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透過北管鑼鼓教材的編寫、課程的實施，以及課程實施的成果分析，本章綜

合「北管鑼鼓樂在國校藝術與人文領域的教學應用」之結論，並提出一些建議，

作為未來相關研究與課程推廣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本試驗課程除具體編製14堂適用於小學三年級藝術與人文課程的北管鑼鼓

教學活動之外，在實施過程中，即已達到真正傳承北管鑼鼓音樂的目的與意義，

此外，也發現透過此教學活動，學生的節奏能力、合奏能力與學習專注力皆明顯

提升。 

 

一、增進學童的節奏與合奏能力顯著 

 

    以北管鑼鼓音樂為訓練學童節奏能力的素材，效果相當顯著。原因在於北管

鑼鼓音樂是一種以打擊樂器為載體的音樂形式，所運用的音樂元素，就是最簡單

的「節奏」。相對於西方古典音樂的體系，以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四分休止符

等無生命的符號為節奏的代號，並透過機械式的反覆性練習，而獲得節奏的知識

與技能，北管鑼鼓音樂則以「鼓詩」的譜字為節奏訓練的基礎，譜字由各種模擬

北管樂器的狀聲字組成，具有「立體聲響」的特性，如唱念「叮咚」、「匡」等，

聽起來似有一股鄉土風味的生命力。 

    利用北管鑼鼓的譜字所組成的一首首「鼓詩」為節奏訓練的教材，再透過循

序漸進的課程安排，當學生能夠背誦各鑼鼓鼓詩的節奏，則已大致掌握了該首樂

曲的整體聲響節奏。之後，再透過老師引導的肢體律動教學，感受各樂器的節奏

律動感，繼之，親自操作樂器時，大多數學生都能相當輕鬆的掌握不同樂器之節

奏。表4-3-1節奏能力的學習成效分析表，即是在此教學架構與課程進度下的教學

成果，這個成果顯示三年級54位學生，對所學的鑼鼓樂曲之樂器節奏，對應於西

方古典音樂體系之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四分休止符，94%以上的同學有正確的

認知與理解。在這樣的基礎上，學生實際操作樂器時，一個班級27位同學，大多

能精準敲打出正確的節奏，特別需要教師多加引導練習至純熟的同學，一個班級

不超過5位。可見，北管鑼鼓音樂以類似唐詩吟誦的「鼓詩」譜字為節奏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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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讓學生對樂曲有一種聲響的想像，更容易掌握鑼鼓樂曲的節奏，從而增進

節奏能力。 

    除了節奏能力之外，北管鑼鼓音樂因屬群體合奏的音樂類型，故對增進學童

的合奏能力亦有顯著的幫助。 

    相較於掌握拍子快慢、長短的節奏能力，能與其他樂器一起敲奏的合奏能

力，需有更多的技巧與技術。這個能力，包括必須對自身負責樂器的節奏有相當

穩健的把握，同時必須靠著耳朵，聆聽其他樂器的聲響節奏，而在一邊演奏自己

的節奏之際，還不能受其他樂器不同節奏之干擾而出錯，反而需要更加打開自己

的聽覺，讓自己在多聲部的多節奏之層次下，和諧而整齊的完成整個合奏過程。

換言之，合奏能力是一種精進的節奏訓練，更是一種多聲部的聽覺能力之養成。

這種合奏能力之養成，通常一時之間是無法達成的。 

    北管鑼鼓音樂本身就是一種合奏型態的音樂，它是一個聲響總體的組成，其

組成以「鼓詩」為基底，各樂器在這個基礎上，分別扮演不同的節奏功能與聲響

層次。所以，所有學生學習相同的「鼓詩」，再依所擔任樂器之角色學習該樂器

之節奏。當所有樂器一起合奏時，所產生的整體聲響便是「鼓詩」譜字的真實再

現。因為有這層特殊的關連性，學生學習北管鑼鼓合奏更容易上手，原因是：第

一，所有樂器共用同一首鼓詩，教師不必為不同樂器編寫不同節奏型態的樂譜，

在教學現場上，更為省時便利；第二，北管鑼鼓「鼓詩」的譜字，與合奏所產生

的真實聲響，是緊密連結的，當合奏的聲響在學生唱念鼓詩時，便已存於心中，

便具有某種程度的熟悉性，也就是說，合奏的整體聲響，是將譜字聲響化、具體

化與立體化，這樣的關係，利於學生學習樂器的合奏，有助於學生訓練多層次的

節奏感。 

    從表4-1-2合奏能力的學習成效分析表，可以看出每組大都能達到連續3次完

整無誤的合奏程度，而部分樂曲有1-3組透過5次的合奏次數，達到3-4次的完整的

合奏。這個教學成效顯示對於所學習的北管鑼鼓樂曲，學生不但具有掌握個別樂

器的節奏能力，更能在多層次的整體節奏聲響中，與其他樂器一起合奏，從而提

升、培養節奏與合奏能力。 

    因此，北管鑼鼓音樂屬於群體合奏之特性，揉合節奏與合奏之元素，故學生

學習北管鑼鼓音樂，能同時增進節奏與合奏能力，並效果顯著。 

 

