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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開課申請計畫書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陳秉宏編製 

 

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29日 

 



112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開課申請計畫書 

壹、 課程名稱：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貳、 開課部落：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部落 

參、 課程學程：文化探索 

肆、 授課教師：陳秉宏 

伍、 上課時間：自 112年  6  月  26 日 至 9  月  11 日，共計 36小時 

陸、 上課地點：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 3 鄰 18 號 

  



柒、 課程理念及目標： 

一、 理念：每個族群的音樂都有各自賦予自身文化的意涵及精神，原住民族傳

統音樂的存在深切的體悟出不同族群差異性，這樣的差異性創造出台灣原

住民族群的獨特性和豐富性。然而時代的變遷，音樂千變萬化，現代音樂融

合了許多元素及曲風，透過現代音樂的律動節奏，重新再讓原住民族歌曲

煥然一新，用現代的創作結合過去的最根本的文化基底，創作出當代原民

音樂，並且讓台灣原住民族音樂站上世界的舞台。 

二、 目標： 

（一）理解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藝術中豐富的美學意涵。 

（二）認識原住民族的傳統歌謠背後的典故涵義。 

（三）熟悉現代網路平台的多元運用，得以廣傳優質的原住民傳統音

樂及創作。 

（四）融入在地文化及區域樂謠特色課程，作歌謠樂曲融合創新。 

（五）運用現代錄音技術將作品錄音保存紀錄。 

（六）提升舞台表演專業及演出完整度 

捌、 課程發展性： 

 短期 中期 長期 

學習目標 1.基本錄音軟體應

用編輯 

2.各類原住民傳統

樂器介紹及演奏 

3.歌曲創作 

1.原創歌曲分析及發表 

2.各類曲風融合及應用 

3.進階錄音設備操作及

軟體應用編輯 

1.舞台表演及即興演

出。 

2.專業錄音設備編輯及

操作 

3.原民音樂新傳唱。 

學習進度 中階 進階 進階 

學員發展 1. 音樂能力進一步

的提升 

2. 熟知原住民傳統

樂器的應用 

擁有詞、曲創作

的能力 

1. 能有獨立創作的能力 

2. 對於各種曲風有基本

的概念及應用 

3.成為一位有原住民文

化涵養的音樂人 

1. 成為音樂專業表演

人員 

2. 能有進階音樂能力

(錄音、編曲等) 

3. 成為一位原住民文

化涵養專業之音樂

人 

學習期程 EX:113年度 EX:114年度 EX:11年度 

備註    



玖、 年度課程規劃： 

上學期 

一、 流行音樂及傳統音樂概論 

（一） 世界流行音樂概論 

（二） 原住民族樂謠概論 

二、 基本樂理一 

（一） 介紹和弦、拍子、音符 

（二） 音樂節奏訓練 

三、 歌唱基本訓練 

（一） 歌唱發聲訓練 

（二） 介紹換聲區 

（三） 合音示範 

四、 進階錄音概念與實作 

（一） 錄音設備安裝 

（二） 錄音軟體實際操作及應用 

（三） 樂器錄音技巧 

（四） 麥克風錄音技巧 

五、 田調及竹樂器製作講解 

（一） 歌曲採集 

（二） 訪問技巧及錄音方法 

（三） 竹製作樂器 1 

 

 

 



下學期 

六、 進階樂理二 

（一）視譜 

（二）製作樂譜 

七、 原住民族樂謠融合與創新 

（七）竹樂器製作 2 

（八）節奏與律動 

八、 歌曲創作 

（一）作詞 

（二）作曲 

（三）編曲 

九、 舞台表演訓練 

（一）舞台器材介紹 

（二）舞台演出訓練 

（三）舞台樂器試音經驗分享 

十、 成果展演 

（一）學生創作發表 

（二）學習成果心得分享 

壹拾、 教學方法： 

原住民歌聲優美、節奏感良好常常會被眾人視為與生俱來的天賦，但若不善待這

些恩賜並加以發揮也只是枉然。原住民地區往往因為資源匱乏及家庭觀念和經濟因素

而痛失許多這些有天賦的人才，越來越多原民音樂的傳唱日益衰減，造成文化音樂上

的斷層。 



 因此提供以下方法來激發更多年輕人重新找尋自己的音樂： 

1. 紀錄：   

需要從最基本的音階開始認識及訓練，提倡學習族語要走進部落進行田野調查

及硬體錄音設備將音樂紀錄起來，如此，除了複習及補足在國民義務教育內習

得的音樂通識之外，更結合現代音樂後製技術，讓族人藉以現代科技之便，不

僅只是優化了傳統音樂的呈現，反而可以完整呈現原本的精神意涵，甚至日後

可以不斷修正改進。 

2. 有效與創意的演練： 

  藉由目前從事音樂教育及原住民音樂人，以教學現代樂器演奏方式，透過

課堂上集體傳唱、演練、經驗分享、相互觀摩，並總結所有相關內容素材以客

觀檢討方式來呈現作品。    

3. 分享： 

  現代網路多媒體平台無遠弗屆，資源的分享能達到傳揚原住民傳統音樂目

的，更能拓展個人觸角與視野，作為個人另類履歷。  

 

