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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 言 

本期為《藝術教育研究學會會訊》半年刊的第三期，會訊內容包括三大區塊： 

﹙1﹚學會動態，含學會活動與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等會務與業務報告；﹙2﹚本期焦

點，每期設定一主題，邀請一至數位相關人士撰稿，鎖定特定藝術教育研究主題；﹙3﹚ 

訊息快遞，分享國內外研討會、專書、期刊徵稿、計畫申請或工作職缺等訊息，以統整

當期藝術教育研究資訊，並以服務藝術教育研究者為目標。  

本期「學會動態」，主要說明學會截至目前所辦理與籌備的會務與業務，並附上

相關照片。「本期焦點」 為「藝術教育／藝術教育研究專書分享」，第一篇由臺中教

育大學陳曉嫻教授主筆，介紹她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方銘健教授合寫的專書《音樂教育

研究的十四堂課》；第二部分則由會訊編輯團隊介紹教育部出版的素養導向系列叢書

中與藝術領域相關之專書共五本，分別為 1.《國小藝術教材教法》（鄭明憲等著）； 2.

《中學音樂教材教法》（林小玉等著）； 3.《中學視覺藝術／美術教材教法》（趙惠玲

等著）； 4.《中學表演藝術教材教法》（李其昌等著）； 5.《高中藝術生活教材教法》

（丘永福等著）。此六本專書均為工具書性質，理論與實務兼具，第一本旨在引領音樂

教育研究之有效門徑，後面五本素養導向系列叢書旨在協助藝術教育從業人員掌握十

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之要領。 

「訊息快遞」包括三部分，首先呈現「藝術教育法」修訂草案與公聽會等訊息，讓

大家掌握攸關我國藝術教育發展之重要法規的修訂狀況；其次整理目前蒐羅到的八月

份到十二月份之國內工作坊或研討會資訊，期能提供會員近期學術活動訊息。最後呈現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之 43 期徵稿 EDM，為明年 1 月 15 日截稿之期刊廣徵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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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玉  理事長  

理事長的話  

各位敬愛的藝術教育研究學會會員： 

從 2020 年開始，全世界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苦，不但許多人的健康受到

危害，教育、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所有層面都面臨空前的挑戰。我國自今年五月

進入三級警戒，藝術活動與教育經歷前所未有的寒冬。謹在此跟所有會員致意，大家都

辛苦了! 

誠如國表藝董事長朱宗慶發文所感嘆的，「表演藝術衰於百業之前，興於百業之

後」，藝術何等重要卻又如此脆弱，吾人必當更加團結，致力於藝術教育的內涵深化、

教育推廣以及研究能量，從多角度出發，共同守護藝術教育的命脈。 

藝術教育研究學會（Arts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於 2019 年 4 月 

27 日正式成立，網址為 https://www.aeratw.org/。本學會招募的成員以《藝術教育研究》

期刊顧問委員和我國藝術教育領域學者以及研究生為主，目前期刊會員數已近七十人。

在國內疫情趨緩之際，學會將視情況規劃系列活動，期待所有會員的指教與參與!  

會訊期待大家的閱讀與回饋，「本期焦點」篇幅歡迎會員主動惠賜文稿，讓音樂、

視覺藝術、戲劇、舞蹈及其他各種藝術教育之研究經驗，可以互相傳承，回饋教學，並

確保新生代的接軌，國際的鏈結，及藝術教育的深耕與永續。 

也誠摯邀請所有會員廣邀藝術教育新成員加入我們！  

理事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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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學 會 動 態  

會 務 與 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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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 

第 一 屆 第 五 次 理 監 事 聯 席 會 議  

2021. 04. 27 （星期二） 18:00 

臺北市立大學音樂館 M 302A 教室 

※ 7 位申請人之資格全數通過（6 位個人會員、1 位永久會員）。 

※ 討論第三期會訊之【本期焦點】內容與撰稿者。 

※ 通過：本學會將以教育部素養導向教材教法叢書為主題，舉辦藝術教育研究相關

之講座或工作坊等活動；作為本會回饋，本學會會員可免費參加。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許多活動停辦或展延，故學會於上半年期間尚未辦理業