二、能提升學童的學習專注力 

 

    任何的學習活動都需要專注力，但北管鑼鼓樂器合奏更需具備專注力。 

    任何的樂器合奏，都需要專注力，專注於音樂旋律與節奏的正確性，專注於

整體聲響的和諧性、專注於音樂的流暢性、專注於音樂的細膩詮釋等。若不論音

樂詮釋、音樂流暢和諧性與否的主觀性問題，純就可以客觀判定的旋律與節奏之

正確性來說，其他類型的音樂合奏，每個人僅需跟著整體的節奏與速度，將個人

所負責的部分正確敲奏，大致上不會影響整體的合奏結果。然而，北管鑼鼓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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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樂器是板鼓，負責板鼓樂器的「頭手」(指揮者)，可以自由靈活的串連不同鑼

鼓，可以決定鑼鼓反覆的次數，可以隨機改變鑼鼓的快慢速度，可以視運用情況

結束或開始等，因此，負責執掌北管各鑼鼓樂器者，需分分秒秒「凝視」板鼓的

各種動作與手勢，若稍有分心，也許正巧碰到「頭手」變換鑼鼓之際，此時必定 

因「放炮」敲錯而影響整體。換言之，北管鑼鼓音樂因樂曲具有靈活變化的自由

性，使得樂曲的合奏有極大的彈性，而這彈性就需靠所有合奏者在專心凝神中共

同完成。 

    在教學過程中，從教導肢體律動感受各樂器的節奏型態，及個別樂器節奏的

敲擊，教師都用板鼓指揮，讓學童熟悉板鼓各種手勢動作的意義與作用，並養成

其透過仔細觀察板鼓的速度與手勢來敲奏的習慣。即便已有這些先驗經驗，進行

合奏教學時，仍有幾位學生在大家一起敲奏時東張西望，而頻頻「放炮」，此時

仍得不斷提醒學生，必須專注的觀看板鼓的指揮動作，並再次練習直至將其「散

亂的心」拉回至板鼓的動作中。因分心而「放炮」的同學，往往也因「放炮」時

製造的突兀聲響，讓其成為眾目睽睽的焦點，或者說，此「突兀聲響」某種程度

也震醒其「散亂的心」，促使其必須專心一志的跟隨板鼓的指揮。另一種情形，

是學生眼睛看著板鼓指揮的動作，但「內心」並未唱念「鼓詩」，致所敲奏出來

的節奏，與板鼓的速度不符，而產生節奏紊亂的情形。這種情形，是「表面」呈

現出專注的表情，實則「內心」並未專注的跟著整體的節奏進行。因此，北管鑼

鼓合奏，必須眼睛分秒不差的看著板鼓的指揮，此為「外在」顯現的專注力；同

時，內心必須唱念鼓詩的節奏，以與板鼓指揮的速度一致，此為蘊藏在「內心」

的專注力。亦即，北管鑼鼓合奏，是一種需要心神集中、啟動內心節奏韻律感的

音樂活動。 

    從表4-3-2專注力提升之成效，可見大多數同學都能連續而專注的看著板鼓樂

器之指揮，一個班級約有1-3位同學無法連續3次專注跟隨指揮的速度或手勢，但

經過提醒與糾正後，最後都能在5次合奏中，達到3-4次專注敲擊且完全無誤的程

度。因此，北管鑼鼓的特性：以板鼓為指揮樂器，而板鼓具轉換速度、掌控反覆

次數、肩負開始與結束等任務，使得所有擔任樂器敲奏者，必須專心一志觀察這

些靈活運用與彈性自由的各種動作指示，才能避免「放炮」，以達整齊、和諧之

合奏。故透過北管鑼鼓樂器的合奏訓練，可提升學童的學習專注力。 

 

三、具傳承臺灣本土傳統音樂之意義 

 

