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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鑼鼓喧天嬉遊北管・藝術課程教案(詳細版) 
一.教學活動資料： 

課程名稱 鑼鼓喧天嬉遊北管 課程類型 實體課程 

教學時間 2 堂課(共 80 分鐘) 教學對象 國小中、高年級 

課程屬性 藝術領域、音樂、表演藝術、多元文化教育、文史認識、應用鑑賞 

學習重點 
(對照十二年國教

課程綱要指標) 

 學習表現： 
1-Ⅱ-1 能透過聽唱、聽奏及讀譜，建立與展現歌唱及演奏的基本技巧。 

1-Ⅱ-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術的元素和形式。 

2-Ⅲ-1 能使用適當的音樂語彙，描述各類音樂作品及唱奏表現，以分享美感經驗。 

2-Ⅲ-4 能探索樂曲創作背景與生活的關聯，並表達自我觀點，以體認音樂的藝術價值。 

3-Ⅱ-1 能樂於參與各類藝術活動，探索自己的藝術興趣與能力，並展現欣賞禮儀。 

3-Ⅲ-1 能參與、記錄各類藝術活動，進而覺察在地及全球藝術文化。 

 

 學習內容： 
音 E-Ⅱ-1 多元形式歌曲，如：獨唱、齊唱等。基礎歌唱技巧，如：聲音探索、姿勢等。 

音 E-Ⅱ-2 簡易節奏樂器、曲調樂器的基礎演奏技巧。 

音 E-Ⅱ-3 讀譜方式，如：五線譜、唱名法、拍號等。 

音 E-Ⅱ-4 音樂元素，如：節奏、力度、速度等。 

表 E-Ⅱ-1 人聲、動作與空間元素和表現形式。 

音 E-Ⅲ-1 多元形式歌曲，如：輪唱、合唱等。基礎歌唱技巧，如：呼吸、共鳴等。 

音 E-Ⅲ-2 樂器的分類、基礎演奏技巧，以及獨奏、齊奏與合奏等演奏形式。 

音 E-Ⅲ-3 音樂元素，如：曲調、調式等。 

音 E-Ⅲ-4 音樂符號與讀譜方式，如：音樂術語、唱名法等。記譜法，如：圖形譜、簡譜、五

線譜等。 

音 A-Ⅱ-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獨奏曲、臺灣歌謠、藝術歌曲，以及樂曲之創作背景或歌

詞內涵。 

音 A-Ⅱ-2 相關音樂語彙，如節奏、力度、速度等描述音樂元素 

之音樂術語，或相關之一般性用語。 

音 A-Ⅱ-3 肢體動作、語文表述、繪畫、表演等回應方式。 

音 A-Ⅲ-1 器樂曲與聲樂曲，如：各國民謠、本土與傳統音樂、古典與流行音 

樂等，以及樂曲之作曲家、演奏者、傳統藝師與創作背景。 

音 A-Ⅲ-2 相關音樂語彙，如曲調、調式等描述音樂元素之音樂術語，或相關 

之一般性用語。 

視 A-Ⅱ-3 民俗活動。 

表 A-Ⅱ-1 聲音、動作與劇情的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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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Ⅲ-1 家庭與社區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故事。 

音 P-Ⅱ-1 音樂活動、音樂會禮儀。 

音 P-Ⅱ-2 音樂與生活。 

表 P-Ⅱ-2 各類形式的表演藝術活動。 

核心素養項目 
■A1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B2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議題融入 

[我族文化的認同] 

多 E1 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 

多 E2 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與意識。 

[文化差異與理解] 

多 E3 認識不同的文化概念，如族群、階級、性別、宗教等。 

多 E4 理解到不同文化共存的事實。 

[社會正義] 

多 E8 認識及維護不同文化群體的尊嚴、權利、人權與自由。 

課程設計目標 

1. 認識與尊重無形文化資產-北管。 

2. 學習北管音樂與內涵，透過影片、教學 PPT、學習單及樂器等多元面向學

習。 

3. 透過實際體驗北管樂器，理解其音樂與藝術價值，感受傳統音樂與文化的

重要性。 

課程產出物 

1. 認讀工尺譜、鼓詩 

2. 體驗北管音樂 

3. 印象北管小秘密學習單、北管樂器學習單 

關鍵問題 
(建議可自行搭配字

卡或拍照手拿牌) 

