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

國⺠之�

教學示例：音樂史論與素養–國民樂派⑤

第五學習階段適用

主　編/吳舜文 
副主編/陳沁紅 
編　著/林怡君

出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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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之聲：我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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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專長領域相關課程設計。 

二、本課程示例可用於高中第五學習階段，科目可為常見的音樂理論相關課程以及專

題式課程等。為呼應素養導向的教學，並著重學生在創作能力上的啟發，提供現

場教學一個課程設計之方向。 

三、課程設計會從 1.素材選擇 2.作曲手法介紹 3.實際創作與修改 4.成果表現四個階

段，一個完整課程結構，引導學生從關心身邊的聲音透過音樂專業領域學習的創

作完成一首屬於自己的作品。 

 

參、教材來源/分析 

國民樂派作曲家相關作品、臺灣在地民謠 

 

肆、關鍵字 

國民樂派、樂曲創作、在地民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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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課綱對應 

課
綱
依
據(

領
綱)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音優 V-P1 

運用主修專長，展現獨立的音樂演出

能力。 

音優 V-P5 

掌握音樂專長項目進行即興、改編或

創作。 

音優 V-P6 

運用數位科技與媒體，進行音樂的改

編或創作。 

音優 V-A1 

探究音樂作品中的美感原則，並提出

觀點。 

音優 V-A2 

探究音樂作品中的文化內涵，並提出

觀點。 

音優 V-A3 

探究音樂作品中的族群特色，並提出

觀點。 

音優 V-S2 

應用數位科技與媒體於音樂及藝術

成果的展現。 

核心 

素養 

藝優 U-B1 

掌握系統性的藝術

符號內涵與運用方

式，以藝術作品闡釋

經驗、價值與觀點並

與他人分享及互動。 

藝優 U-B2 

善用科技、資訊與多

元媒體於藝術學習

的成果表現，培養媒

體識讀與分析能力，

思辨科技、資訊與媒

體倫理相關課題。 

藝優 U-B3 

充實藝術鑑賞、創作

與展演的多元經驗，

省思藝術與族群、社

會、歷史及文化的關

聯，體現個人的藝術

品味。 

藝優 U-C3 

認同在地與國際藝

術展演的價值，對藝

術相關的時代議題

與趨勢保持關切的

學習 

內容 

音優 V-P1-1 

主修專長的進階技巧與練習。 

音優 V-P1-2 

主修專長的獨立展演經驗：含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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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室內樂等。 

音優 V-P5-1 

主修專長的即興、改編或創作。 

音優 V-P5-2 

不同音樂素材或語法的即興、改編

或創作，含臺灣傳統音樂文化素

材。 

音優 V-P5-3 

音樂專長項目即興、改編或創作的

記錄。 

音優 V-P5-4 

系列音樂或藝術主題演出的規劃與

表現。（取材考量不同性別、族群） 

態度，建立全球性的

藝術移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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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量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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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其他： 

2.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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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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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表達對國民樂派 

藝術風格的認識 

能清楚表達

對國民樂派

藝術風格的

認識 

能大致表達

對國民樂派

藝術風格的

認識 

能勉強表達

對國民樂派

藝術風格的

認識 

未達

C級 

能簡述國民樂派 

俄國音樂家與重 

要作品 

能簡述三位

俄國國民樂

派音樂家 

能簡述二位

俄國國民樂

派音樂家 

能簡述一位

俄國國民樂

派音樂家 

未達

C級 

 

學習目標 透過對國民樂派的史論理解以及作曲技法的熟悉，啟發學生創作的能力。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音優 V-P1 

音優 V-P5 

音優 V-P6 

音優 V-A1 

音優 V-A2 

音優 V-A3 

音優 V-S2 

音優 V-P1-1 

音優 V-P1-2 

音優 V-P5-1 

音優 V-P5-2 

音優 V-P5-3 

音優 V-P5-4 

一、國民樂派音樂史論的理解 

二、作曲技法的熟悉 

三、國民樂派作品的理解與分析 

四、引用在地素材或民謠旋律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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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示例內容 

一、素材選擇：國民樂派介紹、訂定引用具民族音樂特色的旋律主題。 

國民樂派（Nationalism, 西元 1825 年～）  

時代特色：  

浪漫時期 19 世紀後半德奧籍以外的作曲家，開始在音樂上強調民族的

來源，基本的概念要求作曲家應使用作品表現國家民族的特性，並依國家歷

史與民族生活選擇創作題材，他們開始反對自古典時期以來音樂無國界的傳

統，因此，國民樂派的思想也提供了其他國家進入樂壇中心的的機會。  

臺灣在地的音樂創作，多受到西方民族主義的影響，在 1967 年，當時

的臺灣學者們如史惟亮、許常惠開始進行臺灣的民間音樂採集，包含民歌、

原住民音樂、客家山歌、鄉土民謠等等，透過採集的音樂素材，進行再創

作，將本土與西方之間、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希望喚起社會民眾對於傳統音

樂的重視，也因為兩位學者同時是教育工作者，引導許多老師或者是七年學

子在學習西方作曲手法的同時，也回顧自身傳統文化，尋找屬於自己的民族

音樂。  

 

