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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示」以藝才；「例」享教學 

藝才課綱展新頁︰108年 7月，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規範

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以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發布，啟動中小學藝才教

育全方位之課程發展。 

藝才輔群創新路︰109 年 6 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

域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發布，9月，藝才輔導群成立，15

位音樂、美術與舞蹈專長之中小學藝才班/藝才資優班教師為

首屆輔導員，111年 8月，第 2屆續力前行。 

藝才手冊釋綱領︰109 年 12 月，透過 5 位藝推主持人員

策劃、34 位教師研編、20 位專家審查及 2 位助理執編，達 560 頁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發行，提示藝才課程掌握課綱內涵，充實學習構

面教學效益，並以專業社群永續之。 

藝才示例交享閱︰110年 8月，111年 7月，112年 7月，每學年度定期分組及全體研

編會議的激盪討論，聚斂於諮審會議的專業對話，輔導員及教師夥伴展現課程、教材、教

法創新研發之成果，聚焦各教育階段卻能呈現系列整合之藝才教學示例，如期完竣。 

藝才研討定永續︰衷心感謝副主編陳沁紅、丘永福、曾瑞媛教授之協力引領，歷屆(略)

及本學年度諮審委員黃新財、郭美女、錢善華、徐玫玲、江淑君、鄭明憲、吳望如、蕭寶

玲、趙惠玲、張繼文、林惟華、江映碧、杜玉玲、董述帆、戴君安諮審委員之慧眼檢視，

翁宗裕、柯逸凡、高瑀婕、桑慧芬、林怡君、熊培伶、鐘兆慧、莊浩志、簡俊成、鍾政岳、

楊芬林、葉宛芃、蕭家盈、徐子晴、尤曉晴輔導員暨何維貞、楊評媛教師之熱情編撰[依冊

別序]，以及賴昱丞、鄭湘蓁助理之奮力執編，終有所成。此系列為藝才輔導群每學年度定

期出版品，期能提供藝才教育多元思考，亦請各界不吝指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召集人 謹識 

1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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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編序/ 國民樂派音樂--民族之聲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音樂組輔導群教學示例研編：  

翁宗裕輔導員/流浪的風景-皮爾金的冒險旅程，以國小第二、

三學習階段設計課程，並以素養導向的理念，除了介紹國民樂派

起源外，並以葛利格兩套《皮爾金組曲》，嘗試以作品為核心的跨

科方式，讓學生以所學的理論課程，讓音樂作品夠鮮活呈顯，這

對於音樂學習過程十分重要。柯逸凡輔導員/國民樂派俄國風；以

國小第三學習階段為主要對象，從國民樂派的起源、演進、興起，

並具焦於國民樂派在俄國的發展，探討音樂家風格與作品簡介；

希望藉由對俄國國民樂派進一步認識，在演奏欣賞及演奏作品時，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感受。高瑀婕輔導員/北國芬蘭魂；第四階段

國中學生已開始接觸世界史、世界地理、國際關係等知識內容，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的學習應適時讓

學生了解藝術發展背後的歷史脈絡、過程及影響，增加跨域的素養學習。課程設計以北歐芬蘭作曲家

西貝流士為主軸，從 19 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探究，這股旋風是如何影響著芬蘭的國家命運，

進而刺激了音樂家的愛國運動及作品的催生。桑慧芬輔導員/捷克國民樂派民族之聲，針對高中第五學

習階段，結合捷克近代國家形成與發展，了解國民樂派視角的民族之聲，賞析三位捷克近代作曲家及

其經典作品，透過曲式分析、演奏詮釋，提升藝才/藝優學生的情意學習。進一步從這幾首與自然環境

連結的標題音樂作品，進行環境議題探究，提升藝才/藝優學生的議題思辨能力。林怡君輔導員/國民之

聲，針對第五學習階段，為強化學生創作的能力，透過音樂理論課程，選擇以國民樂派為主軸，帶著

學生尋找自己的聲音，以旋律素材的引用重新再創作的手法，讓學生了解到國民樂派作品的創作意義。

旨在強化學生從史論的理解延伸到創作的應用。 

 這五篇教學示例，各篇格式上是以最切合題目之方式呈現，希能保有各個輔導群教師的獨特創意，

亦希冀在這當中仍能「異中求同」，保有上下縱貫之核心精神。好的教學示例研編就猶如一流作曲家的

作品，作曲家在有限制的記譜法中將其偉大的音樂以明示、隱喻等方式傳遞下去。希望閱讀者能如輔

導群之期許，在這有字數限制但敘述、圖示精妙之示例研編中，不僅能領會其中奧秘精華，更能從而

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陳沁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副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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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元名稱 

流浪的風景：皮爾金的冒險旅程 

 

