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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適用於2028年起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藝術教育組

課程發展處

教育局

(1) 學校網絡計劃

(2) 校內開辦音樂科或

(3) 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ATEC)
• 原校遞交申請表

• 參與音樂能力測試 (入學評核)

報讀音樂選修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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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選擇和職業前景

領域／科目 未來發展

視覺藝術科、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以及
與藝術相關的應用學習課程

• 多媒體和網頁製作
• 廣告和舞台設計
• 電視和電影製作
• 廣播及唱片製作

語文科
• 藝術行政
• 劇本創作
• 與藝術有關的評論及傳媒工作

生物科及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 • 音樂治療

物理科 • 音響工程及建築音響設計

 學生於高中選修音樂科，對他們將來在大專院校修讀音樂課程會有莫大的裨益。
以下是有開辦與音樂科相關學士課程的大專院校例子：

 此外，高中音樂科的研習與其他學科有緊密的連繫，例如：

• 香港大學 • 香港教育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演藝學院

• 香港浸會大學

課程架構
四個學習目標

正確的
價值觀和態度

12種首要的價值觀和態度：

「堅毅」、「尊重他人」、
「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
「承擔精神」、「誠信」、
「仁愛」、「守法」、
「同理心」、「勤勞」、
「團結」 和「孝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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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架構
單元 修讀要求

單元一︰
聆聽

聆聽及研習範疇一至四所列出的樂期及

樂種／風格涵蓋的音樂作品

範疇一︰西方古典音樂

範疇二︰中國器樂

範疇三︰粵劇音樂

範疇四︰本地及西方流行音樂

單元二︰
演奏

甲部：合奏

• 合奏或合唱兩首或以上不同風格的樂曲；並進行

口頭報告以闡釋對所演奏樂曲的理解和詮釋

乙部：獨奏

• 獨奏或獨唱兩首或以上不同風格的樂曲，

並在口試中闡釋對所演奏樂曲的理解和詮釋或

• 提交認可資格的證明以申請豁免考試

單元三︰
創作

根據既定的作品要求（五選二）創作兩首不同風格

的音樂作品，並以反思報告的形式，記錄和展示

每首音樂作品的創作過程

3 首指定曲目

透過聆聽、演奏和創作達至四個學習目標

評估模式
 公開考試

必考部分 內容 考試時間 比重

聆聽

公開筆試

甲部：西方古典音樂

乙部：中國器樂、

粵劇音樂、

本地及西方流行音樂

甲部：約 90分鐘

乙部：約 90分鐘
50%

演奏

校外評核

甲部：合奏或合唱（實習考試）

乙部：獨奏或獨唱（實習考試）

或 其他認可資格

甲部：約 15分鐘

乙部：約 20分鐘
30%

創作 校外評核（作品集） 不適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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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宗旨

 發展創造力及培養審美的能力；

 進一步發展音樂技能；

 建構不同音樂文化的知識；

 發展評賞音樂的能力，並透過音樂有效地與人溝通；

 奠定繼續進修音樂和從事與音樂相關工作的基礎；以及

 培養對音樂的終身興趣，並發展對音樂的正確價值觀和態度。

學與教資源舉隅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index.html

• 四個研習範疇的參考資源

• 粵劇音樂教學資源

 粵劇合士上

 粵劇合士上—梆黃篇

 拼音對照表—粵劇音樂

• 指定曲目教學資源

• 流行音樂教學資源

• 閱讀參考書目

• 互聯網參考資源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resources/mus-curri/index.html


5

參考資料
 《音樂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2024年9月更新）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

edu/curriculum-docs/mus_c_and_a_c_2024.pdf

 如有查詢，請聯絡就讀學校科任教師或班主任

學生活動

學生透過參與各類藝術學習活動，例如出席音樂會及進行音樂創作，能有效提升音樂欣賞及
創作能力。為支援學校推行相關課程，教育局舉辦多種藝術學習活動，例如：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藝術學習活動的詳情，請瀏覽藝術教育組網頁：

謝謝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_c_and_a_c_202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