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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兒童音符與節奏教學經驗分享
李秀芬

摘要

日常生活中處處充滿節奏性，節奏是人的本能也是學習音樂的基礎要項之一。筆者

運用音樂治療、達克羅茲教學法與奧斯貝學習理論來啟發智能障礙兒童音樂節奏潛能，

採用結構化教學，設計音樂活動來幫助學生理解音符與音值概念。教學期間學生反應熱

烈，對操弄樂器感到愉悅，瞭解教學流程，活動進行順利。筆者希冀能廣泛地運用音樂

治療於教學領域，在學習音樂知識與音樂技能外，更增進學生非音樂方面的技能。

中文關鍵詞：音符教學、節奏教學、智能障礙兒童

英文關鍵詞：Teaching of Note、Teaching of Rhythm、Children of Mental Retardation

壹、前言

柏拉圖曾說過：「音樂之於心靈，猶如空

氣之於身體」，許多科學家及神經音樂學家，

都認為人類生來就具有音樂性。嬰兒的哭聲

和吸吮動作具有節奏性，是初生嬰兒最早出

現的音樂反應之一（Briggs，1991）；日常生

活從起床、穿衣、刷牙、跳繩、打球、敲敲

打打等，也處處充滿節奏性。節奏是人的本

能，六個月的嬰兒聽到節奏強烈明顯的音

樂，會不自主地手舞足蹈，對於節奏的感受，

並不需要有智力的準備。嬰兒的哭聲都是同

一高度，但有長短與強弱，而音樂中的節奏

定義即為「音的長短與強弱之結合」，所以節

奏是與生俱來的，學習音樂也宜從發展節奏

感開始（吳博明，1998；郭美女，1998；陳

惠齡，2003；張統星，1993）。

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節奏，有的

快，有的慢，猶如相同拍子，因不同的長短

音排列，而產生節奏變化（吳博明，1998）。

對智能障礙兒童亦然，因此每個人都能接受

節奏訓練。筆者認為教導智能障礙兒童節奏

教學前，應先認識音符的涵義，包含音符名

稱、拍數、音值，因為瞭解音符音值的意義，

再從音符排列組合中理解節奏概念，等到進

入節奏練習時就有事半功倍效果。

貳、音符與節奏教學運用之理論
基礎

筆者於課堂中實施的音符與節奏教

學，主要以音樂治療、達克羅茲教學法及奧

斯貝學習理論作為設計的理論基礎，以下簡

單敘述其中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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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樂治療
「音樂治療」是藉由音樂做治療，美國