    北管在臺灣流傳二、三百年，流傳範圍遍及臺灣全島，深入閩南、客家族群，

且影響歌仔戲、客家採茶戲、布袋戲、傀儡戲、客家八音等戲曲音樂甚鉅，是臺

灣最重要的樂種。然而，民國60年代之後，面對臺灣傳統文化整體性的式微，以

及音樂嚴重西樂化的轉變，北管音樂的保存與傳承受到極大的考驗。這樣的時代

環境之變遷，加上學校音樂教育又全盤以西洋古典音樂為主要內容，下一代的學

童對臺灣本土的傳統音樂相當陌生，遑論認識，甚至傳承與保存。因此，讓學童



4 
 

認識與接觸傳統音樂，是復育傳統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 

    本試驗課程是針對三年級的學童，配合課程綱要的能力指標，以北管鑼鼓音

樂為主體內容所設計的系列性教學活動，並以兩個班級共54位同學，進行課程的

實施。這樣的教學活動，除了提升學童的節奏與合奏能力之外，最大的意義，是

讓學童親自唱念北管鑼鼓「鼓詩」、親身體驗北管樂器的敲奏模式，以及傳承北

管鑼鼓音樂的基本鑼鼓曲目，從而了解北管鑼鼓音樂的演奏模式、音樂特性等。

換言之，這種試驗課程，不是粗略的概論式課程，不是淺碟式的賞析課程，而是

透過14堂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以長時間的浸潤方式，讓孩童實際操作、演練，

進而內化為一種音樂能力，同時也達到深度了解北管音樂、傳承北管鑼鼓音樂的

目的。 

    重視本土傳統文化，尤其是無形文化資產，是目前重要的國際議題。相對於

有形的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更顯困難，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於2003年制定《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呼籲世界各國要重視本國無形文化

資產。本課程的試驗，正是將本國重要的形文化資產：北管，納入學校體制課程

實施的一種嘗試，也呼應了這個全球性的議題。同時，我國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2條規定：「為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主管機關應協調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督

導各級學校於相關課程中為之。」所以，本專案將北管鑼鼓應用於國小藝術與人

文課程中，正是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2條的具體作為。 

    因此，本課程具有傳承臺灣本土傳統音樂的意義，也呼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重視無形文化資產的世界議題，同時也是落實《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2條的積極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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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行動研究根據實施過程及結果分析，認為未來可以繼續努力或發展方向，

有以下數端。 

 

一、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一) 開設臺灣傳統音樂增能的師資課程 

    臺灣的音樂教育以西洋古典音樂為主軸，除顯見於課程內容架構之外，音樂

教育的師資培訓，也以西洋古典音樂的思維開設相關的課程，以致於師範院校的

音樂教育系所之課程規劃，與一般大學的音樂系無異。如此，造成站在第一線教

育現場的音樂教師，熟知西方古典音樂的理論，了解西方古典音樂的發展歷史，

也具有演奏西方樂器的能力，但卻對臺灣傳統音樂相當陌生，包括對臺灣戲曲音

樂種類的認知有限，對臺灣戲曲音樂在臺灣發展情形不甚清楚，對演奏臺灣本土

音樂之能力更是匱乏。 

    理論上，身為一位臺灣的音樂教師，應該學貫中西，兼容西方古典音樂與本

土傳統音樂，傳授學童自己的本土音樂文化，同時也介紹世界主流的西方古典音

樂。但因臺灣音樂界，目前是西方古典音樂的勢力比較大，主導臺灣整個音樂發

展趨勢，致師範院校的音樂教育系，甚少有傳統音樂的相關課程。當音樂師資人

才在學校教育的養成過程，以西方古典音樂為主體，則其從事音樂教育時，自然

也以西方古典音樂內容為主。忽略本土音樂，是目前音樂教育極為嚴重的困境，

但相關主管機關大都無此危機意識，殊為可惜。 

    欲讓下一代孩子能扎實、系統性的認識自己土地上的本土音樂，最根本且有

效的方法，是從課綱與音樂師資等方面，同時翻轉，才能有效改進重西方古典音

樂、輕本土音樂的現況。然而，這種改革的困難度相當高，不容易達成，但若從

加強現職音樂教師的傳統音樂之素養與能力，不失是現階段一個可行的方式。具

體做法，是建議教育主管機關開設臺灣傳統音樂增能的師資課程，包括對南管、

北管、八音，以及亂彈戲、四平戲、七子戲、客家採茶戲、歌仔戲、布袋戲、傀

儡戲、皮影戲等，其於臺灣之歷史發展、表演內容、音樂特色、與常民百姓生活

之關係等。同時，鼓勵音樂教師對自己傳統音樂文化有深切的認識後，將之轉化

或開發為相關教材，並在教育現場中實施。 

 

(二) 開發北管鑼鼓音樂的系列課程 

    本試驗課程係以三年級學生為對象而設計，並以每周20分鐘、連續14周的方

式，對兩個班級的學生進行教學活動。學生透過北管鑼鼓音樂課程的洗禮，除了

增進音樂的節奏能力之外，也認識北管鑼鼓樂器，了解北管鑼鼓樂器的敲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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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親身體驗北管鑼鼓合奏的模式，從而傳承了一些基本鑼鼓。音樂能力的養成，