貳、設計理念 

一、本次輔導團音樂組從國小第二學習階段到高中第五學習階段，以國民樂派的作曲

家及作品為主題，並以部定課程設計教學單元。 

二、本課程示例可用於國小第二或第三階段，科目可為音樂基礎訓練，或是樂理、欣

賞等課程，為呼應素養導向的教學，在教學設計上，筆者也儘量以跨科目的方式

進行，老師參考時可不拘束在何種科目執行。 

三、除了對國民樂派的知識認知外，也希望能增加學生對音樂作品的理解、以及對音

樂的感受上，所以課程上會引導學生聆賞作品設計的巧思，用學到的樂理去理解

作品，以及作品延伸欣賞、當代運用等。 

四、課程設計會從國民樂派的緣起，即李斯特因其對匈牙利的國族認同，創作了《匈

牙利狂想曲》，並影響了其後的蕭邦、布拉姆斯、葛利格、史麥塔納、俄國五人

團…等，所形成探究民間故事與歌曲的浪潮，而後筆者將會聚焦在挪威作曲家葛

利格《皮爾金組曲》，藉由童話故事般的內容，希望能引領小朋友進入豐富的國

民樂派領域之中。 

 

參、教材來源/分析 

一、無論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或葛利格兩套

《皮爾金組曲》，都有旋律動聽、音樂所指意象清晰、容易理解的特質，適合國

小學生作為欣賞及學習古典音樂的入門教材。 

二、新課綱倡導素養導向的學習和評量，希望能讓學習的結果能夠面對與解決現實世

界的問題，因此音樂班的學習內容，要能讓演奏與理論結合在一起，使學生具備

學習遷移的能力，而此教材的設計，可以打破學科界壁，以音樂作品為主體，活

用所學到的知識。 

三、國小學生的專注力可以透過引導，在面對音樂作品時，除了聆聽之外，以主動參

與的方式，無論是文字、畫面、顏色、音樂理論等方法，以綜合感官連結，增加

其想像力，提供理性與感性的路徑，進入音樂的豐富世界。 

四、本示例內容樂譜譜例，承蒙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黃新財教授提供，在此特別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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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關鍵字 

素養導向、國民樂派、皮爾金組曲 

 

伍、課綱對應 

課
綱
依
據(

領
綱)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音才Ⅱ-K2 

藉由音感與讀寫樂譜及視唱奏的基

礎學習，建立音樂訊息的紀錄與傳達

能力。 

音才Ⅱ-C1  

由音樂相關知識及樂曲實際聆聽，培

養音樂欣賞的興趣。 

音才Ⅱ-C2  

由音樂家生平及樂曲時代背景，了解

樂曲創作的意義。 

音才Ⅱ-S2  

透過引導，進行音樂特定主題的研

討，拓增音樂學習的深度與廣度。 
核心 

素養 

藝才 E-B3 

藉由多元的學習方

式，促發藝術感知與

實作的潛能，培養日

常生活中的美感素

養。 

學習 

內容 

音才Ⅱ-K2-1 

音樂作品片段。 

音才Ⅱ-C1-2  

各類歌曲、樂器獨奏與合奏的經典曲

目，至少包含 2個時期以上的選曲。 

音才Ⅱ-C2-2  

音樂家故事或經典曲目創作背景與

特色。 

音才Ⅱ-S2-1  

音樂主題的成果展示：含音樂基本概

念的構圖、簡易的音樂主題海報製作

等。 

議

題 

融

入 

議題 

名稱 
無 

實質 

內涵 
無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無 

設備資源 
■投影機 ■布幕 ■音響 ■電腦 □電視 ■樂器 ■PPT 

■小白板 ■白板筆  □其他： 

學習 評量 
1.定期/總結評量：比例  50  %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作業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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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工具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 

2.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50  %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作業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 

評分 

規準 

 
        等級 

評量標準 A B C D 

能理解國民

樂派的起源

與音樂特色 

能清楚表達

對國民樂派

的理解 

能表達對國

民樂派的理

解 

能大致表達

對國民樂派

的理解 

未達 C級 

能感受作曲

家所設計的

音樂內涵，

體會與故事

場景所描寫

的關聯。 

能以口語、

作業單的寫

作，完整把

音樂內涵與

感受表達出

來 

能以口語、

作業單的寫

作，把音樂

內涵與感受

表達出來 

能以口語、

作業單的寫

作，大致上

把音樂內涵

與感受表達

出來 

未達 C級 

 