務活動。藉此機會向各位會員預告藝術教育研究學會即將與臺灣音樂學會、中華民國

音樂教育學會聯合辦理之講座活動，詳情如下： 

※ 【音樂的傳統與未來── 2021 臺灣音樂學會暨臺灣音樂學論壇年度研討會】  

時間： 110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至 11 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臺北市立大學  

※ 【 2021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音樂雙語教學的跨域協作」】  

時間： 11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9:30-16:40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演奏廳 

※ 本學會將以教育部素養導向教材教法叢書為主題，舉辦藝術教育研究相關之講座

或工作坊等活動；作為本會回饋，本學會會員可免費參加。 



 

 

一、前言 

說到上課，當然是老師的天職，這本《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換言之就是老師

寫給學生們看的教科書或工具書囉！為什麼是十四堂課？因為章節剛好有十四章，再來則

是想回應當年讓我讀到淚流不已的「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當初接到寫稿的邀（指）請（令）時，完全沒思考就一口答應，因為只要是小玉理事

長說的，我一概當成指令接旨辦理。後來閱讀前兩期的會訊內容，開始有冒冷汗的類流感

症狀出現。啊，要這樣品行端正的文章啊！？依稀記得當時小玉理事長還有個後續補充說

明事項：「你有你的風格，照你想寫的寫就好了。」鏘鏘！就決定照著這個心流 flow 寫

下去了。 

猶記好朋友去年升等教授的時候，我的賀詞就是「恭喜你從此之後可以愛寫什麼寫什

麼」。我們學藝術的人，多是心靈自由、想法奔放的創意族群，要叫我們什麼東西都按表

操課、依樣畫葫蘆的照規矩來，實在力有未逮（其實是不甘願）。所以終於可以不被現實

框住的時候，內心的喜悅實在難以言喻。即便如此，身為老師的使命感還是督促著我要為

學生做點什麼，所以給學生們使用的工具書因應而生。 

大學教師的工作被劃分為教學、研究、服務，若是教學跟研究能合而為一，實為一大

樂事。尚且記得當年正是各大學音樂學系廣招碩士班的時候，數量龐大的音樂教育組研究

生，讓研究相關課程的授課老師們費盡心思，不知如何深入淺出地讓「誤入叢林的小白

兔」們能夠走出研究的迷霧森林。就在那時候，方銘健老師向我提議，一起撰寫一本給研

究生的工具書。我也沒怎麼思考，就一口答應了下來，沒想到這件事就擱在我腦袋裡，一

擱六年。 

藝術教育研究學會會訊分享專文 

 

陳曉嫻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授、本學會會員 

「 藝 術 教 育 ／ 藝 術 教 育 研 究 專 書 分 享 」 

關於 《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 陳曉嫻  

4 

~本專書《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作者為方銘健、陳曉嫻，於民國 109 年 10 月由大陸書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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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 陳曉嫻  

時值接任學校行政職務，各種活動、會議持續不斷。再者，國際學會 ISM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APSMER（Asia-Pacific Symposium for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IKS（International Kodály Society）等，每年都有國際研