必須透過長時間的累積，方能增強、增大。北管鑼鼓音樂非常豐富，要在短時間

之內都學得精熟，是不可能的事，但這些曾經浸潤於北管鑼鼓音樂的三年級學

生，若能持續再接受更深入的北管鑼鼓音樂的課程，則將能更認識北管鑼鼓音樂

的內涵與精髓。 

    國小藝術與人文的音樂課程共有4年，為三年級到六年級，假設以國小四年

的音樂課程為一個整體的大學習階段，那麼可以思考的是，是否可以開發一個四

年的系統性、連貫性的北管鑼鼓音樂之教程。這樣，不但能持續提升學生的節奏

能力，還能讓學生繼續學習本土音樂。也就是說，以臺灣本土音樂為素材，契合

課綱的能力指標所研發的課程，除能達到音樂課的音樂能力訓練之目標外，更深

一層的意涵，是把我們珍貴的傳統音樂傳承給下一代。 

    因此，未來若能持續開發北管鑼鼓音樂的系列課程，就音樂教育的角度而

言，是站在自己本土的音樂文化之養分上，進行音樂能力的訓練與音樂美學的涵

養。以文化的角度來說，是為式微而面臨失傳危機的北管音樂，找到一個可以復

育的生機。 

 

二、對各級學校的建議 

 

(一) 可結合民間廟會活動之參訪 

    北管音樂雖然式微，但民間廟會慶典仍能見相關的展演活動，如神明遶境北

管陣頭出陣、布袋戲等表演。本試驗課程引導三年級學童，學習北管基本的鑼鼓

音樂，使其對北管鑼鼓音樂有體驗式的認識。目前，可見的北管音樂表演，有音

樂會形式與民間遊藝陣頭的表演活動，其中民間遊藝陣頭的北管展演活動，與常

民的歲時節令或民間信仰活動息息相關。若學童在學習北管鑼鼓的基礎上，有機

會能與其他課程結合，如社會課程、學校本位課程等，而走進民間，體驗傳統的

民間文化，感受北管鑼鼓喧天的氣勢與熱鬧喧騰的氛圍，對此專案的行動研究課

程，有相得益彰之效。 

    從學童的角度來說，在學校音樂課程練習的樂器，與大家一起敲奏的鑼鼓音

樂，若在參與廟會活動時，從北管陣頭或布袋戲演出中，聽到學過的熟悉鑼鼓聲

響，心中一定會引起共鳴，並驗證這種音樂之靈活運用性。因此，將取自於民間

的本土音樂為音樂教材，再配合民間相關的廟會活動，讓學生真實感受根植於民

間的音樂文化的現場，是未來可以嘗試的方向。 

 

(二) 鼓勵教師開發本土音樂之教材 

    每所學校的在地風土人情各具特色，學校應鼓勵教師以學校附近的區域或聚

落流行的傳統音樂為校本課程的內容，讓土地上的人事物能進入學校的課程，讓

孩子感受自己父祖時代所傳唱的音樂、所玩弄的音樂。例如，原住民部落可以開

發該族群、該部落的傳統民歌或樂器，或如彰化鹿港、臺中清水等地南管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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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可以研發南管相關教材等。 

    透過教師編寫在地的本土音樂教材，除能督促教師的自我成長之外，也能讓

學生與其生長土地進行連結。 

 

三、對學校教師的建議 

 

(一) 積極參與本土音樂的相關活動 

    文化是民族的根，而本土的傳統音樂，則是民族內在情感的投射。學校的音

樂教師大都出身西洋古典音樂，有扎實的西方音樂理論、樂器精湛的技能、西洋

古典音樂史的訓練與涵養，在這樣的背景下，反而對自己的本土音樂認識不多。

因此，教師應有反省的自覺，積極參與相關的本土音樂的研習與進修，補充相關

知識與技能，以俾能在藝術與人文課程中，進行全面性、完整性、兼具中西方音

樂內容的教學。 

 

(二) 將本土音樂納入音樂課程 

    藝術與人文課程的教材內容，不論康軒版、南一版或翰林版，大部分內容都

西方音樂，包括樂理知識、音樂家、歌曲等，甚或每個學生必學的直笛，都是西

洋音樂的範疇。教師應該適時補充臺灣本土音樂於課程中，或為欣賞，或為樂器

操作，或為當今被文化部登錄為國家級的傳統音樂保存者的人間國寶之介紹，讓

學生知道台灣本土也擁有豐富的音樂，也有優秀的演奏家、演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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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生學習單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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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學活動照片 

 

 

 

跟著鑼鼓節奏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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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敲鑼打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