學習目標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音才Ⅱ-K2 

音才Ⅱ-C1，音才Ⅱ-C2 

音才Ⅱ-S2 

音才Ⅲ- K2 

音才Ⅲ-C1，音才Ⅲ-C2 

音才Ⅲ- L2 

音才Ⅲ-S2 

音才Ⅱ-K2-1 

音才Ⅱ-C1-2 

音才Ⅱ-C2-1，音才Ⅱ-C2-2 

音才Ⅱ-S2-1 

音才Ⅲ- K2-1 

音才Ⅲ-C1-2 

音才Ⅲ-C2-1，音才Ⅲ-C2-2 

音才Ⅲ- L2-2 

音才Ⅲ-S2-1 

一、能理解國民樂派的起源與音樂特色。 

二、能感受作曲家所設計的音樂內涵，體會與故事

場景所描寫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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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材內容 

第一單元 

●匈牙利狂想曲 

李斯特（Franz Liszt，1811-1886）這位鋼琴大師的家鄉萊丁

（Raiding），現在在奧地利的東部，緊鄰著匈牙利，當地的居民馬札爾人

（Magyar）在那個時候，希望匈牙利王國能夠脫離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

的統治，也進行了許多的抗爭和爭取獨立的活動。 

 
圖 1：歐洲地圖(截圖引用自《地圖》：遠見天下文化) 

李斯特認同對匈牙利的文化，在 1839-1840年改編了民謠鋼琴曲

《馬札爾歌曲集》，之後在 1846-1885這段時間，陸陸續續寫了 19首鋼琴

獨奏《匈牙利狂想曲》（Hungarian Rhapsodies），這些曲子的內容，大多

來源自中歐地區的民謠舞曲，以表達他對匈牙利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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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曲子大多有 3個部分的組合，第 1種稱為「拉桑」（lassan），

是一種比較莊嚴、緩慢的開頭；第 2種是「弗利斯卡」(friska)，曲風會有

點瘋狂激烈；第 3種舞曲是最有名的「查爾達斯」(csárdás)，有熱鬧的舞

蹈節奏和氣氛。 

 

圖 2：匈牙利舞蹈 

我們來聽聽他最有名的《第 2號狂想曲》，這是李

斯特獻給匈牙利的政治家特里基伯爵的曲子，以表達對

他爭取匈牙利獨立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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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想想看，在 150年前，沒有現代的錄音技術，李斯特是怎

麼把這些中歐地區的民謠舞曲，寫進他創作的《匈牙利狂想曲》中呢？

跟我們在音樂班「視唱聽寫」是不是有關？如果我們能夠記住旋律並且

寫下來（或演奏出來），我們就跟李斯特一樣，也可以把我們日常聽到的

音樂，演奏出來或是改編、創作成我們的音樂，這也是學習音樂很重要

的技能喔！ 

 

像這首「生日快樂歌」，就可以有各種改編的版本，

日本鋼琴家角野隼斗用 12個大調代表 12個月，而當年

李斯特就是興起這種改編的風潮，成為一代鋼琴大師！ 

 

  

  

 

  
圖 3：角野隼斗彈奏自己所改編的生日快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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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舞曲 ☆ 斯拉夫舞曲 

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以李斯特為典範，在

1869-1880寫了共 21首《匈牙利舞曲》（Hungarian Dances），這套曲子一

樣有「拉桑」、「弗利斯卡」和「查爾達什」這些民族舞曲的形式，其中

也有他自己用這種風格而寫的創作曲，布拉姆斯一開始是把這些曲子寫

成四手聯彈，因為這套曲子很受歡迎，所以也有各種樂器組合的改編版

本，同學們有興趣可以找老師或同學一起演奏看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第 5號匈牙利舞曲》，我們來聽聽看不同樂器

合奏的版本： 

四手聯彈：  

管弦樂合奏：  

手風琴和小樂隊：  

 
圖 4：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 CD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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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捷克的作曲家德沃札克（Antonin Dvorák，1841-1904），接

續布拉姆斯的創作，在 1878和 1886出版了兩套的《斯拉夫舞曲》

（Slavonic Dances），一開始也是四手聯彈，然後改編成管弦樂團的曲

子，這些曲子也讓德沃札克受到歡迎，成為有名的作曲家。 

「斯拉夫」是中歐和東歐各民族的總稱，在奧地利以東的歐洲幾

乎都可以統稱為斯拉夫民族；與兩位前輩不一樣的地方是，德沃札克在

《斯拉夫舞曲》幾乎沒有採用地區的民謠旋律，而是依照舞蹈的節奏和

樣貌來進行創作，這些聽起來彷彿熟悉又是新創的曲子，當然就廣受當

時歐洲人的喜愛了。 

這首編號 46號第 8首的 g小調非常有名，我們來聽聽看 

我們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知道，國民樂派的作品： 

1、 可以從原本就有的民謠曲子來進行改編，或運用在自己的曲子裡面。 

2、 也可以依照地區的節奏或旋律的風格，重新創作全新的曲子。 

一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音樂家會以地球上不同地區的音樂風格

為靈感，持續創作具有民族音樂風格的曲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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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音樂 