音樂治療協會所提供的定義為「……，透過

音樂和音樂活動的媒介，以達到治療與改善

身心障礙者、病童及患者肢體、情緒、認知

和社交方面之需求為目的……」（p.6）。音樂

治療課程進行的方式，每一次的開始和結束

多以固定的活動進行，中間再依個案的需求

設計貫穿活動項目（陳淑瑜，2004）。

Davis、Gfeller 和 Thaut（1999）以智能

障礙者為例，將音樂治療目標歸納如下：

(一)促進社會和情緒行為能力

智能障礙者經常缺乏社會技巧能力，透

過結構性的音樂活動結合動作、歌曲和節

奏，提供一個刺激且多元的環境學習社會行

為。一般音樂治療可採用團體的方式進行，

課程的結構化可以提升合作、分享、輪流和

學習適當的禮儀。例如，問候歌教團體成員

的名字，一個適當的問候和輪流，以及愉悅

的參與音樂活動更能引起個案的注意力和合

作；操作樂器、聽音樂或隨音樂做動作、唱

歌等，都可給予正向的增強以增加合作的行

為。

(二)提升動作技能

智能障礙者因其中樞神經系統發展較

慢，動作自動控制可能有困難，音樂結合動

作可以幫助個案學習粗大和精細動作技能，

因為音樂節奏可增進身體的平衡、移動性、

敏捷性、屈曲、側邊（邊對邊的運動）、方向

感（上下、左右、前後動作），這些都有助於

粗大動作的發展；而樂器活動，如彈琴、彈

吉他等能提升精細動作的控制。

(三)增進溝通能力

音樂是教導溝通技能一個理想的媒

介，使用旋律、節奏、速度、音調、力度和

跟著琴聲唱歌來發展表達性語言、接受性語

言和跟隨指令的能力；另外音樂活動也可幫

助個案的音域、音調的區辨能力、清晰度和

聲音的品質。聲音覺識對語言理解是一個重

要的技能，智能障礙者經常缺乏有意義和對

無相關聽覺刺激的辨別能力，使得他們無法

掌握溝通的訊息，而使用適當且旋律重複的

歌曲或在每首歌曲中加強重要的字，跟著琴

聲歌唱，能夠幫助個案記憶。為了加強學習

可使用線索提示，例如有關耶誕節的歌曲，

則使用耶誕節的相關圖片為線索。

(四)做為提升課業技能的輔助工具

智能障礙者注意力短暫、欠缺跟隨指令

的能力和眼神的注視，因此使用聽覺、視覺、

觸覺和其他感官刺激，提供一個有結構性的

活動和動機，以提升注意力。例如，音樂團

體活動時可要求個案等待音樂的線索，在正

確的時間敲打大鼓。而有效的學習必須能跟

隨簡單的指令，如個案要學習第一個指令是

「站起來」，熟悉後接著第二個指令「站起

來，拿鈴鼓」，第三個指令是「站起來，拿起

鈴鼓及拿鈴鼓給小英」。音樂活動配合指令跟

隨琴聲歌唱，能幫助智能障礙者學習指令的

順序，用有系統的技術來改變行為以延長眼

神注視的持久性。

音樂治療活動能提升認知概念，例如：

確認顏色和形狀，藉由大小、數字或屬性來

歸納物體，學習上下、內外等空間關係，以

及分辨第一、第二和最後的差異性。顏色能

透過不同顏色的樂器來教導，高和低可由音

樂的音調來傳達。智能障礙者之短期記憶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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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回想資料的能力很差，透過熟悉的音樂