討會，徵稿、投稿、審查、發表，除了自己的研究發表外，也要輔導研究生在國際研

討會發表（說實話，帶學生發表比自己發表要累 100 倍）。好的，以上都是藉口（才

怪）。總之，一直等到我鐵下心來請教授休假研究，終於有空陪陪家人，然後撰寫很

久以前答應方老師要寫的工具書。 

「教授休假研究」內含不可忽略的「研究」兩字，意即休假不是讓教授去玩，而

是要做研究、充實精進。然而，法規中很人性的一面則是：研究目標與成果由教授自

訂。這時，我總算有百分百（？）的時間可以專注在專書的寫作。點開檔案夾一看，

文章編輯時間居然是六年前，我怎麼對得起方老師呀？（嚎啕大哭貌）其實想哭的人

應該是方老師才對，但他很仁慈的從來不催促我，一直到我跟他自首說，我現有空可

以寫書了。想到在教評會提任務的時候，同席的委員看到我的研究計畫，忍不住勸我

說：「你真的要寫一本書？說到要做到耶！計畫是自己提的，要不要輕鬆一點？好好

放個假才是真的。」 

當時也不知道哪兒來的一股傻勁，我勇敢的說：「我想要給自己一點壓力。」於

是乎，永遠都在追趕 deadline 的人，終於有一整年的時間來完成這個未竟的功課（事

實是前半年都在玩，一直遇到 COVID-19 才開始寫作）。 

廢話這麼長的篇幅後，這才要開始講工具書的內容。 

二、專書篇章之一：著手準備論文寫作 

方老師跟我都教授論文寫作相關的課程，也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指導研究生。從這

些經驗中，我們深知研究生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可能有的盲點，也清楚他們會在何處不

切實際或遭受挫折。工具書的章節規劃就從「著手準備論文寫作」開始，包括如何找

到心儀且可行的題目、論文應有的結構與格式、建議研究生進行寫作的方法與步驟、

如何設計與實施研究，再來是怎麼搜集文獻和在文內引用文獻，以及製作相關圖表。 

工具書的第一章開宗明義指出核心問題：如何訓練論文寫作能力，完成一篇具學術 



 

 

「 藝 術 教 育 ／ 藝 術 教 育 研 究 專 書 分 享 」 

關於 《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 陳曉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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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論文。研究生必須瞭解並掌握論文寫作的基本架構、格式與步驟，同時整合運

用所收集到的訊息、鍛鍊自己的文字敘述，而後檢視考驗自己在寫作訓練中所獲得的

學術專業。論文結構中的「研究架構與方法之設計」，不單指音樂教育，亦包含音樂

演奏、作品分析類論文及音樂學、傳統音樂學類論文，而後再延伸至跨領域比較類和

應用音樂類論文。 

工具書先概述研究的一般歷程，讓研究生有 big picture，而後手把手的介紹如何

決定與敘寫研究題目、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待答問題、名詞釋義、研究範圍、研究

限制、文獻探討、結論與建議。發現了嗎？基本上就是整本論文的大架構。每一個項

目都有「如何撰寫」的說明，舉例來說，研究目的的寫法會先提醒研究生，目的是動

機的延續，敘寫時要具體、明確、簡要；可以用「瞭解、探討、分析、評析、比較」

等起頭語；撰寫時要留意與題目、動機有邏輯、層次上的關聯性。 

第三章的研究設計與實施亦直接反映論文章節，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

樣本、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與過程，以及資料處理。當中包含「研究的設

計」和「如何進行研究」兩部分，像是研究樣本即討論抽樣方法、所需樣本數，研究

方法亦簡述歷史研究、描述性研究、實驗研究法、俗民誌研究、行動研究法、統合分

析，惟詳細操作及撰寫概要，留待第二部分再行論述。 

文獻的蒐集長期被研究生們所忽略，總想著「參考」學長姐的論文就能完成文獻

探討，再不然就是靠 Google 大神成就所有作業。第四章從來源與類型談起，介紹圖書

館提供的資源，包括紙本、非圖書性質、公用目錄的使用、館際合作、電子資料庫的

檢索等等。找到文獻之後，再來就是如何在論文中引用，包括引用文獻的目的與意

義，還有呈現參考文獻的格式，並有各種資料的範例格式，像是書籍、期刊、無作者

的資料等等。最後用 Q&A 的方式，列舉同學們常見的問題，逐一做解答。進入到論

文寫作的範疇，就會觸及是否要用圖表呈現。圖表也有其寫作規範，第六章從圖表的

特徵、大小比例、編號、名稱、標題、註解一一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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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 陳曉嫻  

三、專書篇章之二：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以六個章節提供論文寫作的概念，第二部分就進入如何設計教育類研究