我們在臺灣的作曲家，也有用上面兩種方式來作曲的作品，第一種

方式舉例來說，像宜蘭民謠《丟丟銅仔》，有許多作

曲家為這首曲子改編或重新創作，例如李哲藝為灣

聲樂團所編寫，是由管弦樂團的方式演出，而陳慶

文則是把這首宜蘭民謠，用國樂團的方式編寫。 

第二種方式，舉例而言，有李臨秋作詞、鄧雨賢作曲所創作的《四

季紅》、《月夜愁》、《望春風》、《雨夜花》等，這些用台語所創作的歌

曲，當時是流行歌曲，現在已經變成台灣音樂的代表作品了，除了演唱

之外，也被改編成各式各樣的演奏方式了。 

我們來聽聽 1934年用黑膠唱片記錄下來，原始版本的

《望春風》。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70週年系列慶祝活動，其中在桃園機

場的快閃演出，最後就是以《望春風》作為整個演出的高潮結尾。 

 

  

 

  

圖 5：NTSO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歡慶 70桃園機場快閃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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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挪威國民樂派 

挪威作曲家葛利格（Edvard Grieg，1843-1907）

因為優異的音樂天份，15歲就到德國萊比錫音樂院深

造，學習了歐洲主流的音樂作品，並認識許多一流的

音樂家，而他在義大利遊學的期間，也受到李斯特和

當時文化界的影響，對自己國家與民族的文化進行深

入了解，創作了許多融合古典與民族風格的曲子，後

人稱他為「北歐的蕭邦」。 

 

 

當時挪威有名的文學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委託葛利格為他的戲劇《皮爾

金》（Peer Gynt）創作戲劇音樂，最後這部音樂作

品，成為葛利格流傳世界的名曲。 

易卜生的這齣劇共有五幕 38場，共 27首曲

子，全部演出要 9個小時，葛利格後來整理了所有

的音樂，選取最著名的段落，成為《皮爾金》的第

一號和第二號組曲，每個組曲各選了 4首曲子，總

共 8首，可以脫離戲劇單獨演奏，到現在都還受到大家的喜愛，也是音

樂會上常見的曲目。 

這 8首曲子沒有按照故事的前後順序，而是葛利格以他自己的喜好

排列，老師會簡單的介紹故事內容，重點是葛利格如何用音樂描寫這些

場景和故事，這些超級厲害的曲子，我們一起來欣賞吧！ 

  

圖 6：葛利格 

圖 7：易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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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金》第一號組曲，Op.46 

第 1首：清晨。 

主角皮爾金從挪威到了非洲北部的摩洛哥，成為富有的商人，這是

主角在海岸的沙灘上，看見朝陽緩緩地升起，一開始的獨奏，是不是能

讓我們感受到清晨的涼風呢？你還聽見或看見了什麼？ 

古典音樂裡描寫清晨太陽升起的場景，另外一個非常有名的曲子，

是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在他的交響詩《查拉圖

斯特拉如是說》一開頭的日出場景，主角查拉圖斯特拉從山頂上，看到

太陽升起光芒萬丈，這個段落還被電影《2001太空漫遊》拿來作為太空

冒險的開場音樂。 

這兩首描寫早晨太陽升起的的音樂，是不是很不一樣？你可以說出

主要的演出樂器是什麼嗎？ 

✽清晨：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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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 

請畫出這兩首曲子帶給你的想像，希望能畫出很不一樣的場景喔！ 

《皮爾金》清晨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日出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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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首：阿塞之死 

阿塞（Åses）是皮爾金的媽媽，皮爾金因為犯了綁架罪、又要逃離山

魔王和她的女兒，所以要離開家鄉，但是媽媽此時生了重病，在離開家

鄉前媽媽就過世了，這是一首悲哀的曲子，描寫了母子倆的分離，會讓

人流下悲傷的眼淚。 

 

請聽看看，葛利格用這 4小節的節奏音型，重複了幾次？弦樂的力

度有什麼變化？原本上行的音型後來怎麼了？這些產生了什麼效果？ 

底下這份譜，其實是接續著上面這份譜的，可是同學在拿譜的時

候，不小心被飲料潑到，有些音符不見了，要請你試著用聽寫的方式，

完成這份譜： 

 

