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音樂+X」招生 培植跨域人才 

許多從小學音樂、學科成績也優秀的孩子到了高中階段就得面臨是否放棄音樂的

抉擇，有沒有可能兩者兼顧？本校藝術學院明年將增設「音樂組」，招收學科、

術科皆優學子，培育音樂治療、AI音樂創作、音樂科技等「音樂+X」的多元音

樂人才。 

清華藝術學院增設「音樂組」 

本校音樂系張芳宇主任表示，明年音樂系招生 34人，仍採以術科聯合甄試為主

的選才方式；但以招收跨領域學生為目標的藝術學院學士班則增設「音樂組」5

個名額，以個人申請管道入學，考生必須先參加學測，國、英、數三科分別達均、

前、前標，第二階段再參加單獨的術科考試及面試。 

張芳宇主任表示，藝術學院音樂組學生入學後將接受雙專長的培育，第一專長為

音樂，第二專長則可選擇醫學、資工、電機、材料、管理、幼教等，鼓勵學生跨

域學習，畢業證書也會註明音樂及另一項專長。 

不必再為升學、就業放棄音樂 

張芳宇主任分析，因「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許多家長很願意送孩子去學鋼

琴、小提琴等樂器，甚至報考中小學的音樂班，但等到高中必須考慮升學問題時，

又擔心「學音樂沒前途」。她坦言，國內音樂系多著重培養學生的演奏技巧，但

最終能成為演奏家者畢竟是少數，多數音樂系學生畢業後選擇從事教職。 

張芳宇主任發現，清華一般科系「臥虎藏龍」，有許多音樂底子相當深厚，也十

分熱愛音樂的學生，今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非音樂系組）大、中、小提琴獨奏

第一名都出自清華，只因未來就業考量而離開了專業的音樂道路，「只要能跨域

結合，學音樂絕對有前途！」 

音樂、化工雙主修 要創 AI音樂 

本校音樂系大四生趙繼群很看好「藝術學院音樂組」的招生，因為他就曾掙扎於

音樂及就業的兩難。趙繼群從國小一年級就開始學小提琴，一路上兼顧學業及音

樂，考上新竹高中普通班，準備升大學時，家人希望他放棄音樂、全力準備學測，



趙繼群還因此鬧了一場小小的家庭革命；最終他與家人達成協議，報考音樂系，

但要雙主修化工。「所幸念了清華大學，可以追求自己所愛，同時滿足父母的期

待。」他說。 

趙繼群不僅精通小提琴，還會作曲並鑽研聲樂，假日打工是在殯儀館拉西索米，

他也是清華化工系唯一雙主修音樂的學生。悠遊在音樂與理工領域的他，還曾創

作出一首結合巴斯卡三角形數學原理與布農族八部合音的樂曲。 

「知識是流動的、不應被領域侷限；多一項專業，就能多一份視野。」趙繼群說。

當他背著背包在國外自助旅行，跟青年旅館認識的新朋友說自己雙主修音樂及化

工時，「他們幾乎都瞪大眼睛、不敢置信，但有何不可呢？」他笑說。 

最新的一部《星際大戰》電影中，就有一曲配樂出自 AI人工智慧創作。趙繼群

看好 AI音樂潛力，未來也想投身此一領域。他認為，目前研發 AI音樂者多缺乏

紮實的古典音樂背景，做出來的音樂較為生硬。他希望運用自身音樂專業，磨去

AI生硬的稜角、注入情感，創作出更能觸動人心的 AI音樂。 

音樂+經濟+外語三專長的小提琴手 

本校的清華學院招收音樂、美術、體育特殊專長學生，李悅榮就是音資生之一。

李悅榮目前就讀科管院學士班四年級，第一專長選擇經濟，第二專長是外語，同

時還雙主修最愛的音樂。集三項專長於一身的她從小學小提琴，考大學時也曾想

以音樂系為第一志願，但被家人「勸退」，自己也有些擔心讀音樂的未來出路問

題，因此最終選擇了能兼顧興趣與就業的清華大學。 

李悅榮高中就讀台中女中普通班，因不想放棄音樂，得同時兼顧課業與練琴，她

幾乎沒有任何休閒娛樂，「從來不知道同學假日在做什麼。」如今上了大學，也

因選擇雙專長，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學習。她認為如果藝術學院新設音樂組，應

該可以讓像她一樣熱愛音樂的學生學習之路走得容易一些。 

結合音樂及管理雙專長，李悅榮畢業後想從事藝術展演廳的藝術行政及管理工作。

儘管要兼顧音樂及學科十分辛苦，但她仍想勉勵與她一樣懷有音樂夢的學弟妹不

要輕言放棄，這條路上有無限可能，只要堅持，就一定能夠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本校藝術學院明年增設「音樂組」，培

養跨域音樂人才。 

本校雙主修音樂、化工學生趙繼群(左)

與音資生李悅榮合作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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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雙主修音樂、化工學生趙繼群(右)

與音資生李悅榮合作譜曲。 

  

本校雙主修音樂、化工學生趙繼群

(右)與音資生李悅榮合作譜曲。 

本校音樂系張芳宇主任鼓勵音樂系學生

跨域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