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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音樂照顧活動就是使用音樂（或音樂活動、音樂經驗）為媒介，來促進或維

持人體的身心靈健康。音樂照顧活動並不僅是聆聽音樂而已，還可以搭配律動、

體操、彈奏或敲擊樂器等，以提高健康促進的效果。 
   打鼓療法是屬於主動型的音樂療法，而非洲鼓樂是項容易上手，擁有成就感

的樂器，但又需要團隊的默契與專注力，不只是對自己手上聲音的要求，也要打

開耳朵聆聽別人，用眼睛看大環境的感受，藉著這樣的鼓樂交流、鼓/舞對話可

以達成團體的整體向上，人際關係的流通。  

音樂照顧活動： 

1.課程的安排及實務的操作，讓學生在活動中體驗、學習音樂照顧活動。 

2. 利用成果發表與社區活動實務帶動，以加強學生實作技能之培養，彰顯「實 

   作技能」與「設計」等實作體驗教學課程成果。 

3.非洲鼓/舞實作體驗教學課程： 

  課程安排包括非洲文化介紹；樂器（Dununba、Sangban 、Kenkeni、Djembe） 

  介紹及 Solo break 段落的演練；曲目 Djole (面具)＆KuKu 介紹、打擊練習 
  與帶唱；打鼓療法，藉著這樣的鼓樂交流，可以達成團體的整體向上，人際關 

  係的流通。 

4.成果發表：歡樂鼓舞 

  Djole 成果發表會，因 Djole 現在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曲目 。 

    第一部：彩排與演出。大鼓群及 djembe 打擊節奏操作、搭配牛鈴、椰 

           子沙鈴等樂器，演出團體的默契與專注力。  

    第二部：曲目的唱和，熱情歡樂鼓舞。 

    第三部：配合節奏輕快的舞步加入，整個活動帶動達到最高點。 

5.音樂照顧活動校外參訪及實務帶動、社區參訪活動與實務帶動。 

關鍵詞：Dununba、Sangban、Kenkeni、Djembe、打鼓療法 

 

 

 

 

 

 

 



一、前言 
音樂照顧活動就是使用音樂（或音樂活動、音樂經驗）為媒介， 來促進或

維持人體的身心靈健康。音樂的治療功能，主要是透過音樂的物理共振作用和

心理效應作用（宋， 2003）。因為人體內器官的活動具有一定的震動頻率，如

心臟的跳動、胃腸的蠕動、腦波的波動等，生病時器官的震動頻率就會有所改

變，音樂可以透過聲波的振動，調整這些器官的震動頻率，進而產生共振，而

共振會促進人體分泌一種生理活性物質，調節血液流動和神經，達到治病效果

（Aldridge、David， 2000）。 

非州打擊樂---曼丁鼓樂，是一種合奏的文化，使用大量且多種類的樂器， 

而以打擊性的體鳴樂器為最，鼓的種類更超過其他各州。大多數的樂器都有打擊

樂的特性，強調清楚的節奏，抑揚頓挫，在非洲當地不認為只是打擊的一種，而

是音樂。鼓在非洲極為重要，每一種鼓往往代表著一種神明，在不同的祭典中有

其特殊的功能，鼓的合奏由(鼓大師)master drummer 負責領導指揮，地位極為

崇高。 

非洲舞是一種源自非洲原始部落的歡樂狂野舞蹈（伍，2010），來自土地的

脈動，來自生命的呼喊，展現具豐富生命力與原始創造力的獨特美感（伍，

2010）。非洲人崇尚自然與淳樸的生命特質，在非洲鼓舞中爆發出神奇狂野

的魔力。非洲民族將其文化與生活方式（求生方式），用音樂、舞蹈來展現，

也代表了歡愉的心情，或是表達信仰的敬畏！在舞動的當下釋放出全身的能

量！伴奏一般都是打擊樂、敲擊鼓和木棒及吟唱。非洲舞兼顧文化及流行，

非洲舞熱情、輕快、富有彈性且充滿活力及自由的搖擺肢體，放鬆心情，釋

放壓力。在強烈的非洲舞節奏和力道下，特別強調甩頭手和腿部動作，配合

鼓聲，非洲舞跳起來狂野又奔放。 

 

二、教學目的與動機 

打擊樂的好處能讓老人學打擊樂器來預防老人癡呆症功能（宋，2003）。 

研究將身體的運動與保持心智忙碌列入考量，包括爬樓梯、團體操等，但在預防

痴呆上並沒有作用。唯一例外的是經常性的跳舞與打鼓兩樣，可能是舞蹈與打擊

的音樂深植心靈的影響（馮、卓、吳，2006）。非洲舞爆發力十足，全身都要律

動，一小時就可以消耗掉五佰～一千卡的熱量。不僅可以瘦身，還能鍛鍊肌肉線

條，力與美兼具的～窈窕瘦身非洲舞～。若對於老年人或行動不便者來說，可以

將動作改成只有手部的運動或是比較不激烈的動作。 

   利用非洲鼓實作教學，引發同學對另類音樂照顧活動的認識： Djembe是項容

易上手的樂器，但又能刺激左右腦的協調，與對手掌的刺激，所以，在世界各地，

多以這樣樂器做音樂治療的媒介。 

 