1. 認識無形文化資產 

2. 北管音樂 

3. 多元文化 

4. 工尺譜＆鼓詩 

 

二.教學活動簡介：   
課 程 流 程 備品清單 

 第 1 堂課： 

課前教具準備 → 開場介紹與引導活動(3分鐘)→遶境活動(5分鐘)→北管

音樂歷史(15 分鐘)→ 學習工尺譜、牌子急三鎗之練習與發表(15 分鐘)→

複習+收尾(2 分鐘)。 

 第 2 堂課： 

北管樂器認識(20 分鐘) →北管與八音的比較(5 分鐘)→學習鼓詩、鼓詩譜

例教學與練習(5 分鐘)→綜合複習+合照(10 分鐘)。 

1. 投影片動畫 PPT/影片檔 

2. 播放設備 

3. 簡報筆 

4. 麥克風 

5. 學習單 

6. 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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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活動流程：   
課

程

流

程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備 註 / 照 片 

準

備

時

間 

課

前 

10 

分

鐘 

 準備 PPT 播放設備 

 準備樂器與其他教具教材 

 學生就坐 

 

第 1 堂課 

一

、 

引

導

活

動 

3

分

鐘 

 

 

（一） 哪裡聽得到北管？哪裡可以看到北管？ 

 
繪本繪者：蔡浚勝 

1. 師：有沒有人聽過這種感覺「吵吵鬧鬧」的音樂演奏

呢？是在哪裡聽到的呢？ 

（邀請 1-2 位學生分享曾經看過的經驗） 

參考答案與說明： 

北管。北管大部份是在酬神、迎神賽會、婚喪喜慶時會

有的傳統音樂演奏，像這種「迎鬧熱」的場合或是祭祀

的場合裡都會用上北管音樂演奏喔！ 

 

PPT-繪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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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繪者：蔡浚勝 

2. 師：仔細觀察這張圖片，我們來回想看看有曾經在路

上看到廟會慶典等的遶境遊行隊伍嗎？你知道他們為

什麼要遶境遊行嗎？裡面有哪些你曾經看過的景物

呢？你知道它(他、祂)是什麼嗎？ 

（邀請 1-2 位學生分享圖片中認識的景物） 

參考答案與說明： 

陣頭。民間祭祀、廟會喜慶時，為了感謝神明的保佑，

在神明出巡時駕前護衛，並以此延伸出邊走邊表演或沿

街定點演出的一種形式，透過表演娛樂人神。陣頭分為

文武陣，文陣像是北管、八音、南管等。武陣像是龍陣、

獅陣、宋江陣。 

 

PPT-繪本頁面 

二

、 

開

展

活

動 

5

分

鐘 

 

 

 

 

 

 

 

 

 

 

※老師可以舉例自己生活圈當中的知名遶境活動或北管軒社 

（二） 鑼鼓喧天遊街趣−遶境活動 

最熱鬧的日子-以「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遶境」為例 

 
師： 

很多地方都有遶境活動，如果我們想要欣賞這些熱鬧

的遶境遊行、陣頭與音樂可以在每年農曆 5 月 5 日、6

 

PPT-「淡水清水巖清

水祖師遶境」照片 

 

「淡水清水巖清水祖

師遶境」說明： 

https://reurl.cc/jDpK2

D 

《淡水百年遶境逗陣

走》 

 

https://reurl.cc/jDpK2D
https://reurl.cc/jDpK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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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這時來到淡水，來參加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難得的

盛會！也就是俗稱的「淡水大拜拜」，是新北市政府

2013 年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的民俗活動喔！ 

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遶境最早起源在清代後期，當時

為了驅除瘟疫而迎請清水祖師遶境，清水祖師在遶境

途中「落鼻示警」，讓當地的人都因前來觀看脫落鼻

子的神像而避開了災禍。後來到了日治初期，清水祖

師遶境逐漸成為每年舉辦的例行活動。直到大約

1910-1915 年之後，每年就幾乎都會固定舉辨。 

為什麼是在這個日子舉辦呢？有幾個傳說，一個傳說

是因為疾病容易在炎熱夏季發生流行，另外也據說是

因為大家提議可利用端午節的應景食品作為祭典供品

以節省開支，所以選擇在端午隔天舉行。還有一傳說

是 5 月 6 日是清水祖師得道的日子。 

在遶境過程除了有其他宮廟、獅陣及神明會等陣頭一

同參與外，還可在陣頭中欣賞到獨樹一格的鼓架、繡

旗、獅頭及神轎等傳統工藝，宛如嘉年華會般精采呢！ 

 

