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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澳門音樂教學評估
的當下與未來
文│祁子翔

澳門的音樂教育現狀

澳門有着自己獨特的教育環境，“放

任式”的教育模式明顯阻礙了該地區教育

水準的發展（Wong,	2014）。然而，在回

歸後，為使澳門主權順利移交中國，1999

年過渡性政府經由澳門教育暨青年發起了

第一次課程改革。近十年來，澳門音樂課

程經歷了幾次重大的發展，澳門教育暨青

年局（DSEJ）先後推出了《澳門音樂大

綱（1999）》、《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

框架（2014）》、《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

本學力要求（2015）》、《初中音樂課程

指引（2017）》等文件，明確了澳門從小

學至高中音樂學習標準和教學目標，為教

師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而在教學實踐中，由於學校享有較高

的教學自主權，因而各個學校在選用教材、

授課時數、教學方法、評估模式等方面都

存在着較大的差異（Viny,	2009；易海燕，

2011）。此外，澳門音樂教育仍面臨一些

現實問題，如學校音樂教師教學負荷高、

教師師資差異大等（戴定澄，2005）；教

師們指出音樂在澳門被認為是一門不重要

的學科，同時學校的管理者也並未對其產

生較高的關注（代百生，2011）；另外，

音樂競賽成為評價音樂教師的重要標準，

這種現象也給音樂教師帶來了更大的壓

力，意味着音樂課可能被用於樂團的訓練。

因此，學生可能失去了接受多樣化音樂教

育的機會（Wong,	2014）。

澳門的音樂教學評估

作為音樂教學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音樂教學評估早在 1999 年就被納入澳門

課程中，後經歷了一系列的優化和升級。

然而這些指導和建議仍停留在理論和政策

的層面，其實踐有效性的探究尚未在文獻

中提及。

在《澳門音樂大綱（1999）》中，有

關音樂教學評估的敘述比較籠統，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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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客觀性、公正性以及全面性，但並

未提出明確的評估指標，僅要求教師採用

平時考察、期中和期末考試並配合觀察法

客觀地進行教學評估（DSEJ,	1999）；所

提及的具體評估方法也僅有歌唱、提問、

筆試以及匯報四種形式，且音樂表演尤其

是歌唱板塊在音樂教學評估中佔有主導地

位（DSEJ,	1999），因此學生除了音樂表

演外的其他音樂能力常常被忽略（Edward,	

1999；Barkley,	 2006；Wesolowski,	

2012）；另外，相關的指引給予教師在進

行評估時充分的自主權，但評估的有效性

無法保障，基於出勤、課堂表現以及非正

式觀察的音樂教學評估方式的合理性存在

一定的爭議（Fisher,	2008；Wesolowski,	

2012），教師的評估手段被認為缺乏客觀

性（劉啟平 ,	2004；Barkley,	2006）。

在《初中音樂課程指引（2017）》中

提出了有效的、系統的評估框架，即：“學

習成果的評估”、“學習成果的評估”以

及“學習方向的評估”。“學習成果的評估”

是一種傳統的評估功能，要求教師通過一

些總結性的評估手段產生學生的學習成

績；“促進學習的評估”主要突出學習過

程的評估和反饋，它既有利於學生的學習，

又有助於教師的教學（Shuler,	2011）；“學

習方向的評估”（AAL）是指在學習過程

中，學生通過評估活動及反思改善學習的

策略和方向（DSEJ,	2017）。《初中音

樂課程指引（2017）》亦列出了幾種具體

的評估方式，例如：表現評估、觀察法、

學生自評與互評法、檔案記錄法（DSEJ,	

2017）。然而，這些指引大多還停留在介

紹及釋義的層面上，因此在音樂教學的實

際應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問題。若教師對

於音樂教學評估的本質缺乏認識，會導致

教學評估目標不明確（Fisher,	2008）；

最後，教師不重視甚至忽視音樂教學評估

的重要性也是導致其無法有效評估學生

音樂能力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Barkley,	

2006）。伴隨本地音樂課程框架趨於完善，

教學目標及標準更為精細化，教學評估的

有效性也對本地音樂教師提出了巨大的挑

戰。

音樂教學評估的發展趨勢與困境 

近年來，隨着音樂課程的實踐性增

強，一些音樂教育呼籲教師廣泛應用真實

性音樂評估，即：讓學生在現實世界的音

樂環境中被評估，例如：音樂合奏、實地

考察或參與音樂節等。最原始的真實性評

估例子是要求學生在課堂環境中進行歌唱

表演，這種評估方式天然地構成了一種公

共活動，能夠為學生提供展示其音樂潛能

的平台，使其以表演者的身分體驗音樂家

的感受，以達到培養學生產生共情的教學

目的（Asmus,	1999）。然而真實性評估

存在難以兼顧標準化的問題，這會在很大

程度上導致統一性問題，因為不同地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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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曲目難度等因素無疑將影響評估的