同學有沒有發現，底下這份譜跟上面那份譜的節奏型幾乎是一模一

樣，但是音程提高了      度？ 

這也是很多作曲家會用的作曲方法喔！ 



16 
 

第 3首：安妮特拉之舞 

安妮特拉是非洲沙漠遊牧民族的美女，她用跳舞迷惑皮爾金，目的

是要騙走他的金銀財寶，這首 3拍子的舞曲，運用了許多弦樂的撥奏方

法，製造出有點朦朧的感覺，如果要用顏色來描述這首曲子，會是什麼

顏色呢？ 

請先輕輕跟著音樂用手拍節奏，3拍子的曲子，你可以用「踏(腳)—

拍(手)—拍(手)」的方式打拍子，也可以只打第 1拍，或只打 2-3拍，整

首曲子可以在不同段落換打拍子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呢？ 

或是，你也可以站起來，用「蹲—踩—踩」的方式來打拍子，或

「左—右—左」「右—左—右」的方式，有沒有開始像舞蹈了？你可以變

化雙腳踏的方式，讓整個舞蹈更有活力一點喔！ 

最後，請在以下空白的地方，用色筆畫出這首曲子的線條和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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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首：山魔王的大廳 

葛利格這首超級有名的曲子，用來描寫皮爾金在挪威的深山裡，進

入了山魔王的宮殿，這裡用到了挪威傳統音樂的素材，使音樂聽起來雖

然簡單卻又鏗鏘有力， 

音高從      到      、 

樂器數量從      到      、 

速度從      到      ， 

不斷堆疊，讓人非常興奮，好像要飛起來一樣！ 

這首曲子後來也被戲稱為「挪威第一首搖滾樂」，現代的音樂在電影

《新娘大作戰》、S.H.E.歌曲《宇宙小姐》引用。 

小朋友你覺得這段音樂可以用在什麼故事情節中？請把這個小故事

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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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皮爾金旅行的國度 

挪威是音樂家葛利格和文學家易卜生

的國家，也是他們創作《皮爾金》的靈感

來源，挪威北邊的國土已經在北極圈內，

吸引全世界的遊客去欣賞極光，西邊面對

大西洋，有長達上萬公里的海岸線，被冰

河擠壓成壯麗的峽灣地形，境內有高山和

森林，南邊還有許多的湖泊，是天然景觀

非常美麗和生態豐富的國家。 

 

 

 

這個國家之前是維京人（或稱為維京海

盜）的故鄉，小朋友可能聽過動畫《北海小英

雄》，或是動畫電影《馴龍高手》，甚至是漫威

電影《雷神索爾》等，這些都是根據北歐的維

京文化傳遞到今天，而《皮爾金》也是易卜生

根據挪威的民間故事，整理與改編而成的舞台

劇（也有人稱之為音樂劇）。 

 

 

 

 

圖 8：挪威地圖 

圖 9：《馴龍高手》電影海報 

圖 10：《北海小英雄》電影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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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金為了逃離山上妖怪們的追捕而離開挪威後，沿著海岸到了非

洲北部，然後在摩洛哥、埃及、撒哈拉沙漠北邊的部落地區流浪旅行，

做生意或從事各種招搖撞騙的勾當，到老的時候才又搭船回到挪威的故

鄉，對於居住在寒冷的北歐居民而言，炎熱的沙漠地區是非常具有「異

國風情」的地方。 

 

 

 

 

  

圖 11：北歐至北非地圖，包含皮爾金航行的北大西洋和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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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金》第二號組曲，Op.55 

第 1首：綁架新娘及英格麗的嘆息 

英格麗（Ingrid）是皮爾金家鄉富有人家的女兒，在英格麗結婚宴客

的場合，皮爾金喝醉了，竟然大鬧喜宴，還把新娘搶走，等到皮爾金酒

醒了以後，又把英格麗丟在山上不管她，這是犯罪的行為，也導致皮爾

金被村民們追捕，後來要逃離家鄉。 

這首曲子有兩個主題，一個描寫是皮爾金綁架新娘的場景，音樂很

狂暴但是很簡短，然後是描寫英格麗嘆息的旋律，從低沉的音域開始，

然後弦樂高音域再唱一次，最後回到粗暴的綁架主題結束。 

綁架的主題旋律聽起來如何？作曲家用了什麼音程來描寫？我們來

看看譜上面怎麼寫，以下是長笛和雙簧管： 

這是弦樂團 4部： 

 

在第一小節，2把長笛組合了那些音程？請把譜降低八度記錄下來，

並寫出音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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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程名稱： 

 

在第一小節，2把雙簧管組合了什麼音程？請把譜記錄下來，並寫出

音程名稱。 

                                              
                                              
                                              
                                              
                                              

音程名稱： 

 

在第一小節，弦樂團 4部是拉同樣的音，只是音高不一樣，前 2個

音和後 2個音各組合了什麼音程？請把譜記錄下來，並寫出音程名稱。 

                                              
                                              