的研究方法，僅以音樂教育類論文常用的方法做介紹，含調查研究、實驗研究、行動

研究、質性研究、個案研究、混合研究設計等，其他如敘事研究、單一受試者研究、

內容分析和統合分析等則做較簡略的陳述，並以音樂教育相關的例子做說明。教育研

究方法的參考書籍很多，為何還要另寫一本給音樂教育的研究生使用？我在授課過程

中，常見有學生望書發愁，請他「照樣造句」也無從下筆。但是在老師給了音樂相關

的例子後，同學們舉一反三的能力就出現了。因此，我在敘寫過程中，決定用舉例說

明的方式，讓研究生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如何實際操作。 

第二部分先從調查研究談起，再談同學們可以進入現場實作的實驗研究和行動研

究。質性研究是個比較寬廣的概念，在這個章節中，介紹了幾種質性研究的類型，再

下一章則介紹常採集質性資料的個案研究。有了量化和質性的概念後，接著討論混合

方法研究。除了上述方法之外，另有一些較少見，但適合在音樂教育使用的研究方

法，諸如敘事研究、單一受試者研究、內容分析、統合分析等，綜整在第十三章中做

簡略的介紹。最後一個章節則為研究品質，說明信度、內在效度、其他效度，另還有

質性研究的效度，以及個案研究和行動研究的研究品質。 

調查研究先從實施步驟說起，並說明如何進行抽樣。文中說明問卷調查和訪問調

查的差別，接著引導學生如何發展調查問卷。實驗研究先從各種變項談起，再說明研

究步驟。實驗研究分有多個種類，文中用音樂教育實例，逐一說明各種實驗研究設

計。許多音樂教育組的同學們，想把在研究所所學的理論應用在實務上，同時又能產

出研究論文，行動研究就會是個理想的選擇。一來它能讓研究者實際操做想嘗試實踐

的理論，同時又保有在實踐過程中修改操作方式的彈性，對於從事教學工作的研究者

而言，確實是個一舉兩得的研究方法。行動研究從模式談起，也說到策略的擬定、資

料收集與工具、資料分析，以及行動研究的評鑑與研究倫理，以映射行動研究與其他

研究不同的地方在於獲得理解，而非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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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研究生為了逃避做統計資料分析而選擇進行質性研究，然而他的文字表達能

力可能跟數字程度差不了多少，成為指導教授最困擾的個案。本書簡介質性研究的意

涵、研究進行程序，以及研究的類型，再接著介紹如何分析質性資料。多使用質性資

料的個案研究為下一章，先介紹研究設計與分析，再簡述用整體性和嵌入式混搭的四

種設計類型。個案研究的資料收集有多種來源及形式，文中亦介紹如何以建立研究資

料庫和證據鏈的方式，以增加研究的信度。 

從上述章節中，研究生們應該已經有了量化和質性的概念，下一步便能進入混合

方法研究。混合的類型分為固定與萌發兩種性質，端看是在開始計劃研究時就決定使

用量化和質性兩種資料收集，或是在研究進行中才發現資料不夠充分，而加採另一種

資料收集方式。此外也可依據時間序或方法優先性作為類型的劃分，分別為時間序、

三角檢證設計、解釋的設計、探索的設計。文中也介紹混合的實施步驟，並於文末提

醒同學們，使用混合研究設計是因為我們相信兩種方法會比單一種，更能理解研究問

題。 

在其他研究方法中提及的四種，是為了沒有學校現場可以實踐或是喜歡自己完成

工作的同學們準備的，包括可以說個好故事的敘事研究，針對文本進行分析的內容分

析，把別人完成的研究做一個統整分析的統合研究，或是常用在特殊教育的單一受試

者研究。 

四、尾聲 

跟研究生討論論文方向的時候，我會先聽聽看他們有興趣的議題，畢竟要陪伴他

們一至二年的任務，一定要對任務的主題有熱情才行。有了主題才討論適用的研究方

法，研究生再回頭檢視自己的能力是否能達成。在討論過程中，研究生總會來來回回

修正自己的想法跟方向，最終總能找到自己想做、也能做到的題目。無論如何，能不

能做到還是要由指導教授評估啦！ 

《音樂教育研究的十四堂課》是一本陪伴研究生寫論文的工具書，期望在他們寫

作產生困惑時，隨時翻閱便能找到解答。不過這時我都會附註：找不到解答時，請翻

閱另一本書，或請親洽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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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版之素養導向系列叢書介紹  