 
繪本繪者：蔡浚勝 

 

 

 

 

 

 

 

影片段落建議 06:15-13:26 

 

 

 

 

 

 

 

 

 

 

 
 

 

 

 

 

 

 

 

PPT-繪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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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鐘 

 

 

 

 

 

 

 

 

 

 

 

 

 

 

 

 

 

 

 

 

 

 

 

 

 

 

 

 

 

 

 

 

（三） 臺灣的「重金屬音樂」−北管音樂歷史 

 
繪本繪者：蔡浚勝 

1. 北管小秘密 

師：這遶境隊伍中有一群在演奏音樂的人，大家印象

中通常會聽見大聲喧鬧的鑼鼓、嗩吶等音樂，這種傳

統音樂像是「北管」都會在酬神歌仔戲、迎神賽會演

出時，類似的樂器與音樂形式也有在布袋戲表演、喪

禮等場合裡聽見！可以說是臺灣傳統的「重金屬流行

音樂」呢！ 

（邀請 1-2 位學生分享曾經在遶境中看過聽過北管演

奏的經驗） 

師：為什麼叫做北管呢？ 

臺灣的傳統音樂最早是從中國大陸傳過來，而漸漸融

合成在地音樂，清代中葉『亂彈』傳入後，當時正流

行南管音樂，推測或許是為了與南管對照呼應所以有

了北管這個稱呼。北管鑼鼓喧天、豪邁激昂的音樂風

格，剛好非常適合戶外節慶氣氛。 

師：北管都是音樂演奏嗎？ 

北管音樂包括鼓吹樂的「牌子」、絲竹樂的「絃譜」、

戲劇類的「戲曲」，以及純歌唱類的音樂「細曲」。

北管音樂的內容性質，涵蓋古典公共場合或私領域活

動之音樂需求。可為布袋戲、歌仔戲、北管戲的伴奏，

也可用於廟裡的迎神賽會，用途十分廣泛。不論宗教

儀式、戲劇後場、節慶、陣頭踩街、婚喪喜慶與各種

祝賀，或館閣成員的文化教養、休閒娛樂、排場活動

等，都是北管得以展現的空間與舞台。 

 

PPT-繪本頁面 

 

 

 

 

 

 

 

 

 

 

 

 

 

 

 

 

 

 

 

 

 

 

 

 

 

 

 

 
 

 

 

 

北管音樂： 

《淡水百年逗陣走─

北管音樂》 
https://reurl.cc/VL0y75 

 
影片段落建議 08:33-09:44 

https://reurl.cc/VL0y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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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演出型態可以分為：出陣、排場、演戲等。 

 出陣是以徒步或乘車方式來演奏。 

 排場是在固定的地點吹打唱曲。 

 演戲是由前場演員與後場的樂師組成，是北管最

完整的演出形式，包含了扮仙戲、正戲、小戲等。 

 

2. 認識北管軒社 

師：在觀看遶境時還可以找找其中有一個歷史超過百

年的北管軒社「淡水南北軒」。淡水南北軒在 2012

年公告認定為傳統表演藝術「北管音樂」保存者。 

（播放片段的影片欣賞） 

 

3. 北管戲曲的初步認識 

師：北管除了清奏的音樂，也有豐富的戲曲，戲曲分

為福祿戲曲、西皮戲曲。依實踐者身份，又有「亂彈

戲」、「子弟戲」之稱，職業戲班所演出的北管戲又

稱為「亂彈戲」，而業餘子弟所演出的北管戲亦稱「子

弟戲」。民間稱北管戲為「大戲」或「正音」，乃因

建醮、入廟等較隆重之廟會活動，均會演出北管戲以

示隆重。北管戲曲之所以被認為神聖而隆重，與其扮

仙戲有必然關係，因扮仙酬神祈福為民間演劇最重要

的目的。臺灣演戲習俗，在正戲演出之前必先表演一

段「吉慶戲」，民間俗稱「扮仙」，亦即演員扮演天

界神仙，到人間賜福的情節。 

 

 
繪本繪者：蔡浚勝 

 