旋律配合學習的資料可增進保留短期資訊的

能力。

(五)做為休閒活動

沒有適當的訓練，智能障礙者閒暇時會

覺得無聊且沒意義，音樂治療可幫助智能障

礙者發展休閒技能；例如，教導如何操作光

碟機，使用圖書館借光碟，加入社區樂團，

學習演奏樂器等，音樂被當作一種有意義的

休閒活動，也可以幫助智能障礙者提升個人

的社會評價。

二、達克羅茲教學法
瑞士籍藝術家達克羅茲（ Dalcroze,

1865-1950），開創其獨特的音樂教學法，其

中包含韻律節奏訓練、音感訓練和即興等三

部分。他發現學生無法在樂器上掌握準確的

節奏，但在走路和跑步上卻非常自然，並且

可以保持規律的步伐，因此他認為韻律節奏

訓練中所有音樂元素，節奏是最能引起強烈

感覺並最直接吸引感官的刺激，而肢體是最

佳的天然節奏樂器，音樂節奏和人的身體節

奏是可以一致的，如走路、搖擺、跑步就是

一種規律拍。因此他將身體和音樂密切結

合，解決學生在節奏上的問題，例如，用♩

代表「行走」，♪ ♪代表「跑步」，♩♪代表「踏

跳步」。

音感訓練則能促進心理及音樂的敏感

性、專注性，並與記憶的練習相結合，最後

的目標希望能促進肢體平衡、呼吸及肌肉放

鬆等技巧的發展。一切教學由簡入深，由視

譜再加入節奏，他認為 C 大調是教學上最理

想的旋律，所以特別強調 C 大調音階的教

導，配合手勢、肢體語言及指揮的輔助，加

深學生對 C 大調的印象。

即興的目標在發展快速表達音樂想法

及感覺的能力，利用這種能力做音樂的再創

造，幫助學生啟發音樂的特質。即興的素材

可以是律動、說白、故事、歌曲、打擊樂器

或鋼琴等，剛開始進入即興教學可以由故事

轉換為律動及聲音，或由律動及聲音變成故

事。

雖然達克羅茲教學法在內容上分為三

部分，但實際上這三部分是不可分割的；透

過身體的律動，讓具體的肢體表現出抽象的

音樂，並在時間、空間、能量三者之間不停

的調整而取得平衡（王毓雅，2001：40-42）。

三、奧斯貝學習理論
奧斯貝（Ausubel, 1918- 2008）是美國著

名的認知心理學家與教育家，他的學習理論

以認知結構為基礎，強調新的學習必須與個

體原有知識結構中的舊經驗取得關聯，故教

師可透過「前導架構」方式，協助學生進行

有意義的學習。所謂前導架構是指在教學前

事先提供學生具有導引作用的認知架構，分

為說明式前導架構和比較式前導架構。說明

式前導架構為提供相關背景知識（先備知識）

幫助學生理解和學習新訊息；比較式前導架

構指學習材料和學生舊有經驗有所關連，在

具有若干程度的熟悉時，可使用比較式前導

架構來比較新教材與舊知識之間的異同。其

認為若想傳遞大量的知識，最經濟有效的方

式是「接受式學習」，也就是教師將學習內容

組織成最後形式，直接呈現給學生；就教學

的觀點稱為「解釋性教學」。

因此「認知結構」、「有意義的學習」、「前

導架構」、及「接受式學習」或「解釋性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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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奧斯貝學習理論與教學主張的特色（張新

仁，1992）。

參、音符與節奏教學實施過程

筆者班級中的音符與節奏教學活動進

行流程，主要以音樂治療課程方式進行，每

一次的開始與結束皆以固定活動進行，包含

三部分：首先是「問候歌」，其次是單元活動

教學，最後以「再見歌」結束。依教學活動

進行過程分述如下：

學生一進教室，便彈唱「問候歌」，接

著將預先備好的大字報，逐字解釋其意義，

老師學生輪流唱（小朋友可改為學生名字）。

每一次教師彈唱這首問候歌，並引導同學們

安靜坐好等著上課。

一、「問候歌」
問候歌

5 5 ｜ 3 — ｜ 5 5 ｜ 3 — ｜ 5 6 ｜ 5 3 ｜ 4 2 ｜

師：小 朋 友 小 朋 友 你 今 天 好 嗎

4 4 ｜ 2 — ｜ 4 4 ｜ 2 — ｜ 4 5 ｜ 4 2 ｜ 1 — ｜

生：我 很 好 我 很 好 我 今 天 很 好

二、音符與節奏教學
節奏教學以音符教學為主，達克羅茲認

為肢體是最佳的天然節奏樂器，因此透過肢

體動作如，♩適合走路動作、♪ ♪適合跑的動

作、♩♪適合踏跳動作，當肢體向前和向上擺

動抬起大腿時，跨步與拍子要一致。身體跨

步向前移動腳時，強烈感覺動作在拍子上，

當拍子較長，動作也要變慢來適應拍子的改

變，以此來理解音符的音值長度概念。並配

合奧斯貝學習理論，與學生的舊經驗取得關

連，讓學生熟悉音符與音值，再運用簡單的

節奏樂器演奏兒童熟悉的兒歌如小星星、快

樂頌或自編簡短的練習曲子，進而選取節奏

明顯的曲子郵遞馬車作為合奏練習。

音符教學的順序以全音符（ ）為首，

因為大部份兒童皆認識圓形，藉由學生原有

的認知引導有關圓形的物品名稱，例如圓形

時鐘、蘋果、球……等，讓其了解每一樣圓

形物品都有名稱，而 在音樂上的名稱就叫

做全音符，即透過說明式前導架構，提供學

生原有的知識背景（認識圓形），理解與學習

全音符。這樣的教學引導，讓學生很快記住

全音符。接著教導全音符的音值，這對兒童

而言很抽象且難理解，因此將肢體動作具體

化呈現全音符的音長；如，手持鈴鼓，拍鈴

鼓一下同時腳跨出一步，口裡數 1、2、3、4，

速度可用節拍器控制，讓其瞭解全音符拍子

的長度。

接著，音符教學依序是二分音符（ ）、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及十六分音

符，以比較式前導架構方式讓學生比較二分

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的

異同。就教導二分音符為例，在白板上畫一

個圈，接著在圓圈右邊緣上畫一直線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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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音符，為加深學生的記憶，教師接著說