                                              
                                              
                                              

音程名稱： 

 

小朋友，在第一小節木管樂器和弦樂器，交替著使用 2種音程，你

可以試著在鋼琴上彈出來，或用自己的樂器演奏看看，這 2種音程單獨

聽的時候是什麼感覺？疊在一起又是什麼感覺呢？請你說說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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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首：阿拉伯舞曲 

皮爾金到了非洲北部的沙漠，用其他走私者留下的寶物，珠光寶氣

的把自己假扮成預言家，以各種話術到各部落去騙吃騙喝，這裡的音樂

描寫部落女子唱歌歡迎他：「這預言大師，不曾犯錯，他來到我們這裡

了，揚帆沙之海，鳴響橫笛與鼓聲！」 

這首阿拉伯舞曲是 ABA三段式，在 A段有好幾種打擊樂器，你聽得

出來是那些嗎？ 

以下這種譜叫做「總譜」，是管弦樂團所有樂器的譜，通常是指揮在

使用，還有音樂研究、欣賞等也都可以參考，小朋友上合奏課時，自己

樂器用的譜叫「分譜」，也可以跟指揮老師借「總譜」來看看喔！ 

管弦樂團的總譜，從上往下分別是木管樂器銅管樂器打擊樂器

弦樂器，這種排列方式，作曲家也會在第一面寫出所有樂器的名稱，這

份譜所用的語言是義大利文，也有用德文或英文寫的，猜猜看，如果是

國樂團用的譜，會用什麼語言寫？ 

下一頁開始有音樂的總譜，聽著音樂跟著總譜閱讀，在打擊樂器那

一列，你能猜得出來是那些樂器嗎？請寫出來： 

1. Triangolo                   

2. Tamburino                  

3. Tamburo piccolo                   

4. Gran Cassa e Pia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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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與即興活動 

以上提供了 4張總譜給同學們參考，你可以選擇一種你喜歡的打擊

樂器跟著音樂演奏看看嗎？ 

或是你可以即興用打擊樂器，配合著音樂演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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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首：皮爾金返鄉 

皮爾金年紀老了，他想要回到挪威的故鄉，於是他帶著自己賺來的

財產，搭船航海返鄉，但是在海上遇到了暴風雨，船隻在暴風雨中不幸

沉沒，皮爾金所有的財產也跟著沉入海中，幸好他搭上救生艇，勉強逃

過一命。 

除了這首曲子，我們也可以來聽聽這 2首曲子： 

1、L. v. Beethoven: Symphony No. 6 in F major, Op. 68(Pastoral), the 4th 

movement: Gewitter Sturm. Allegro 

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田園》第四樂章「暴風雨」 

2、R. Wagner: Der fliegende Hollander (The Flying Dutchman) : Overture 

華格納：歌劇《漂泊的荷蘭人》序曲 

這 2首曲子都在描寫暴風雨，同學有聽到狂風暴雨時，作曲家會用

快速的半音階來表現嗎？ 

 
 

  
圖 12：海上的暴風雨與漂泊的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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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活動： 

小朋友可以選擇一個調，創作自己的暴風雨，考慮用下行音階，還

是上行音階？或是上下行組合？要剛好八度，還是八度內或超過 1個八

度？可以自己嘗試看看，在底下的五線譜寫出來，然後用樂器演奏出來~ 

另外，除了半音階之外，作曲家還會用什麼樂器、或用甚麼樣的音

型，來描寫暴風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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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首：蘇爾維格之歌 

年老的皮爾金回到自己的家鄉了，女主角蘇爾維格（Solveig）在故

鄉等了他一輩子，終於等到這一天… 

這是蘇爾維格獨自在小屋裡唱的歌，歌詞大意是這樣： 

「也許冬天與春天都會過去，到了夏天，一年也將終了。但我知道

有天你一定會回來，我會在這裡等你的，我答應你。無論你在哪，神都

會庇佑你，我會等到你回來的那天，如果你到了天國，我們就在那裡相

會，我的愛人！」 

這首曲子因為旋律優美，常常被拿出來單獨演奏，也改編成許多版

本，跟《清晨》、《山魔王的宮殿》一樣，都是葛利格的代表作品，深獲

大家的喜愛喔！ 

這是一首「歌」，所以我們可以用哼唱的方式，或用自己的樂器，將

這段優美的旋律演奏出來，別忘了要用唱的方式，把句子唱出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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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給老師的話 

第陸點的課程內容，藝術才能輔導群音樂組以「類教科書」的方式

為設計概念，希望能提供現場老師直接使用的可能性。 

課程內容共分為三個單元，第一單元簡單介紹國民樂派的起源的音

樂特色；第二單元介紹葛利格《皮爾金》第一號組曲；第三單元介紹

《皮爾金》第二號組曲。 

以下稍微說明筆者設計的思考點，敬請各位老師參考。 

 