 

 

 

 

《Tamsui 

Nanbeishuan 淡水

南北軒介紹短片》 
https://reurl.cc/gDlb7L 

 
影片段落建議 03:28-04:15 

 

《1041102 紅樹林有

線新聞 傳承北管子

弟戲 淡水南北軒 洛

花河》 
https://reurl.cc/M8LlL3 

 
 

 

 

PPT-繪本頁面 

 

神像照片《田都元帥

(左)與西秦王爺(右)》 

https://reurl.cc/eD7

rMj 

 
 

https://reurl.cc/gDlb7L
https://reurl.cc/eD7rMj
https://reurl.cc/eD7r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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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管的神明 

師：北管因為使用信仰、樂器與唱腔的差異，也產生

不同的流派，分為『西皮』、『福祿』二派，信奉的

神明也有所不同。『西皮』派恭奉田都元帥為戲神，

『福祿』派恭奉西秦王爺為戲神。戲神信仰對戲班劇

團的運作與內部秩序，有一種安定的作用，因而信奉

者們都十分虔誠。 

 關於田都元帥有著各種傳說。傳說在唐朝年間，

他的生母於採食稻穀後懷孕，但由於是未婚生

子，因此不得已將嬰孩丟棄田間，幸虧有大螃蟹

前來吐出泡沫哺育，後來被農人收養長大，取名

雷海青。所以田都元帥的嘴上或是額頭上畫著螃

蟹，而供品中不會使用螃蟹。陪祀神為金雞、玉

犬。 

田都元帥精通音律，只是不能言語，被唐明皇召

入皇宮擔任樂官，有一天唐明皇夢遊月宮，得到

一部奇書，滿朝文武皆無法破解，這時候雷海青

卻突然開口說話：「此工尺譜也。」於是按照樂

譜開始教授樂工們演奏，果然與唐明皇在月宮中

聽到的仙樂一樣美妙，從此他被封為「梨園大學

士」。而皇后看見雷海青資質非凡，恐其早夭，

特意提筆在他印堂上寫上八十，希望他能長命百

歲，哪知道在雷海青起身後，額頭上的八十卻成

了十八，所以雷海青就以十八歲的青春容顏歸列

仙班，成為戲曲祖師爺。 

 另外，據說西秦王爺因為善於彈奏琵琶，而被唐

明皇召入宮中，在進京途中差點被蛇精所害，所

幸有一隻大老虎相救，才不至於喪命，也因此留

著長鬍鬚的他身邊總有一尊虎爺陪祀。由於蛇曾

經害過西秦王爺，所以會避看、避說、避演與蛇

相關的內容，避諱「蛇」字本身，會以「草繩」、

「小龍」或「溜」、「順」來代替。又西秦王爺

曾因唱戲倒嗓，後來聽到狗吠聲而體悟到發聲方

式，故後世避諱直呼「狗」而改稱「幼毛」，或

作為陪祀的「將軍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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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

鐘 

 

5. 北管的流派 

師：北管的『西皮』、『福祿』這二派有什麼不同的

特色呢？ 

 『西皮』也稱為「西路」或「新路」，以吊鬼仔

為主要的弦樂器，聲音高亢尖銳。 

 『福祿』也稱作「舊路」或「古路」主要使用提

絃，聲音較西路低沉渾厚。 

 

（四） 尋找北管密碼之一：工尺譜 

1. 北管音樂不可不知的內容 

師：北管音樂種類包括器樂與歌樂，器樂例如「牌子」，

歌樂例如「戲曲」、「細曲」。「牌子」是曲牌的俗

稱，以鼓吹樂形式演奏，可以用於各類出陣、排場與

戲曲演出。牌子的抄本是以工尺譜來紀錄。什麼是工

尺譜呢？ 

（詢問學生是否聽過工尺譜？分享經驗。） 

師：要認識北管音樂需要先知道北管 2 個很特別的密

碼，一個是工尺譜、另一個是鼓詩，工尺譜是關於音

樂的密碼；鼓詩是關於打擊樂器的密碼。工尺譜是北

管音樂的樂譜，功能就像是我們認識的五線譜，不過

他們看起來不太一樣，我們來試試看這種傳統樂譜要

怎麼讀呢？ 

 