二、樂曲基本創作架構 

每一首音樂作品都是由多個動機（motive）進行發展與變奏而完成。所謂的『動

機』指的是曲子當中最基本的音樂元素，它是以節奏為單位，透過各式各樣不同的組

合、變奏而產生樂念（music idea），許多的樂念組成一個樂句（phrase），由兩個樂

句組成一個對稱式的樂段（period）或者多個樂句所組成的不對稱式的句子

（sentence），由許多樂段組成一個段落（Section），再透過各種曲式架構來完成作

品。 

motivemusic ideaphraseperiodSection 

除了可以奠基在曲式結構與融合常見的作曲手法進行創作之外，更可以透過不同

音色的樂器變換、動機重新再定義等，來創作出不同風格作品。所謂動機的重新再定

義，舉來說，浪漫樂派之前的創作，將動機明確的定義為以『節奏』作為基本單位進

行創作，直到 20世紀 Anton Webern重新定義以『音色』作為『動機』來進行作品的

創作，接下來我們針對作品的基本架構來理解創作的步驟，並且引導學生系統是的進

行創作練習，最終完成一首臺灣在地民謠改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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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曲基本元素介紹 

1.《Motive 動機》 

樂曲中最基本的單位。 

名曲介紹 ：Glinka : “Ruslan and Lyudmila”Overture 

分析說明： 

樂曲由節奏式的動機 1（motive1）與旋律式的動機 2（motive2）展開主

題的樂念（music idea），這兩個動機，在樂曲的一開始反覆展開。 

民謠分析與創作練習說明： 

請學生自行選擇臺灣在地民謠，以解構式的概念，透過已學習到的作曲

架構元素，有系統式的拆解作品，進行建構式的創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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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usic idea 樂思》 

音樂的表情，有個完整的『帶起』與『落下』，我們稱之為『樂思』。 

名曲介紹 ： 

Anton Dvorak : Symphony No.9 “New World” 

分析說明： 

在樂曲主題進來的同時，可以將作品當中分析出兩個不同的樂思，所謂的樂思，

簡而言之是一個音樂的『帶起與落下』的過程，而這兩個不同的樂思，透過反覆的開

展，組成樂句。這首管弦樂作品，可以從各樂器之間的對話，發現各聲部獨立的樂曲

動機。 

民謠分析與創作練習說明： 

請學生將在練習動機寫作時所選定的同一首臺灣在地民謠，透過對於這首作品管

弦樂編制的理解，簡化成室內樂作品，並依據小組成員的專長樂器進行團隊創作練

習，建議教學者在分組的時候，考慮各種樂曲編制的組合，並且樂器的音域可含跨

高、中、低音域。針對音樂情感上的『帶起』與『落下』進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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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idea 

Music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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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hrase 樂句》 

由不同的樂念組成旋律配合和聲的進行形成作品中的樂句。 

名曲介紹 ： 

Tchaikovsky the Seasons op.37a: No.6 June Barcarolle 

分析說明： 

從樂曲開始主題進來視為第一樂句，依據和聲的進行此樂句的結束回到 g小調 I

的和聲上。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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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介紹 ： 

Mussorgsky：Pictures at an Exhibition 

分析說明： 

從樂曲開始主題進來視為第一樂句，緊接著作曲家以重複的作曲手法，以增加和

弦聲響的方式，再次宣告主題的樂句。 

民謠分析與創作練習說明： 

進行到此階段，學生應可以透過對創作基本元素的理解完成作品的主題創作。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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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的段落結構 

1.《Period樂段》 

所謂樂段，係指小規模的樂曲形式結構中重複的樂句，有著相似的基本主題旋律

等等，是由兩個或四個樂句所組成的樂段，有些時期的作品用法不同，但是通常都是指

樂句對稱的、前後的關係。 

名曲分析：綠袖子 

 

分析說明：此首作品，第一樂句停在半終止，第二樂句停在正格終止，前面兩句組成第

一個樂段，後面第三句以及第四句，以同樣的樂句結構作為第二個樂段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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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分析：Dvorak American String Quartet 

 

phrase1 

phrase2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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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曲子一開始先有一個前奏，到了第三小節開始出現主題旋律直到第六