明，這一直線就像一把刀，將大披薩切成一

半，再運用數學分數概念，讓學生理解二分

音符有二拍，與全音符相同以動作呈現二分

音符的音值，拍一下鈴鼓同時走一步，口裡

數 1、2。這一直線在音樂上就叫做符幹。而

在二分音符的符頭上塗黑就成了四分音符，

若在四分音符符幹上加個尾巴，就是八分音

符，加兩條尾巴，就叫做十六分音符。在整

個音符教學過程，從學生的舊經驗「圓形」

開始，理解並認識新知識「全音符」，每一次

新增的音符教學都聯結其舊有的經驗，使其

成為有意義的學習。為加強學生對音符的記

憶，教唱小星星旋律改寫成的音符之歌（黃

淑珍，1996），音符之歌歌曲如下：

小星星是每位兒童耳熟能詳的曲子，將

所有學生分成兩組，一組學生拿著鈴鼓，另

一組拿木魚，每一組都有一位老師拿相同的

樂器在前面引導帶領。第一次先由拿鈴鼓的

學生敲打整首曲子，再由拿木魚的學生敲

打，等兩組都熟悉節奏後，則採合奏方式練

習，再以輪奏方式練習。

音符之歌

1 1 5 5 ｜ 6 6 5 — ｜ 4 4 3 3 ｜ 2 2 1 — ｜

全 音 符 是 一 個 圈 二 分 音 符 加 符 幹

5 5 4 4 ｜ 3 3 2 — ｜ 5 5 4 4 ｜ 3 3 2 — ｜

四 分 音 符 黑 符 頭 八 分 音 符 加 符 尾

1 1 5 5 ｜ 6 6 5 — ｜ 4 4 3 3 ｜ 2 2 1 — ｜

還 有 十 六 分 音 符 符 幹 上 面 兩 條 尾

學過音符後，便是休止符的學習，以解釋

性教學方式告訴學生休止符的意思就是看到

休止符符號要休息停止，教導休止符時，以休

止符的外形圖象來幫助學生記憶，例如全休止

符（ ）像一頂倒放的帽子，二分休止符

（ ）像一頂正放的帽子，四分休止符（ ）

則像一隻小鳥，八分休止符（ ）像數字 7。

學生熟練音符節奏後，便可教導較長的

曲子，以「郵遞馬車」這首節奏明顯輕快的

曲子為例，筆者先做曲式分析及樂器的搭

配，依音樂及樂器的順序如下：

這是一首 ABA 曲式，因此真正要學習

的只有 A、B 兩段不同的旋律，以分段學習

為原則，A 段熟悉後再學習 B 段，然後回到

A 段，最後練習整首曲子。引導入門時先讓

學生仔細聽一聽是由那些樂器合奏「郵遞馬

車」，請學生指出樂器或說出樂器名稱，第二

遍則讓學生跟隨音樂的節奏敲打，第三遍就

進入分段學習的過程。

分段學習時，將全體同學分成三組，第

一組同學手拿鈴鼓，第二組同學手拿木魚，

第三組同學拿三角鐵，依上述之順序配合音

樂練習，由教師先示範，然後學生跟隨教師

配合音樂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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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式分析 樂器順序 音樂拍數 敲樂器的次數

前奏 1 × 8

鈴鼓 2 × 8 16 下

木魚 2 × 8 16 下

三角鐵 1 × 8 6 下（第 4 及第 8 拍休息）

鈴鼓 1 × 8 8 下

三角鐵 1 × 8 6 下（第 4 及第 8 拍休息）

A

木魚 1 × 8 8 下

大鼓 1 × 8 4 下（每二拍敲一下）

木魚 2 × 8 16 下

響板 2 × 8 16 下

大鼓 1 × 8 4 下（每二拍敲一下）

鈴鼓 1 × 8 8 下

大鼓 1 × 8 4 下（每二拍敲一下）

B

木魚 1 × 8 8 下

前奏 1 × 8

鈴鼓 2 × 8 16 下

木魚 2 × 8 16 下

三角鐵 1 × 8 6 下（第 4 及第 8 拍休息）

鈴鼓 1 × 8 8 下

三角鐵 1 × 8 6 下（第 4 及第 8 拍休息）

A

木魚 1 × 8 8 下

結束 木魚、鈴鼓、三角鐵、響板 1 × 3 3 下

三、「再見歌」
再見歌

3 3 3 2 3 4 ｜ 5 5 3 — ｜ 2 23 4 32 ｜ 3 4 5 — ｜

今 天 我們上課 到 這 裡 要 跟 大 家 說 再 見

3 3 3 2 3 4 ｜ 5 ¡¡ 5 3 ｜ 3 4 3 1 2 2｜ 1 — — — ｜

上 課 真是好玩 又 有 趣 呀 下次我要更 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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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歌之歌詞改編自小天使，於單元教