2. 解謎北管密碼之一：認讀工尺譜 

師：工尺譜的譜式是由右向左直書，工尺譜裡的「譜

字」表示音高，另以「符號」表示節拍。但北管的樂

譜是不完整的規約性記譜法、是口傳心授的，通常都

需要經過老師點板，才會學習到正確的樂譜內涵。 

工尺譜範例：『風入松』兩種抄寫的樣式 

 

 

 

 

 

 

 

 

PPT-工尺譜譜例 

教具-工尺譜音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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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音高譜字 

師：這是工尺譜裡「譜字」，這些自就代表著音高，

我們來認識每個字的讀法。這些字對照唱名就是這些

五線譜音階。「合、士、乙」是屬於低音區的聲音音

階，從「上」到「乙」是中音區的音階。 

譜字認讀：老師一個字一個字唱一次，並讓學生跟著

唱。 

譜字練習：老師隨意點出一首音階旋律，讓學生跟著

變化唱出來，反覆練習直到熟悉每一個譜字。 

 

 
 

4. 節拍符號 

師：現在我們知道工尺譜裡的「譜字」表示音高，那

節拍怎麼看呢？節拍是以「板、撩」等一些符號來表

示。 

 
節拍包含「。板」、「、撩」，板是小節的強拍，有

時會是每小節的第一拍、有時代表板樂器。撩是其後

的弱拍，每一拍都是「。板」的符號時，代表是一拍

 

 

 

 

 

 

 

 

 

 

PPT-工尺譜音高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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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拍。 

「一板。一撩、」的節拍是二拍，「一板。三撩、、、」

的節拍是四拍，也有用「」表示自由節拍的。 

 

5. 學習譜例-『急三鎗』與板式符號 

師：通常學習北管會先學習完樂譜，進一步再學習戲

劇等。透過簡單的樂譜，大家一起反覆練習，培養默

契之後，就可以一起演奏，或在節慶當中一起表演。

我們來看看這首牌子『急三鎗』的板式符號： 

 

 
 

符號 代表意義 

。 
板是小節的強拍，有時會是每小節的第一

拍、有時代表板樂器。 

、 撩是其後的弱拍。 

 
掛頭、起頭。 

 

二拍的休止符、空拍，會唱「咯」的音。 

而四拍的休止符、空拍會記成  

 

 

 

 

PPT-『急三鎗』譜例 

急三鎗示範： 

影片欣賞《【人間國

寶邱火榮 · 牌子教

學】古路/急三鎗》 

https://reurl.cc/aVd

XO3 

 
 

 

 

 

 

 

 

 

 

 

 

 

 

 

 

 

 

 

 

 

https://reurl.cc/aVdXO3
https://reurl.cc/aVdX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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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後。 

 
鑼鼓要進來的地方 

 
結束 

 

6. 練習『急三鎗』唱譜 

師：先跟著老師把譜讀一次，大家跟著讀一次。 

（學生多練習幾次，直到熟悉譜字與板式符號。） 

師：徵求學生上台唱與分享。 

（1-3 組學生輪流上台表演） 

 

（五） 成果驗收-合唱 

師：成果驗收時間，我們一起合唱一次，邊唱邊欣賞

大家的聲音。 

（全班學生一起表演） 

 

 

 

 

 

三

、 

綜

合

活

動 

2

分

鐘 

 

（六） 學習單 

說明印象北管小秘密學習單的填寫方式。 

(可做為回家功課或延伸學習使用) 

 

（七） 問題與討論 

1. 老師統整本堂課教學內容，與歸納學生分享及表達的

看法。 

2. 讓學生思考在認識北管音樂前後的想法有什麼改變？ 

3. 讓學生回想自己過往的音樂學習經驗，並比較這次學

習與認識的北管音樂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總結性評量： 

1. 了解北管的起

源、內涵，及其

與生活之連結。 

2. 多元文化的學習

與透過自我的學

習、體驗傳承文

化。 

3. 工尺譜學習成

效。 

---------------------------課間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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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導

活

動 

20

分

鐘 

 

 

 

 

 

 

 

 

 

 

 

 

 

 

 

 

 

 

 

 

 

 

 

 

 

 

 

 

 

 

 

(一) 樂器大補帖−認識北管樂器 

師：北管樂器的種類比南管更多，形式也很多樣，根據樂

器的類別可以分為四類，我們先來認識它們： 

(老師播放-認識北管樂器 PPT 搭配聲音、使用樂器圖卡字

卡以問答方式進行) 