第一單元： 

介紹國民樂派起源，考量到國小學生尚未有太多理解歷史的經驗，

在認知發展上還在具體運思期，尚未進入形式運思階段，且西洋歷史為

高中學習內容，因此筆者避開神聖羅馬帝國瓦解，於 19世紀關於政治上

民族國家的興起，與各國的獨立與統一運動的描述，簡單交代匈牙利王

國欲脫離奧地利帝國統治的背景後，直接進入李斯特創作《匈牙利狂想

曲》與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的音樂介紹。 

這裡要跟老師們說明，李斯特和布拉姆斯創作的匈牙利音樂，常被

理解為吉普賽音樂，但他們的採譜與靈感的來源，其實是吉普賽人（正

確名稱為羅姆人 Romani）在布達佩斯或維也納的餐廳酒館所演奏的匈牙

利民謠，或是「吉普賽風格」的音樂，羅姆人其實一直保有自己的音

樂；因此，雖然李斯特本人以為是，但匈牙利民謠並不等於吉普賽音

樂，這已經透過後來的音樂學者考證，老師們若覺得太複雜可以不用特

別說明，只要自己不把這些音樂類型混淆就可以了。 

教材裡引用的音樂，以 youtube上容易尋找且音樂品質尚可以上的版

本為優先，教師若有其他更好的版本尤佳，可以取而代之，以下是各曲

目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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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zt - Hungarian Rhapsody No. 2 

Happy Birthday To Everyone (Variations in all 12 major keys) by Cateen かてぃん 

Brahms Hungarian Dance No. 5, 四手聯彈版 

 Hungarian Dance No.5 - Hungarian Symphony Orchestra Budapest, 樂團版 

Martynas - Hungarian Dance No.5 in G Minor, 手風琴與小樂隊版 

Dvořák: Slavonic Dance, Op. 46/8 / Rattle · Berliner Philharmoni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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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進入葛利格的《皮爾金組曲》，欣賞葛利格在設計故事場景的巧思，

關於故事本身，有關兒童不宜的部分，例如誘惑之舞、強奪新娘、強盜

欺騙等，教師可淡化情節，以適合兒童身心發展的方式敘述。 

重點在於安排深入曲目內涵的學習活動，如何引導學生能專注聆

聽，還有協助他們進入音樂理解，各曲目的教學設計思考如下： 

第 1首：清晨。 

兩首曲目進行比較聆賞，與理查・史特勞斯的交響詩《查拉圖斯特

拉如是說》開始的「日出」段落作對比，讓學生在作業單上畫出兩首曲

子的場景，並辨識出一開始演奏主要旋律的樂器為那些樂器，在學生畫

圖時可以多聽幾次，以沉浸式的聆聽經驗養成聆賞的習慣與興趣。 

第 2首：阿塞之死 

本曲因為速度緩慢、樂句以反覆方式進行，且節奏型態固定，因此

用「聽寫」的方式讓學生填空，使理論課程與實際作品結合，呼應素養

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方式。 

若是有學生因為和弦音而聽不出來旋律音高，教師最後可協助以鋼

琴彈奏單音旋律，協助學生完成本單元聽寫作業，這種聽寫方式，也可

以讓學生體會，聽寫並不是一種紀錄鋼琴聲音的制式學習方式，還可以

記錄各種樂器的聲音。 

第 3首：安妮特拉之舞 

三拍子的樂曲，對於小學生而言，有時並不那麼好掌握，因此設計

以手或腳打拍子的方式，跟著曲子進行身體律動，以感受三拍子舞蹈的

律動感，除了腳的拍點之外，教師也可以引導學生進行簡易的舞蹈動

作，讓這首曲子真的可以跳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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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這首曲子有種迷濛的感覺，尤其是在弦樂器的撥奏下更

是如此，如果條件允許，可以讓學生用粉彩或水彩，勾勒出舞蹈感的線

條，也能貼近舞曲的精神。 

第 4首：山魔王的大廳 

這首著名的樂曲被大量引用，在曲趣的安排上，可以讓學生理解本

曲音高由低到高、樂器數量由少到多、速度由慢到快，而製造出來的戲

劇效果。 

本單元學習單，是透過此首曲子，讓學生發想一個故事，然後寫成

一篇短文，音樂常常會促發人們想像，這也是音樂很重要的一種功能。 

當代運用延伸聆聽： 

 電影《新娘大作戰》宣傳影片 

 S.H.E [宇宙小姐 Miss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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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接續前一單元的模式，進入《皮爾金》第 2號組曲。 

