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ㄧ、實施成果

此次千載清音＠社區的計畫，以台灣流傳已久且因時代變遷越來越少人熟知的南管樂

為課程主軸，對 1990 後的我們來說南管樂是一種很復古的樂種，而對有些長輩來說是他們

兒時的記憶，課程中需多長輩會開始述說自己的家人也會唱，或是小時候在廟口常常聽人家

唱等等。讓他們不覺得自己與社會有所脫節。

然而，南管可說是一種全身的藝術運動。此次課程規劃針對的對象是較年長者，課程

規劃分成三大部分，第一：南管的入門，從學習南管唱曲開始、第二：南管戲身段、第三：

動手製作自己的樂器。藉由南管唱曲，可以讓長輩有調節呼吸及運動臉部肌肉，一般人講話

嘴巴通常不會打開，也就不會訓練到臉部的肌肉，而南管的咬字會需要大量使用臉部肌肉來

讓字詞更清楚。南管的身段從手到腳都會使用到，身段最為注重在手部的動作，尤其是小旦

的身段，會需要使用手指的關節，有些長輩因為關節退化，手變得較僵硬，透過手部的動

作，活動手指頭的關節。最後就是動手做樂器的部分，製作樂器可能對大部分的長輩來說是

一件抗拒的事情，會覺得自己的手腳笨拙做不來，但我們的主要目的在於，互相幫忙互相合

作，製作樂器的步驟有許多需要別人的幫忙才能完成的部分，學員們也都很主動地互相幫

助，也達到了南管樂的精神宗旨--‐互相幫忙，南管樂是一種合樂，所以演奏互助的精神是非常  
重要的。

 過程中有觀察學員們從課程開始到成果發表的心境以及展現出來的變化，透過課程中

計畫者感受到的直接反應、與學員們聊天的感受以及課後的問券調查。不僅僅是計畫者單方

面把所熟知的東西往學員身上塞，而是讓他們從這樣的課程中，找尋快樂以及成就，達到共

融學習目的。

以下是由林羿均老師針對此次課程學員動態分析與問卷調查分析在計畫當中，若將課堂

視為一個大型的團體，那麼筆者在團體中大多擔任觀察員的角色，主要任務在於觀察學員與

學員之間的互動、學員與老師的互動、學員對於課程投入的程度等團體的歷程部分，在幾次

課堂的觀察之後，將觀察到之團體現象以下分成幾點描述：

1. 成員對課堂的投入程度提升

在幾次的課程中，觀察到學員從上課時會彼此之間竊竊私語，到每次上課都非常專注於課

堂上，不再有無關課堂之行為及發言，以及從對老師的指令可能只有接收，卻不一定有行

動，到每次老師給出指令之後都主動跟上進度並且完成，在在都可以感受到學員對於課堂

的投入及專注程度提升。

2. 團體中的領導者同盟

在團體的過程中，有時老師會邀請學員們上台做練習示範，可以注意到某些學員較為踴

躍，在大家沒有反應的時候成為老師的「小天使」，到了團體後期，在其他學員對於上台

彩排感到害羞退卻的時候，這些同盟者會開始鼓勵同學們，邀請他們一起上台，並且在同

學完成後給予適當的稱讚。

3. 團體中的利他行為

在課程的後期也注意到，學員們開始會互相幫助，像是在其中一堂製作樂器的課堂上，率

先完成的學員主動的幫助遇到困難的學員；除了學員之間的互相幫助外，在老師需要移動

教室的配置時，大多數的成員不需要老師開口，便會主動協助老師，這些舉動都展現出了

團體中的利他行為。



4.     在課程當中，時常會聽到學員主動發問，想要對課程內容有更加深入的認識以及了解，此  

       一行為展現出了學員對於課程抱有興趣及好奇，也代表了老師們在引發學員學習動機此一   

       目標的成功。

5. 團體凝聚力－對團體的期待及不捨

在倒數第二次課程中，當老師預告下一次將是最後一次上課時，有學員發言表示捨不得課

程結束，期望課程可以再繼續，繼續和其他學員一起向老師學習，這一個事件是成員對團

體此一種類團體凝聚力的具體展現。

6. 學員對課程內容的高完成度

在最後的幾堂課，可以明顯觀察到，前幾次課堂中較為跟不上的學員在最後都能夠獨立完

成老師的指示，並且可以自己唱曲並且搭配身段，無論是在動作上或是歌唱方面都有極高

的完成度，可見老師們在教導長者們認識南管樂、學習南管樂此目標上的成功。

以上幾點都展現出了在此團體中的高度團體凝聚力，並且在課程目標的達成此一面向上的

完成度也頗高，更珍貴的是老師們成功地引發了學員們的學習動機。

另外，在計畫中我們預期為長者們帶來「認定自我價值」以及「提升正向情緒」的效益，

因此在課程的最後我們做了一些簡單的調查及訪談來評估成效，並整理出以下結果：

1. 學習帶來的成就感