1. 認識北管樂器-吹類 

樂器樣式 名

稱 

特色、功能或彈奏方式 

 

大

吹 

 嗩吶又稱「吹」，依形制來分，此件

樂器屬於大吹，由吹嘴、管身、喇叭

口三部分組成。 

 

噠

仔 

 亦稱為小吹。噠仔是嗩吶當中尺寸最

小的一種，音色較為明亮高昂。 

 

品

仔 

 亦稱為笛子。 

 有一個吹孔、七個音孔、一個膜孔。

木製、橫吹。 

 

2. 認識北管樂器-鼓類 

樂器樣式 名

稱 

特色、功能或彈奏方式 

 

北

鼓 

 亦稱為拍鼓、班鼓、單皮鼓、「口北ㄅㄧ

ㄚˋ」鼓。 

 單面蒙皮，另一面為挖空成凹狀，用兩隻

鼓棒擊奏，可以用雙箸單擊或雙擊。 

 音調高亢，是樂隊的指揮，又稱頭手鼓，

PPT-北管樂器 

教具-北管樂器圖卡、

字卡 

 

 

 

北管樂器示範： 

《淡水百年逗陣走─

北管音樂》 
https://reurl.cc/VL0y75 

 
影片段落建議 00:00-08:33 

 

 

 

 

 

 

 

 

 

 

 

 

 

 

 

 

 

 

 

 

 

 

 

 

第 2 堂課 

https://reurl.cc/VL0y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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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開場、結束等也是由北鼓決定。 

 

通

鼓 

 亦稱為堂鼓、唐鼓，會發出『通！通！

通！』的聲音。 

 木製中型鼓身、雙面蒙皮，鼓面張力較

鬆，用兩隻鼓棒擊奏，聲音比北鼓柔和，

清而響亮。 

 用雙箸單擊、雙擊或輪奏等。 

 

扁

鼓 

 木製扁平鼓身、雙面蒙皮，雙面略為鼓

起，像倒置之碟狀，鼓面張力鬆弛。 

 以軟式鼓棒擊奏，可藉由手指壓於鼓面使

鼓聲抑揚起伏，通常用作壯大聲勢之用。 

 

3. 認識北管樂器-板類 

樂器樣式 名

稱 

特色、功能或彈奏方式 

 

扣

仔

板 

 長方體，中間挖空，通常放置於北鼓旁

邊，供北鼓奏者演奏，用於展演之後場，

可與板互相替代使用。 

 叩仔板(梆子)：叩叩叩的聲音，『強拍』

就是敲打叩仔板、『弱拍』就是打鼓。叩

仔板與北鼓和稱鼓板，一稱板一稱眼，一

板一眼互相搭配。 

 

板  是由兩片堅硬的竹片所組成。演奏方式為

搖板以一片擊打兩片組，北管的牌子與戲

曲演奏時，由北鼓奏者兼奏此樂器；如為

細曲時，則為演唱者演唱兼奏板。 

 

4. 認識北管樂器-拉絃類 

有豎線與倒線兩種，以馬尾製之弓摩擦琴絃，震動發聲

(演奏時共鳴箱置於大腿上，琴身與身體平行)。 

 

樂器樣式 名

稱 

特色、功能或彈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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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絃 

 亦稱為殼仔絃。 

 共鳴箱以椰子殼剖半製成，音色寬和。 

 

和

絃 

 與提絃類似，但共鳴箱較大，用來作為和

音之用。 

 

吊

鬼

仔 

 共鳴箱以竹筒製成，音色尖銳緊張。 

 

 

5. 認識北管樂器-彈撥類 

倒線，以手指或撥片撥琴絃，震動發聲(演奏時分為抱

彈式、置彈式)。 

 

三

絃 

 柄細長，音箱略呈方形，分有木頭面板

與蛇皮面板。 

 有三根絃，音色柔和。 

 

 

*本樂器與照片為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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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琴 

 音箱略呈葫蘆形。 

 有三根絃。 

 

北

管

琵

琶 

 琴體細長，琴面稍窄、琴身較薄。 

 有四根絃。 

 

洋

琴 

 音箱呈梯形，上張八組琴絃。 

 以軟式木棒擊奏。 

 