三、執行經過 

   音樂照顧活動： 

  1.課程的安排及實務的操作，讓學生在活動中體驗、學習音樂照顧活動。 



  2.運用音樂的律動，規劃不同族群長者體驗肢體與音樂結合的歡愉氣氛。 

  3.把音樂照顧當作一種處方，有技巧的音樂運用與選擇施用在有需要的人身 

    上，協助其生理及心理功能改善。 

  4.熟悉音樂照顧之輔導技巧及具帶動音樂照顧活動能力。 
  5.課程安排：非洲鼓/舞實作體驗教學課程 

（1） 樂器介紹：節奏架構之角色 

三大鼓的介紹與操作：最大的鼓叫做 Dununba 音域屬低音，次大的鼓 

叫做 Sangban 音域屬中音，最小的鼓叫做 Kenkeni 音域屬高音

（Conrad、Aldridge、David（2000））。各大鼓打擊時均配合敲擊牛鈴。

先教各樂器的打法，並做 Solo break 段落的練習。 Solo 英文的意思

是“獨奏＂，藉著 Solo break 的練習，可以凝聚團體的共識與專注

力。 

Dununba 最大 

 

方式：鐵鈴敲兩下先悶        
 

方式：鐵鈴敲兩下在敲 

sangban 中 

方式：鐵鈴敲兩下先敲       
 

方式：鐵鈴敲兩下在悶 

        kenkeni 小                       Djembe 金杯鼓 

 

 

 

 

    方式：鐵鈴敲一打二 
       
      方式：用手掌拍鼓 

圖一： 節奏架構之角色 及Djole打擊法 

     金杯鼓（Djembe）的介紹與操作： 

        Djembe名稱由來，是有一個背著打擊的手鼓，名字則叫做Djembefola 而 

來，Djem是木頭的意思，而be指的是鼓面的羊皮，而Djembe是項容易上手 

的樂器，但又能刺激左右腦的協調，與對手掌的刺激，所以，在世界各地， 

多以這樣樂器做音樂治療的媒介。Djembe的形狀來自於搗碎雜糧的臼，沙 

漏形狀的外型，兩端開口，用山羊或羚羊皮包住較大的開口端，用手掌來 



演奏，可作為伴奏或獨奏樂器。 

        打鼓療法（Drum Therapy）（Mikenas、 Edward， 1999）是屬於主動型的 

     音樂療法，非洲鼓樂是項容易上手，擁有成就感的樂器，但又需要團隊的 

     默契與專注力，不只是對自己手上聲音的要求，也要打開耳朵聆聽別人， 

     用眼睛看大環境的感受，讓同學藉著這樣的鼓樂交流，可以達成團體的整 

     體向上，人際關係的流通。 

      練習打擊方式： 

       a. Djembe 用手打擊：利用掌心或手指來敲擊鼓面，打擊不同的地方來發出 

          高低的頻率。 

 b. Dunun以鼓棒打擊：配合敲擊或壓悶音來做變化。 

學員體驗：  

       藉著聆聽、打擊、手上的感受與腦中思考的運行，達到＂身體感受＂的 

學習。非洲有句俗語：老嘴說給新耳聽  藉著聆聽與覆誦的學習，達到教 

與學的關係，但不只是身體的感受，還有文化背景後，深沈的含意。 

（2）課程曲目 Djole 介紹：   

   西非之曼丁王朝源自於 13 世紀的曼丁帝國，這首曲子起源於西非幾內亞 

 的西南邊境與獅子山共和國交界地的 Temine 族，現今則流行於幾內雅全境 

 及整個西非，剛開始的衍生婦女與小孩一起工作跳舞 Djole 最初是一支面 

 具舞（Djole 及面具之意）此面具象徵女性，但卻是由男扮女裝戴上面具 

 跳舞。常常見於部落盛大慶典，如慶豐收、結束戒月或是婚禮時演奏。最 

 早是由四個不同大小的方形單面皮鼓一起伴奏舞蹈。今日即將把他應用在 

 Djembe 與 Dunun 上面。 

 表演樂曲：Djole (面具之舞)打擊練習與帶唱、Djole的樂譜講解。 

     圖二：Djole面具之舞、非洲獅子山共和國樂譜 

      Djole 帶唱：Lalaigo 
        la  la  i  go  golo  de  golo  de  golo  de  aliwa  aiya 
        jigo  laligo  aiya  jigo  jigo  wa  wa  go  jigo 