在訪談後，發現有許多長輩有「學到東西」、「進步」、「有成就感」、「活到老學到

老」等感受，這些感受代表著透過課程，長輩們除了感到充實，也做到了自我肯定，呼應

了計畫中「認定自我價值」的預期效益。

2. 愉快的心情

多數長輩們在調查中表示參加課程讓他們感到心情愉快、輕鬆，煩躁的心情在上課的過程

中也能被忘卻，正是計畫預計達到的「提升正向情緒」。

3. 分享所學

在與長輩們的談話中，也有些長輩表示在參加完課程後，回家會跟家人朋友分享及炫耀所

學，除了表現出「對南管的認識」，也做到了計畫中「傳播傳統音樂」的目標。

二、整體效益

將藝術最直接的傳播就是親身的體驗，沒有體驗過不會知道原來這個藝術文化是如此，也

因為南管樂的學習特性是以口傳心授的方式，沒有太過複雜的技巧，只需要學員願意開口願意

聽願意模仿，就能瞭解到南管樂與現今流行音樂有什麼不同，透過這三個月的課程，部分不了

解南管樂的學員都能開口哼唱著南管樂的譜字以及曲，即便會說：「我們不會拉，我們看不懂

拉」等等叫沒自信的話語，但只要計畫者拿起樂器開始彈奏課堂上所教學過的曲目，學員們就

會開始跟著哼唱，這是計畫者最為感動的地方。再來就是所教學的南管戲身段，這對學員來說

是最不抗拒的一部分，透過身段讓他們體會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與朋友間玩樂，也因為大部分

學員喜歡，會將課堂上所拍攝的影片與家人、朋友分享，也間接地將南管樂給予更多人知曉，

透過社會的交際，達到最有效且最低成本的推廣宣傳。

南管樂本是團體合作的樂種，此次活動兼具互相學習、創作、合作以及遊戲方式提高學員

的興致，此次也有成功成就感提高學員們認定自己的價值，不僅計畫者單方面將南管樂拋給學

員，而在課程中，有些語言上的不解像是台語的專有名詞，都是透過學員反饋教計畫者的，這

一部分也讓他們感到自信，達到共融性。



三、綜合檢討 
此次計畫遇到最大的困難在於計畫者與學員上的語言溝通，大部份學員還是會以台語為習

慣語言，雖然大部份學員都是聽得懂國語的，但計畫者們還是希望以學員熟悉的語言與學員溝

通，台語是計畫者們的一大功課。 
 

文字對一些學員來說沒辦法反應得很快，有些是看不懂字的學員，相較之下會需要比較長

的時間做模仿以及讓有些學員一度喪失自信，當初做規劃時沒有將其列入考量，所以有拖延到

課程的一些進度，不過有適當地在課程中做協調，以及即時影片教學鼓勵學員回家多看影片， 
用模仿的方式，也成功讓學員們自己唱出譜字。 

 

成果發表的時間較沒有掌控恰當，沒有設想到這是一個社區型態的活動，會有一些熱情長

官的勉勵，有讓此次成發稍稍延遲，不過還好不影響學員們演出的呈現。 

 

 

執行活動一覽表： 2018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3 月 
開始
日期 

結束
日期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活動性質及內容 

（演出、展覽、研習等） 
參與人數 是否收費 

2018/ 
12/1 

2019/3 
/31 

千載清音＠社區 花淨瑜 社區教學、成果發表 30 否 



2018 年 12 月 10 日課程 

活動紀錄：  
 
 
 
 
 
 
 
 
 
 
 
 
 
 
 
 
 
 
 
 
 
 
 
 
 
 
 
 
 
 
 
 

 
 
 
 
 
 
 

2018 年 12 月 17 日課程 



 

 
 

2018 年 12 月 24 日課程 

2018 年 12 月 31 日課程 



 

 
 

 

 
 
 
 
 
 
 

2019 年 1 月 7 日課程 

2019 年 1 月 14 日課程 



 

 
 

2019 年 1 月 21 日課程 

2019 年 1 月 28 日課程 



 
 

2019 年 2 月 18 日課程 

2019 年 2 月 25 日課程 



 
 

2019 年 2 月 28 日小麥文化節演出 

2019 年 3 月 10 日成果發表會 



 
 

海報、節目單 



餐點 


	ㄧ、實施成果
	三、綜合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