6. 認識北管樂器-銅類 

樂器樣式 名

稱 

特色、功能或彈奏方式 

 

大

鑼 

 也有分大小不同的鑼。譜上的『匡』ㄎㄨ

ㄤˋ就是要敲擊鑼的拍子，通常是打在重

拍上。 

 略大的大鑼也稱子弟鑼，有直徑大到 2-6

尺的，在子弟排場使用，體積很大、鑼心

凸起。大鑼的體積大小具有宣示作用。 

 

 

大

鈔

、

小

鈔 

 鈔是金屬撞擊的聲音，有大鈔與小鈔之

分，大超負責打裝飾音，作用為增加聲音

花樣之用。 

 鈔中央鼓起，形體成圓盤狀，鼓起處中心

鑿有小孔繫以布條，便於演奏時抓握。 

 兩手互擊，作用為提供穩定的直拍之用。 

 

響

盞 

 也稱小鑼。 

 以扁平狀之木棒擊奏鑼心，像是平交道的

聲音，作用為增加聲音花樣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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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鐘 

 

 

 

 

 

 

(二) 北管與客家八音的比較 

1. 師：除了北管之外，流傳於北部客家地區的音樂還有

客家八音，1925 年左右客家八音班吸取北管音樂的曲

目文化，形成特殊的內涵風貌，相似而又有差異。同

學們可以好好辨認看看他們差在哪裡喔！ 

客家八音主要是客家人的喜慶音樂，在重要的場合出

資聘請八音班作專業演出，稱為『請八音』(qiangˋ 

badˋ imˊ)、『打八音』(daˋ badˋ imˊ)，樂器

有吹管類的笛仔(嗩吶)、烏嘟孔(vuˊ du kungˋ)、蕭

仔，絃樂器類有二絃、胖胡、吊規、三絃，打擊樂器

有噹叮(dong dangˊ)、通鼓、鑇仔(鑇 eˋ)、碗鑼、

鑼等。 

烏嘟孔與噹叮乃客家八音獨有的樂器，而其他樂器雖

見於臺灣其他樂種，但樂器的名稱卻稍有出入，如八 

音的「碗鑼」即北管的「響盞」等。 

客家八音主要有兩種音樂類型：其一，吹場樂；其二，

絃索樂。 

 吹場樂：又稱「慢吹場」，是嗩吶與通鼓、鑇仔、

碗鑼、鑼等敲擊樂器的合奏。意指肩負貫串儀式

前後的功能，如搭配儀式進行演奏，或用於迎送

神靈、賓客等，以及整場八音演出以吹場音樂起

始與結束的「有始有終」之功能。 

 絃索樂：又稱「八音」、「噴丟滴」(pun deb did)，

乃嗩吶、二絃、胖胡、簫、三絃、敲擊樂器等之

合奏型態。名為「絃索」，是因吹管類與絃類樂

器的編制，屬於絃索類型的音樂。「噴丟滴」一

名，是感受嗩吶的婉轉纏綿，嬌柔如「丟丟滴滴」

的歌唱意象而得名。故知絃索樂是八音樂師展現

嗩吶精湛技藝與詮釋曲韻超卓功力之處，以愉悅

聽眾為目的，多用於宴客、休閒等場合。 

師：發現不同了嗎？二者的音樂內容、屬性、應用場

合與文化生態都不同。 

 

客家八音： 

《藝湛登峯—111 年

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

授證典禮》 

https://reurl.cc/RzE3an 

 
影片段落建議

1:33:55-1:37:15 

 

 

客家八音介紹： 

《音樂介紹-樂器介

紹》
https://reurl.cc/Ye26Nn 

 
 

客語發音： 

請八音 

https://reurl.cc/lDALbE 

 

打八音 

https://reurl.cc/qL6DjR 

 

噴丟滴 

https://reurl.cc/VLlax6 

 

烏嘟孔 

https://reurl.cc/lDx87q 

 

噹叮 
https://reurl.cc/VLdKNZ 

 

鑇仔 

https://reurl.cc/RzE3an
https://reurl.cc/Ye26Nn
https://reurl.cc/lDALbE
https://reurl.cc/qL6DjR
https://reurl.cc/VLlax6
https://reurl.cc/lDx87q
https://reurl.cc/VLdK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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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qLlyVy 

二

、 

開

展

活

動 

5

分

鐘 

 