        本書在提供國民小學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教材教法教學，以及各科現

職教師專業發展之用。因 108 課綱規範小學以領域教學為原則，故而本

書以統整音樂、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為基礎，兼及不同學科的學習理論

和實務的特色，深入探究藝術領綱的內涵和課程發展要旨、統整探討藝

術領域的教育原理與教學方法，和解讀實際教學實例，以提供小學藝術

教學的研究及實踐之參考。 

        全書內容包含了藝術的素養導向教學、藝術課程設計實例、藝術領

域統整和議題融入、藝術領域內的統整和跨領域教學、藝術領域學習評

量，和在職教師的教學或專業能力發展資源。  

中 學 音 樂 教 材 教法   

作者：林小玉等著  

        本書以國中及高中之音樂教材教法為撰文標的，第一至四章「理論

篇」探討十二年國教課綱總綱和中學音樂領綱內涵與特色、中學音樂科教

材教法之學理、課程發展與相關研究、音樂課程設計與課程評鑑、十二年

國教之中學音樂科教學理論與教學法；第五至十章「實務篇」則涉及中學

音樂科課程設計與開發之方法與實例、素養導向教學方法與實例、十二年

國教之中學音樂主題/探究/議題融入教學方法與實例、統整教學方法與實

例、學習評量趨勢與實例、教學資源與運用。 

        本書特色包括剖析中學音樂教材教法之學理基礎與學術發展趨勢；將

新課綱理念與實質內容轉化於音樂教材教法中；重視音樂課程、教學與評

量之實例探究；強調資源運用以反映時代趨勢。  

國 小 藝 術 教 材 教法   

作者：鄭明憲等著  

        教育部的素養導向系列叢書出版計畫，在黃政傑教授、吳俊憲教授、鄭章華助理

研究員帶領研究團隊的推動下，召集國內四位學者（張武昌教授、張俊彥教授、方德

隆教授、陳瓊花教授）擔任子計畫主持人，總計編撰 44 本。陳瓊花教授領導之子計

畫，其中與藝術領域相關之五本專書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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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版之素養導向系列叢書介紹  

    本書集合大學與中等實務教師，期能提供大學端師培教授與師

資生於「學科領域內容教學知識」（PCK）的「表演藝術教材教法」

課堂參考使用。試以十個章節，分理論與實務兩篇，於理論篇方面

從總綱、領綱到表演藝術課程內容之綜合歸納與分析，再論及表演

藝術教材教法的發展與課程設計及教學評量，最後論述其教學理論

與方法。實務篇，延伸自理論的架構，從課程設計、教材研發與教

案撰寫，進而以素養導向舉出教學實例，再輔以課綱中規範須於課

程內融入議題教學與跨領域的統整教學方式，最後就學習評量策略

與教學資源應用及開發提出一些實際案例。  中學表演藝術教材教法 

作者：李其昌等著  

    全書分十章，第一至第四章為「理論篇」：概述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總綱的規範、引導及藝術領域課綱之內涵與特色，以理