學活動結束，與同學、老師道再見時唱，第

一次教師先唱，接著解釋歌詞意義，然後分

段教唱。每次上音樂課結束前教師彈奏這首

再見歌，由同學自己哼唱；當教師彈奏這首

曲子時，同學就知道要準備下課了。

茲將上述節奏單元教學以實例呈現，如

下：

【音符與節奏教學實例】

教學單元 認識全音符 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材來源 自編 設計者

教學資源

一、樂器：電子琴一台、鈴鼓、木魚、響板。

二、教具：閃示卡。

三、「問候歌」「再見歌」歌詞海報。

教 學 目 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

1 認識全音符（ ）

2 學唱「問候歌」及「再見歌」。

1-1 能說出 名稱。

1-2 能說出 的拍數。

1-3 能知道使用節奏樂器敲一下要數四下。

1-4 能理解四拍的意義。

1-5 能用鈴鼓敲出 的拍數。

2-1 熟悉「問候歌」及「再見歌」。

2-2 能跟著教師或看海報唱「問候歌」及「再

見歌」。

教 學 過 程

教學目標 教 學 活 動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

2-1

2-2

1-1

一、 準備活動

（一） 課前準備活動

教師準備：佈置教室環境。

（二） 引起動機

教師彈唱改編的問候歌。

【問候歌】 師唱：小朋友，小朋友，你今天好嗎？

生唱：我很好，我很好，我今天很好。

※小朋友可改為學生名字。

二、 發展活動

（一） 『認識 』

5’

15’

歌 詞 海

報、電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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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2

1-3

1-4

1-5

2-1

2-2

1.拿出 閃示卡，問這是什麼。

2.問：有那些東西是圓形的（如，時鐘、圓形跳

床、蘋果……等）。

3.告訴學生每一件物品都有名字，而 在音樂上

的名字叫做「全音符」。

（二）『認識 的音值』

1.介紹 拍子長度：使用節拍器，一聲（一下）

表示一拍， 有四下，數 1、2、3、4。

2.手持鈴鼓，拍鈴鼓一下同時腳跨出一步，口裡

數 1、2、3、4；教師先示範。

3.每位小朋友站起來，手持鈴鼓，拍鈴鼓一下同

時腳跨出一步，口裡數 1、2、3、4；圍圈依序

練習數次。

4.分組練習，確定每一位學生都有練習。

（三）『我會了』

1.白板上貼著節奏練習（一）（每一小節都用 表

示）。

2.教師彈奏，協同教師示範二次，然後學生跟著

教師拍鈴鼓一下，口裡數 1、2、3、4。

3.請會的學生出來示範。

4.樂器更換成木魚及響板，再練習數次。

三、綜合活動

1.教唱改編自小天使歌詞「再見歌」。

【再見歌】今天我們上課到這裡，要跟大家說再見，

上課真是好玩又有趣呀！下次我要更努力。

25’

30’

5’

肆、結語

節奏訓練是音樂基礎教育中最重要的

一項（吳博明，1998），自足式特教班上音樂

課的模式大多數以音樂活動為主，少有以音

樂知識為主的教學。筆者初次嘗試以音符與

節奏教學作為智能障礙學生音樂教育入門，

教學期間學生對音符的學習感到興趣，對教

師所提問的問題都爭相地擁躍舉手回答。教

八分音符及十六分音符時，其中一位學生發

現了音符的規律性，甚至能舉一反三地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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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分音符，大部分學生對操弄節奏樂器

都感到喜悅與快樂，會跟隨教師的指令敲打

樂器，只有少部分重度智能障礙學生和重度

肢障學生因先天的缺陷需要他人較多的協

助，但都能安靜坐在位置上聆聽音樂，隨音

樂擺動或搖晃身體。

這次的音符與節奏教學，筆者在實施過

程中藉由音樂治療理論融入達克羅茲的韻律

節奏教學法和奧斯貝的學習理論，幫助學生

理解和學習音符和節奏。這樣的教學方式，

使得筆者對實施音樂知識於身心障礙學生身

上充滿無比的信心和憧憬，認為要啟發智能

障礙兒童音樂節奏的潛能，課程設計佔據了

重要地位。音符與節奏教學設計的原則應考

量結構化，採工作分析法，單次教學內容不

宜過多，一次只教導一個概念，教材宜簡單、

具體，教學時宜運用多感官經驗，使達成重

複練習的機會直至熟悉。教學活動進行過程

透過問候歌和再見歌等固定活動，中間再進

行音符與節奏的教學，逐漸地學生能預期教

學進行的順序而使得上課流程順利完成，希

望未來在教學上能廣泛地運用音樂治療理

論，使學生除了學習音樂技巧和音樂相關知

識外，還能增進學生非音樂方面的技能。（本

文作者為台北市立雙園國小特教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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