小節，爾後原先由大提琴演奏的主題，換成小提琴重複再宣告一次主題旋律，這兩句即

形成了對稱關係的樂句，可視為一個 Period。 

2.《Sentence》 

Sentence是一種的樂句型態，它是以不對稱的旋律結構組合而成，以『樂思』為單

位來組成一個完整的樂句，通常以 a  a’b的形式為一個 Sentence樂句的結構。 

名曲分析：L.V Beethoven Piano Sonata No.5 Mvt.I 

 

分析說明：貝多芬的第五號鋼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一開始由兩小節的樂句重複

開展，第五小節開始，視為前面樂句的延續，形成一個 a, a, b的 Sentence 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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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分析：西貝流士『芬蘭頌』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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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ection 段落》 

作品中最大的單位，就是段落，意指一個完整表達的音樂過程。 

名曲分析：Beethoven Piano Sonata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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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貝多芬第五號鋼琴奏鳴曲的第一樂章，為奏鳴曲式，第一個段落是呈示部，

第二個段落是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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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分析：史麥塔納『莫爾道河』 

 

Sec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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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曲子一開始為前奏的樂段，當主題出現時，可作為第二個樂段。 

Se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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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見的作曲手法 

1.《Repeat 反複》 

 『重複』的技法是音樂創作中常見的作曲手法，作曲家通常會透過和聲的變化，來

將相同動機音型的旋律反覆發展。 

名曲分析：Beethoven Piano Sonata No.4 

 

分析說明：樂曲一開始，以動機的反覆進行旋律的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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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分析：巴拉基雷夫『伊斯拉美』 

 

分析說明：樂曲一開始的主題動機，使用重複的手法開展樂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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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equence 模進》 

『模進』的作曲技法在音樂創作中，適用於旋律的發展與擴充。可以使用

這樣的作曲技法，將一個旋律依據作曲家想要表達的「樂念」（music idea）透

過模進、和聲延續的過程，將旋律轉移到另一個音高層次上。  

模進的組成，以相同或相似的音程來完成，在音階內，旋律以不一樣的音

高層次出現，但音程的關係並不一定完全相同（例如：大二度可以變成一個小

二度，或小三度可以變成一個大三度）。  

名曲分析 1/L.V Beethoven : Symphony 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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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的開頭，以四個音 GGGEb 作為主要的動

機，運用作曲手法中的模進手法，進行下行二度相同音型的動機反覆。  

名曲分析  /J.S Bach : Concerto for 2 Violins 

 

分析說明：巴赫的雙小提琴協奏曲當中，同一聲部運用相同旋律音型來進

行模進的作曲手法。  

名曲分析：巴赫『Ｇ弦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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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以相同的旋律在小提琴聲部中，運用模進的作曲手法來開站主

題旋律。  

名曲分析：Sibelius “Finla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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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樂曲一開始的主題動機，利用 Sequence模進的手法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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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mitation 模仿 》 

模仿是一種對位技術，即複音概念。它是指音樂中的新聲部“模仿”了已經

出現的旋律（或者只有模仿旋律的開頭）。卡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個聲

部先開始旋律線條，另一個聲部在稍晚些開始並模仿現有的聲部。  

典型的卡農作品中，第二個聲部通常完全相對應於第一個聲部，但這並不是模

仿強制要求的。如果旋律開頭具有足夠地識別性，達到構成進行模仿的基礎，

也是可行的，此外，模仿並不總是運用相同的音調，也可以運用完全不同的音

級。  

模仿與上述的音序區別在於：音序一般用於旋律形成和擴展的過程；模仿

則是複合多聲部的作曲手法，因此要複雜得多。  

模仿作曲手法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西元 1600 年以前的音樂中很流行，之後也

應用在卡農和賦格中。  

名曲分析:帕勒斯堤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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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說明：帕勒斯提那的四聲部作品中，同一旋律在不同的聲部輪流出

現，這樣的創作手法，我們稱之為模法。  

名曲分析：巴赫『賦格曲』  

 

巴赫的賦格曲，是一種常見的模進手法運用的作品，在不同的聲部以特定

的關係，將賦格的主題輪流開展。  

 

《其他譜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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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譜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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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曲分析：鮑羅定『第二號弦樂四重奏』  

 

Imitation 

 



 

34 
 

＊以臺灣民謠『丟丟銅仔』為例，運用模仿的手法，引用民謠主題來進行創

作。  

 

＊以臺灣民謠『丟丟銅仔』為例，運用反向模進的手法，引用民謠主題來進行

創作。  

 

在例子當中，學習創作者，可以試圖的使用反向、級進的作曲基本技法，

來針對所引用的臺灣民謠旋律，加以發展與變奏，使得所引用的素材原型，能

夠被連結，並且對於重新再創作賦予新的作品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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