公平性及規範性，從而影響評估的有效性

（Philip,	2019）。

其次，伴隨着音樂課程不斷升級，教

學內容以及教學方法等內容更為多元化，

因此傳統的僅僅以歌唱為基礎的單一評估

方式顯然無法達到教學評估的有效性。劉

旺（2004）認為音樂教學評估應當基於加

德納多元智能理論提升評估目標、內容、

方法、工具以及主體的多樣化。

在中國大陸，《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

準（2011）》明確指出，音樂課程的目

標是通過音樂課程和參與各種音樂實踐活

動，培養學生的基本音樂素養，學生不僅

要具備基本的音樂知識和實踐能力，而且

要有較高的理解能力和審美品味。劉啟平

（2017）強調評價體系的多元化，即：教

師應合理地綜合運用激勵評價、過程評價、

課堂評價、終結性評價等多種評價方式，

促進學生的音樂學習，激發其對於音樂的

熱愛，並為其人格發展奠定基礎。

而以香港為例，音樂教學評估大致

可分為成就導向型和非音樂本體型。除

了音樂知識與技能外，也同時評估學生

的價值觀、態度及其他能力等。課堂表

演、工作紙、實踐測試、音樂會報告、

作品點評和項目學習是香港音樂教師最

常用的幾種音樂教學評估方式。大部分的

香港教師認為成就為導向的評估方式更適

用於教學實踐，而對於非音樂本體的評估

方式的應用感到不同程度的困難（Wong,	

2014）。因而在普通學校音樂教育中，由

於學生的音樂學習背景、氣質類型、個性

特點甚至學習態度等方面的差異較大，音

樂教學評估在本質上很難顧及學生的個體

差異也是影響其多元化的原因之一（Philip,	

2019）。

另外，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逐漸

得到了教師和學者的認同。中國古代幾千

年來，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教育思想對當

代中國教育有着巨大的影響，有學者認為

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

響（Wong,	2014）。教學評估也常常被

局限於傳統的應試考試，因而造成學生的

緊張及焦慮情緒（Shuler,	2011）。而近

年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評估理念得到

了許多教師及教育專家的認同，許多音樂

教學評估手段提倡教師與學生共同完成。

這些評估方式可以被視為一個持續形成的

過程，體現了“促進學習的評估”以及“學

習方向的評估”的特點，旨在幫助學生更

好地理解音樂理論並將其運用到音樂實踐

中；另外，這些評估方法不僅有助於提高

學生的專項音樂能力，而且對學生共性能

力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並促使他們將

這些習得的能力綜合應用到其他學科的學

習中（Valle	and	Christopher,	2015）。然



3766 · Revista dos Docentes · Teacher Magazine

而這些教學評估手段在教學時面臨着一些

實際問題，例如：“學習成果的評估”和“促

進學習的評估”並不相互排斥，從評估中

獲得的資訊可以同時發揮這兩種作用。因

此有時兩者的邊界是模糊的，這會在概念

上為教師增加實踐的難度；另外，教師在

“學習成果的評估”和“促進學習的評估”

中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因此教師需要充

分考慮引導和教學的比重，並將兩種功能

區分開來（Sheila,	2012）；最後在實際

的教學環境中，由於學生的個性差異和教

學資源的局限性，目前很難將“學習方向

的評估”系統地運用於教學評估中。

結論

當前音樂教學評估的主要發展趨勢為

多元化、實踐化並提倡以學生為中心，但

這些新理念在音樂教學評估的應用中大多

停留在理論上；而另一方面，澳門在音樂

教學評估的實踐中存在諸多影響其有效性

的因素。從教育政策層面看，有課程標準

與大綱；從學校管理的角度看，包含：學

校性質、班級容量、教學資源、教材選用

等；而學生個體差異、教師能力、師生關

係等因素（Ngrassellino,	2015），同樣

導致許多評估理論無法轉化為有效的評估

工具應用於實踐中。因此對於澳門的音樂

教師來說，音樂教學評估仍充滿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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