第 1首：綁架新娘及英格麗的嘆息 

這首曲子的學習活動稍微有點複雜，在聽過曲子並了解曲目的故事

內容後，讓學生練習閱讀總譜，並且將第 1小節長笛、雙簧管、弦樂器

所演奏的音高，抄錄在五線譜上並且辨別音程，長笛演奏為大 2度及小 3

度，雙簧管為小 3度，弦樂為小 3度及大 2度。 

讓學生感受，當大 2度及小 3度分別演奏，與同時一起演奏時，會

各自出現什麼感覺，用聽覺感受辨別音程也是學習音樂重要的一環，但

是提醒老師，這裡並沒有標準答案，尤其是學生已受到當代音樂的各種

影響，音程所觸發的感受會是多元的，我們只需引導學生會感受音程，

但不需要為音程的感受下標準答案或價值判斷（好不好聽的判斷）。 

第 2首：阿拉伯舞曲 

這首曲子接續介紹並閱讀總譜，學生會學到總譜的不同區塊所代表

的樂器，並閱讀打擊樂器的區塊，這首曲子的打擊樂器，分別是 1.三角

鐵；2.鈴鼓；3.小鼓；4.大鼓和鈸。 

一邊聆聽整首樂曲、一邊閱讀打擊樂器的部分，然後老師可進行發

展活動，另將打擊樂器的分譜列印出來，讓學生配合樂曲，實際演奏，

與樂團合奏是莫大的樂趣，或是讓學生配合音樂，即興演奏打擊樂器，

樂趣更高！ 

第 3首：皮爾金返鄉 

這是一首描寫暴風雨的曲子，在聆聽完葛利格的作品後，可延伸聆

聽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田園》第四樂章「暴風雨」，及華格納歌劇《漂

泊的荷蘭人》序曲開頭樂段，引導學生歸納整理這 3首曲子，都有一個

共同的特點：即半音階的音型（大音量的打擊聲部當然也是）。 



35 
 

可以請學生創作自己的暴風雨半音階音型，並用自己的樂器演奏出

來，在創作中學習正確的記譜方法，另一方面也希望對半音階的練習更

有一點熱忱。 

第 4首：蘇爾維格之歌 

這是著名的樂曲，音域和難度也都適合小學生用樂器演奏，老師可

引導學生視唱、分句，自行加上呼吸記號，然後再用樂器演奏，用視奏

方式也很好。 

 

結語： 

以上是筆者為 8首《皮爾金》組曲所做的課程示例，依照不同曲目

的特性，儘量將音樂班目前的學習內容都涵蓋進來，有樂理（綁架新

娘、皮爾金返鄉）、視唱/奏（蘇爾維格之歌）、聽寫（阿塞之死）、合奏

（阿拉伯舞曲）、音樂創作與即興演奏（皮爾金返鄉、阿拉伯舞曲）、故

事創作（山魔王的大廳）、律動或舞蹈（安妮特拉之舞）、彩繪（清晨、

安妮特拉之舞），當然還有欣賞課程的延伸欣賞等。 

以素養導向精神，讓音樂的學習以作品為主，各種專長領域學習科

目都能與作品互動，希望能拋磚引玉，促發老師們發掘更多為孩子學習

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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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註 

本示例內容之樂譜譜例，承蒙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黃新財教授提供，

在此特別感謝。 

其餘圖片出處如下： 

圖 1：歐洲地圖/截圖引用自《地圖》：遠見天下文化 

圖 2：來源 https://folkdancefootnotes.org/dance/dance-information/hungarian-

dance/ 

圖 3：截圖自角野隼斗該曲 YouTube畫面 

圖 4：圖片選自該唱片封面網路照片 

圖 5：截圖自 YouTube: NTSO國臺交歡慶 70桃機快閃 

圖 6：葛利格照片取自其維基百科介紹 

圖 7：易卜生照片取自其維基百科介紹 

圖 8：挪威地圖，照片取自外交部網站 

圖 9：《馴龍高手》電影海報，照片取自官網。 

圖 10：《北海小英雄》電影海報，照片取自官網。 

圖 11：圖片來源 https://www.1zoom.me/zh/wallpaper/585701/z6076.1/ 

圖 12：圖片來源 https://bonart.com.tw/tchaikovsky-the-tempest-symphonic-

fantasia-op-18/ 

https://folkdancefootnotes.org/dance/dance-information/hungarian-dance/
https://folkdancefootnotes.org/dance/dance-information/hungarian-dance/
https://www.1zoom.me/zh/wallpaper/585701/z6076.1/
https://bonart.com.tw/tchaikovsky-the-tempest-symphonic-fantasia-op-18/
https://bonart.com.tw/tchaikovsky-the-tempest-symphonic-fantasia-o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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