壹拾壹、 課程預期效益與學員發展方向： 

一、 對部落發展(如產值)： 

 如同上述，若有豐富文化樂舞影音儲存成庫（前提是需建立專屬平台：如 xxx

部落影音資料庫），透過各樣媒體的佈傳會帶來各樣（經濟、文化、政治..等：如

影音發行、演出邀約、文化交流...等）的周邊效益，當效益啟動就需要相關方面

操作的人力資源，如此有助原民部落活動之活絡，部落才能發展各項需要。 



二、 對學員未來發展： 

 個人發展來自於市場需求，創造市場需求需要更有權力的政府機制推動，部

落大學就是一格很好起端。所以學員個人的發展來自於能看見此一項目長遠發展

的需要，因為被需要就會產生個人使命感。願意把原民樂舞文化發展放在個人生

涯規劃當中。 

 

三、 是否培育本市部落大學師資人才: 

四、 教學效果：  

 通過音樂課程學習，能激發學員對於原住民創新音樂的興趣；學員能更了解

音樂上的知識及自身歌唱及樂器演奏的能力。  

壹拾貳、 學員成績評量方式：（請詳列評量配分方式） 

一、 平時評量：60%(方式及評量比例請依實際需求訂定) 

1.出席率 30% 

2.學習表現 15% 

3.作業完成 15% 

二、 期末評量：40%(方式及評量比例請依實際需求訂定) 

 

壹拾參、 教學使用教材： 

  樂器：木吉他、電子琴、打擊樂器、木琴、竹管琴等樂器。 

  音響設備：樂器音箱、麥架 

  螢幕設備：智慧型電子螢幕 

  錄音設備:錄音介面、麥克風、個人電腦、監聽喇叭、監聽耳機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教學進度表 

週次 日期 時間 時數 教學重點 內容簡介 講師與助理講師簽名 

1 
6/26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進階樂理二 視譜 

 

2 
7/10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進階樂理二 製作樂譜 

 

3 
7/17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原住民族樂謠

融合與創新 

原民樂器文化意涵及介

紹 

 

4 
7/24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原住民族樂謠

融合與創新 
節奏與律動 

 

5 
8/7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歌曲創作、族語

書寫符號課程 

作詞作曲、採集原民詞

彙 

 

6 

8/14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歌曲創作 

編曲(以泰雅族曲調旋

律 2356 為基底創新編

曲) 

 

7 
8/21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舞台表演訓練 

舞台器材介紹舞台演出

訓練 

 

8 
9/5 

(四) 

16:00-18:00 

19:00-21:00 

4 
舞台表演訓練 舞台樂器試音經驗分享 

 

9 
9/11 

(三) 

16:00-18:00 

19:00-21:00 

4 
成果展演 

學生創作發表暨心得分

享 

 

總時數:36小時 

 



附件 6     112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基本型課程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學員名冊 

編號 姓名 族別 備註 

1 范 o凱 泰雅 ■第 2年 

2 范 o勒 泰雅 ■第 2年 

3 柯 o人 泰雅 ■第 2年 

4 高凡 布農 ■第 2年 

5 林 o傑 泰雅 ■第 2年 

6 柯 o帆 泰雅 ■第 2年 

7 潘 o宇 排灣 ■第 2年 

8 李 o凡 泰雅 ■第 2年 

9 范 o謝 泰雅 ■第 2年 

10 柳 o宇 泰雅 ■第 2年 

11 洪 o陽 泰雅 ■第 2年 

12 李 o澐 太魯閣 ■第 2年 

13 陳 o彥 泰雅 ■第 2年 

14 楊 o富 泰雅 ■新學員 

15 柯 o沅 泰雅 ■第 2年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6月 26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人 實到人數：14 人 請假：1  人 

授課內容 進階樂理二: 視譜 

照片 

 
說明 練習視譜及書寫 

照片 

 

 

說明 上台分享及介紹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7月 10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 人 實到人數：14 人 請假：    1 人 

授課內容 進階樂理二 

照片 

 

說明 講述樂理故事及重要性 

照片 

 

