入那些創新的教學活動設計) 

科目進度與內容 

(勿只填寫單元名稱，請簡述內容) 

週次  教 學 內 容 

※申請跨領域課程時，將特別針對教學內容細 

  節審核，請詳細說明，以作為審核依據 

備註 (課程活動與

作業) 

※請務必填寫 

※若勾選「跨領域課 

  程」請標註每週次 

  涵蓋領域，可複選 

1 
課程介紹、「學術倫理規範」宣導、分組 

音樂與社會的關係 

組員相見歡、音樂

與社會關係之認

識與討論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2 社會的音樂文化種類介紹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3 音樂風格與歷史脈絡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4 經典作品解析 作品分析練習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5 小組作業：經典作品 小組報告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6 古典的啟蒙思想與音樂發展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7 啟蒙思想、社會文化與音樂風格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8 期中考週 筆試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9 民族主義與音樂發展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0 前衛音樂種類與社會議題探討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1 不同音樂風格與多元文化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2 社會運動與音樂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3 小組作業：社會議題與音樂 小組報告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4 現代的社會風潮與音樂特色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5 當代之社會流行文化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6 疫情的影響-線上串流與線上音樂會(演唱會)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7 疫情的影響-線上串流與音樂行銷模式 
小組議題討論分

享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18 期末小組報告 課堂報告 

■人文藝術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 

□自然科技領域 

 



 

附件一 核心能力定義 

核心能力 定義與說明 

A. 知識統整能力 
學生能在各種知識與文化脈絡中，尋得恆久不變的價值觀，並將此價值

觀融入其生活，進而認識、欣賞、尊重與珍惜生命的意義。 

B. 創意思維能力 
學生能認知各知識領域與多元文化間的差異處與鏈結點，進而具備跨領

域思維與評判能力，使其能在固有的架構中，呈現嶄新的創造力。 

C. 溝通表達能力 
學生能釐清自我思想，並藉由正確且清楚的語文表達理念，以建立與他

人良好的溝通。 

D. 美感鑑賞能力 
學生能認知、接收並傳達多元藝術美感，具備敏銳的鑑賞能力，並運用

在不同領域的統整中。 

E. 邏輯推理能力 
學生能依據自身認知和客觀事實，運用邏輯分析與量化推理，進行反思

與論證，進而做出合理判斷。 

F. 法治思辨能力 
學生能正確認知人權、民主、與法治之互動關聯，進行獨立思辨與論辯

且基於人本關懷精神，以確立其自身與社會群體之關係。 

G. 博通宏觀能力 
學生能以基礎知識為本，培養前瞻性的觀點並開拓宏博的視野，以建立

整全之人生觀。 

H. 倫理關懷能力 
學生能認知自身與所處環境的關係，並進而願意以己身之力與專業知識

參與社會與環境的改造，提升正向能量。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 
 

附件二 課程屬性定義 

核心課程：全校性共同必修之通識課程。 

跨領域課程：課程內容須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技三領域其中之二項以上。課程須有一主領

域，其授課內容須達 60%以上，上限為 70%以下。(依 110年 4月 7日 109-2博雅通識中

心第 1次教評會議決議) 

生活性課程：課程重點強調知識應用與人類生活相關之課程。 

學術性課程：課程重點偏重理論發展之脈絡、思想之沿革、與歷史文化背景之因素。 

通論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的知識與思想做綜觀性的介紹，與廣博性的探討。 

經典性課程：針對特定領域或時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典籍做較為深入之探討、剖析、或導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