(三) 尋找北管密碼之二：認識鼓詩 

1. 師：上一堂課我們學習了北管密碼之一工尺譜，那我

們來想想看鑼鼓樂器要怎麼記譜呢？ 

答案是：以模擬聲響的狀聲詞來記譜。 

鼓詩也稱為鑼鼓經，即一段鑼鼓合奏聲響的模擬，包

含鼓詩狀聲詞與敲奏法。 

 
常見的鼓詩

狀聲詞 

樂器 敲奏法 

大 北鼓 單擊一下 

嘟 北鼓 雙鍵輪奏 

「口北」 

（八、叭） 

北鼓 雙鍵 同時敲擊 

「口鎮」 

（咚） 

通鼓/北鼓 通鼓擊奏 或 北鼓鍵擊通鼓 

「口狂」 

（匡、倉） 

大鑼 大鑼 單擊 或 全體合奏 

台（呆） 響盞 聲響 

「口啄」 

「口乂」 

（才、七） 

小鈔、大鈔 擊打 

乙 無 虛字 

 

(1) 開場的打擊教學 

敲叩仔板(邦子)：叩叩(代表：注意) 

敲北鼓：連續敲擊(代表：即將開始) 

(2) (番 ：反覆的意思 

(3) 結束的打擊教學 

PPT-鼓詩譜例 

教具-北管樂器或替代

樂器 
 

樂器示範： 

《淡水百年逗陣走─

北管音樂》 
https://reurl.cc/VL0y75 

 
影片段落建議 10:08-12:09 

 

 

 

 

 

 

 

 

 

 

 

 

 

 

 

 

 

 

 

 

 

 

https://reurl.cc/qLlyVy
https://reurl.cc/VL0y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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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北鼓：敲擊鼓外側(代表：結束) 

 

(四) 鼓詩譜例教學 

1. 敲擊的節奏練習-一層次節奏 

老師敲奏鼓並念「1、2、3、4」的拍子，學生在「4」

的拍子上拍手。 

換一位學生拿取一樣鑼鼓樂器，並搭配老師敲奏鼓

「1、2、3、4」的拍子，學生在「4」的拍子上敲擊樂

器，其他學生一起在拍子上拍手。 

2. 鼓詩練習-二拍練習 

老師念二拍鼓詩，學生跟著打拍手拍子，一組學生代

表鑼，敲打「匡」的節奏，另一組學生代表大鈔，敲

打「才」的節奏。跟著老師的拍子一起練習。 

 

 
 

3. 鼓詩練習-『一鑼』打擊教學 

師：先跟著老師把『一鑼』譜讀一次 

學生分為 4 組拍手或敲擊替代樂器，4 組分別代表以下

的樂器： 

 

代表樂器或主要最大聲的樂器 

北鼓 

通鼓 

通鼓 

鑼與合奏(可包含響盞、大鈔、小鈔) 

 

小組互評： 

教師可提供評選方向：最有默契的、最流暢的、拍子最準

確的。每組有 3 票，小組討論選出最優秀的三組，並完成

投票。 

 

 

 
 

一鑼+緊戰合奏示範： 

《淡水百年逗陣走─

北管音樂》 
https://reurl.cc/VL0y75 

 
影片段落建議 09:45-10:07 

三

、 

10

分

(五) 學習單 

說明北管樂器習單的填寫方式。 

總結性評量： 

1. 能運用自己的肢

。
、
。
、 

匡
才
匡
才 

https://reurl.cc/VL0y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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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活

動 

鐘 

 

(可做為回家功課或延伸學習使用) 

 

(六) 問題與討論 

（分組討論與發表結論） 

1. 今天的課堂中，北管音樂的哪些特色讓你印象深刻

呢？有沒有改變你對北管音樂的印象？ 

2. 你最希望學習與演奏哪一項北管樂器呢?請寫出你心

中的前三名。 

3. 透過今天的課堂，你有更加認識作為無形文化資產的

北管音樂嗎？ 

體、聲音來演奏

或演場發表。 

2. 運用觀察力模仿

及學習鑼鼓演

奏。 

3. 尊重個別差異，

能喜愛自己的表

現特色。 

 

 
 
 
 
 
 
 
 
 
 
 
 
 
 
 
 
 
 
 
 
 
 
 
 
 
 
 
 
 
 
 
 
 
 
 

指導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承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