說明 講述樂理故事及重要性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7月 17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人 實到人數：14 人 請假：1  人 

授課內容 原住民族樂謠融合與創新: 原民樂器文化意涵及介紹 

照片 

 

說明 介紹原民樂器及文化意涵 

照片 

 

說明 介紹原民樂器及文化意涵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7月 24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 人 實到人數：13  人 請假：   2  人 

授課內容 原住民族樂謠融合與創新: 節奏與律動 

照片 

 

說明 利用現代音樂節奏蔣介節奏與律洞 

照片 

 

說明 講師示範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8月 07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人 實到人數：14 人 請假： 1 人 

授課內容 歌曲創作、族語書寫符號課程: 作詞作曲、採集原民詞彙 

照片 

 
說明 講述作詞作曲及採集原民詞彙的技巧 

照片 

 

說明 影片分享及講解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

(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8月 14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人 實到人數： 14 人 請假： 1 人 

授課內容 歌曲創作: 編曲(以泰雅族曲調旋律 2356 為基底創新編曲) 

照片 

 

說明 編曲課程，學員動腦及動手做 

照片 

 

說明 用說故事的方式來做歌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8月 21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  人 實到人數：13 人 請假：2  人 

授課內容 舞台表演訓練: 舞台器材介紹舞台演出訓練 

照片 

 

說明 以傳統樂器為例介紹舞台編制及經驗 

照片 

 

說明 指導各個樂器在舞台上的演出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9月  05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  人 實到人數：13  人 請假： 2 人 

授課內容 舞台表演訓練: 舞台樂器試音經驗分享 

照片 

 

說明 舞台訓練習樂器試音分享 

照片 

 

說明 學員自行操作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日誌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開課日期 113年 09月 11日 

開課地點 
羅浮部落 時間 

16:00-18:00 

19:00-21:00 

出席率 應到人數：15 人 實到人數：14  人 請假：  1  人 

授課內容 成果展演: 學生創作發表暨心得分享 

照片 

 

說明 學員創作分享 

照片 

 

說明 學員心得分享 

                                               講師：陳秉宏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基本型課程成果報告 

 
 
 
 
 
 
 
 
 
 
 
 

課程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

(下) 

 
 
 
 
 
 
 
 
 
 
 
 
 
 
 
 
 
 
 

陳秉宏編製 

中華民國 113年 9月 15日 

 

  



113年度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成果報告書 

開課

部落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部落 

上課 

地點 

桃園市復興區羅浮里 3鄰 18

號 

課程 

名稱 
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舉辦 

時間 

113年  6  月  28 日 至 9  月  

11 日 

上課 

人數 
15人 

指導 

單位 
原住民族委員會暨教育部 

主辦 

單位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承辦 

單位 
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活 

動 

情 

形 

學員在課程中的參與度非常高，大部分學員都積極分享了自己的心

得與感受。老師也樂於提供額外的知識，除了課程內容外，還進一步拓

展學員的視野。每一堂課都內容豐富，讓學生深入了解音樂展演及音樂

製作的相關知識，並獲得更多實用的經驗與啟發。 

工 

作 

績 

效 

⚫ 學員音樂技能顯著進步（包括基礎節奏和樂理應用）。 

⚫ 掌握至少三首族群歌曲。 

⚫ 能獨立完成一首簡單的編曲作品。 

⚫ 課程中進行了五次以上的音樂練習，每次練習時間達一小時。 

⚫ 演唱和樂器演奏的技巧得到了明顯提升。 

檢 

討 

與 

建 

議 

無 



結 

論 

 現今社會每年都在迅速變化，無論是音樂還是各種潮流趨勢，我們

都必須不斷學習新知識。這次的課程不僅僅是傳授音樂知識，更是引導

大家在當今社會中如何通過音樂找到自己的定位（即在音樂領域中確立

獨特的風格和方向）。作為原住民音樂人，我們的獨特性究竟體現在哪

裡？這是我們應該思考的關鍵問題。上學期的課程可以說是喚醒了各位

學員對音樂的興趣，而在接下來的展演階段，我們將進一步探索表演

（即展示自己的音樂才華的過程）的部分，希望每位學員都能找到屬於

自己的風格以及自己夢想的舞台。 

 

 

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成果照片 1 

部落名稱： 羅浮 課程名稱：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說明： 學員發表自己的作品 



 

說明： 講師與學員互動 

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成果照片 2 

部落名稱： 羅浮 課程名稱：聲響之旅-原住民族現代音樂創作及舞台展演(下) 

 

說明： 利用打擊樂器講述舞台的經驗 



 

說明：學生自己發想歌曲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