解自 108 學年度起實施新課綱的重點方向。簡述「藝術生活」課程

與教材教法的發展脈絡，將二十多年來歷經四次修訂的內容做一比

較，並以「藝術生活」的課程設計、教學評鑑、教學理論及教學方

法等深入探究，以奠立課程教材教法的理論基石。第五至第十章為

「實務篇」：則由課程設計、教材研發與編選、教案撰寫等導入，

再分別以「素養導向」、「主題／探究／議題融入」、「統整／跨

域」之教材教法，及學習評量等，分章介紹教學原則與策略，並列

舉「視覺應用」、「音樂應用」、「表演藝術─戲劇」及「表演藝

術─舞蹈」等實例對應參照。  

高中藝術生活教材教法

作者：丘永福等著  

        全書共分為十章，第一章概述藝術領綱的特色與內涵，為本書提

供閱覽脈絡。第二章探討在不同藝術教育思潮下，中等學校視覺藝術

科的演進與教材教法的發展趨勢。第三章為視覺藝術／美術的課程設

計與教學評鑑，探討藝術素養導向之課程設計與教學評鑑之操作模

式。第四章為視覺藝術教學法，闡釋視覺藝術科不同教學方法的特質

與應用。第五章則說明視覺藝術／美術之課程設計、教案撰寫、教材

開發編選的原則與實務等。第六章至第八章為不同的視覺藝術／美術

教學取向與實例，包含素養導向教學、主題／議題／專題探究融入教

學，以及統整跨域教學等。第九與第十章則分別處理視覺藝術／美術

的學習評量方法與教學資源運用。  
中學視覺藝術 / 美術教材教法 

作者：趙惠玲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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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法」修訂草案與公聽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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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課綱修訂與社會發展、時代變遷，教育部目前正在修訂「藝術教育法」草案

中，係委由臺師大美術學系趙惠玲教授（本學會常務理事）、音樂學系陳曉雰教授（本

學會理事），與臺藝大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李其昌教授（本學會理事）共同負責，並

擬透過辦理線上公聽會方式廣納各界意見。 

        相關資訊詳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SEabSIW06NR9YUXRUa9s-

KjwCGCn_7Y?usp=sharing，內含藝術教育法草案公聽會版，意見回饋表單以及藝術教

育法草案線上公聽會注意事項。 

公聽會之進行方式及規劃如下： 

1. 110 年 8 月 6 日 12:00 始，以線上表單蒐集各界意見，專家學者、教師、民間團體

及社會人士可針對藝術教育法修正草案，填寫意見回饋表單提出修正建議，每人填

寫以 1 次為限。  

2.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修團隊線上簡報藝術教育法修正草案，並公開直播。 

（1）場次時間：第一場： 1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14:00 

第二場： 110 年 8 月 17 日（星期二）14:00  

（2）網路直播：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藝術教育」專頁，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moe.art.education 

3. 兩場公聽會直播將針對回饋表單蒐集之意見進行統整回應，8 月 6 日 至 8 月 11 日

收集之意見於第一場直播統答，8 月 12 日至 8 月 16 日收 集之意見於第二場直播

統答。欲聆聽直播回應者，請盡量於上述時間 內完成填答，以便意見統整。 

4. 公聽會網路直播結束後，回饋表單將持續開放至 110 年 8 月 20 日 23:59 止。 

      「藝術教育法」對藝術教育領域的保障與推動至為重要，誠摯邀請所有會員踴躍參與

及支持。 

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法」修訂草案與公聽會資訊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SEabSIW06NR9YUXRUa9s-KjwCGCn_7Y?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NSEabSIW06NR9YUXRUa9s-KjwCGCn_7Y?usp=sharing
https://www.facebook.com/moe.art.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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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臺灣美術經典講座暨新秀論壇 】 

September 

8 August 
【跨領域美感創課工作坊（美感覺察的生活實踐 –多元文化與人權教育）】 

2021 年 8 月 20 日（星期六）9:30 ~ 16:00 

報名日期： 7 月 23 日至 7 月 30 日止 

主辦單位：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活動網站： https://www.inarts.world/ 

10 October 

2021 藝術教育相關 
工作坊及研討會訊息 

2021 年 9 月 25 日（星期六）至 9 月 26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3 月 8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6 月 7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美術館 

活動網站： https://pse.is/3krhm2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2021 年「藝術之動」學術研討會 】 

2021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09:00 ~ 17:30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6 月 16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7 月 31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網站： https://reurl.cc/5rEbEz 

【 2021 美感跨域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 】 

202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08:00 ~ 17:30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6 月 28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8 月  4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人文教學研究所 