 

（3）課程曲目 Kuku 介紹： 

     Kuku 樂曲用在漁獲豐收、迎賓或煩惱時使用。非洲音樂的節奏，是將 



     身體律動當做音樂，而非當作節奏。 

        合唱歌詞 (歌詞內容大概為來演奏 kuku 給我聽) 
              o  ya  I  de  ku  ku  wa  ye 
              o  ya  I  de  ku  ku  wa  ye 
              o  ya  I  de  ku  ku  wa  ye 

           o  ya  I  de  ku  ku  wa  ye 
（4）鼓、舞對話-- Djole：非洲舞教學 

    兼顧文化及流行，教導非洲舞。鼓手擊鼓，在強烈的非洲鼓節奏和力道 

    下，藉著聆聽展現野性有力的舞步，非洲舞跳起來狂野又奔放，自由的 

    搖擺肢體，可放鬆心情，釋放壓力。 

 

四、課程執行成果：  

      （1）曲目：Djole 成果發表會（主題：歡樂鼓舞），因 Djole 現在是世界 

                上最受歡迎的曲目 。 

          第一部：彩排與演出。低音大鼓群級 djembe 打擊節奏操作 、搭配牛 

                 鈴、椰子沙鈴 等樂器，訓練及演出團體的默契與專注力。  

          第二部：曲目的唱和，熱情歡樂鼓舞。 

          第三部：配合節奏輕快的舞步加入，整個活動帶動達到最高點。 

     （2）音樂照顧活動校外社區參訪及實務帶動、參與成果展及生活週的展演。 

    

 98/12/16非洲鼓/舞 Djole成果發表會 

 

98/12/25 大恩社區活動       99/1/11『高齡健康膳食製備成果展』  99/3/30 生活系『生活週』 

                            ：音樂照顧活動實務帶動           活動：『呼呼嘎嘎夏夏嘎嘎——非非洲洲    

                                                                                                                          鼓鼓表表演演』。                               

圖四：課程執行紀錄照片 

 

五、結論： 

（一）、學生獲益： 



1. 非洲鼓樂器雖然簡單，但是變化很多，光是節奏的排列就非常多種，非

洲的地方雖然沒有很精緻的樂器，但是他們用這些簡單的東西可以做出

很多的變化，整個感覺就很奇妙，算是接觸了一種非常有趣的東西。 

2. 將非洲鼓/舞帶入長照機構或社區，讓更多的長者能夠一起享受這份喜

悅，充實他們的晚年生活，希望往後有更多的人們能夠像我們一樣能接

觸到許多不同的新事物，將更多更有趣的活動融入大家的生命歷程中。 

（二）、教師獲益： 

     非洲鼓/舞 實作體驗教學成果表演，師生都非常的投入，整個氣氛都到達 

    最高點，也了解所謂鼓/舞對話。雖然表演中多少有些許的不完美，但是能 

    投入這種快樂才是最重要的，享受在樂曲當中，沒有所謂的限制，自由自在 

    的發出自己的聲音，感受他人與自己的聲音震動，而達到音樂照顧活動的目 

    的。 

（三）、整體獲益： 

    非洲鼓樂是項容易上手，擁有成就感的樂器，但又需要團隊的默契與專注 

    力，不只是對自己手上聲音的要求，也要打開耳朵聆聽別人，用眼睛看大環 

    境的感受，藉著這樣的鼓樂交流，可以達成團體的整體向上，人際關係的流 

    通。 

 

六、活動心得 

  到了非洲鼓、舞的成果發表會，那就表示說我們已經把非洲鼓、舞老師所教給

我們二個月時間的東西都學的差不多了，所以要來個總驗收。今天特別的是我們

全班還載上了頭巾，這樣載起來就有像是在跳非洲鼓/舞所要的「民俗風」，所以

感覺很特別。接下來我們全班就開始了總驗收前的彩排時間，全班每個人身上都

擔起了重責大任，有的同學跳舞、有的同學打鼓、有的同學拿著個個不同的小樂

器跟著鼓聲敲敲打打的、還有一位同學是「唱歌」，可是大家可能是太緊張了，

所以都無法呈現出一種「超」完美的狀態，因此我們全班排演了一個小時後，才

有那完美的感覺出來。因而全班同學，有的站到腿酸，有的打鼓打到手痛了、紅

了，有的跳舞，跳到流汗了。到了真正的成果發表時間，那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分

鐘發表的時間，但那卻是我們練習好幾個禮拜所呈現的結果，正所謂的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年工的道理所在。非洲鼓、舞的體驗，讓我得到了一種不錯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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