活動網站： https://ntua2451.wixsite.com/arteducation 

【 2021 年第九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至 10 月 16 日（星期六）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7 月 31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8 月 27 日止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活動網站： https://nptuecc.wixsite.com/2021-icte 

13 

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相關工作坊及研討會訊息 

【 2021 藝術才能教育國際論壇：潛藝適才・課程前瞻 】 

2021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至 10 月 17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活動網站： https://artistic.finearts.ntnu.edu.tw/article/detail/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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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研討會 

《戲・聚—跨領域的美學對話、創作交融與社會參與》】 

10 October 

2021 年 10 月 22 日（星期六）至 10 月 24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 2021 年 2 月 15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活動網站： http://ddca-conference.nutn.edu.tw/ 

【 2021 台灣舞蹈研究學會暨國際舞蹈與兒童聯盟臺灣分會聯合研討會 】 

2021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至 10 月 24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 2021 年 7 月 15 日止 

主辦單位：台南應用大學舞蹈系、台灣舞蹈研究學會、世界舞蹈聯盟亞太分會 

活動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view/tdrs/%E9%A6%96%E9%A0%81?authuser=0 

【 第一屆全球音像藝術研討會：視域進化 】 

2021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五）至 10 月 30 日（星期六）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7 月 30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10 月 1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 

活動網站： https://atatw.org/?p=2713 

【 2021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全國碩博士戲劇學術論文研討會–解鈴還需戲鈴人 】 

202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六）至 10 月 31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6 月 21 日 12:00 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9 月 20 日 12:00 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研究所學會 

活動網站： http://theatre.tnua.edu.tw/news.php?id=128 

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相關工作坊及研討會訊息 

11 November 

【 Art and Critical Ecologies: Multiscalar Engagements 】 

2021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至 11 月 13 日（星期六） 

徵稿日期： 2021 年  8 月 15 日止 

主辦單位：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Wanwu Practice Group 

活動網站： https://shared-campus.com/themes/critical-ecologies/conversations-

with-ten-thousand-things/symposium-embodying-local-knowledges/multiscalar-
engagements/?fbclid=IwAR0B0lxmM8xhEEtiXWIYEA54-
FT0tdVqTFQvjUr7PGqU6KJKaApHV877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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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的傳統與未來── 2021 臺灣音樂學會暨臺灣音樂學論壇年度研討會 】 

11 November 

【 美術館中的美術史:群眾・知識的全球化流動 】學術研討會  

202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4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3 月 21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 

活動網站： http://www.twaha.tw/?p=2779 

202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至 11 月 20 日（星期六） 

徵稿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止 

主辦單位：臺灣音樂學會、臺北市立大學 

活動網站： http://taiwanmusicologyforum.blogspot.com/2021/02/2021.html 

【  2021 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音樂雙語教學的跨域協作」 】 

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9:30 ~ 16:40 

徵稿日期：相關訊息陸續在 9 月於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網站公佈。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音樂教育學會、藝術教育研究學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 

活動網站： https://musikeducation.wixsite.com/music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21 國際雙語教育學術研討會 】 

2021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至 12 月 5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培處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活動網站： https://icbe2021.edzil.la 

【 「地方美術館與當代藝評實踐」線上學術研討會 】 

202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至 12 月 19 日（星期日） 

徵稿日期：（論文摘要）2021 年   8 月 15  日止 

                   （論文全文）2021 年 11 月   1  日止 

主辦單位：桃園市立美術館、中華民國藝評人協會 

活動網站： https://tmofa.tycg.gov.tw/ch 

12 December 

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相關工作坊及研討會訊息 

2022 
【 2022 音樂藝術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 

2022 年 5 月 3 至 5 月 4 日（星期二、星期三） 

徵稿日期： 110 年 10 月 30 日透過論文投稿系統投稿 

活動網站： https://music.nptu.edu.tw/p/406-1126-132795,r2.php?Lang=zh-tw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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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 43 期徵稿中英文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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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 43 期徵稿中英文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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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息 快 遞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 43 期徵稿中英文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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