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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程內容 

1. 核心理念 

鑑於培養音樂及人文藝術學系、資訊管理相關系所學生對「數位典藏」

與「數位創作」此一新興領域之專業知識及技術，增進學生在本科系之基礎

上進一步學習、創作及研究，以強化發展人文領域之特色，並配合國立台東

大學之辦學理念，結合「原住民音樂文化」之在地文化資產，發展本校特色，

特以音樂學系為中心結合理工學院資訊管理學系，設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

合應用學程」，以蒐集原住民音樂、將蒐羅之資料轉化並製作數位檔案形式

之成品，積極籌建原住民音樂舞蹈資料庫為目標，將資料蒐集範圍涵括文字

書面論述、圖像照片、音樂與音訊、動畫影像及樂譜等領域，著重強化學生

未來「就業」能力為主要目的。 

台東大學地處偏遠之台灣東南邊陲，有著與台灣西部都會型大學不一樣

的教學與文化資源。本學程結合「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與數位及應用音樂

相關課程，善用在地文化資源，探討民族音樂、世界音樂、流行與當代音樂

藝術，藉由聽、視覺藝術媒體等的應用，及數位軟硬體、媒材及跨越學門領

域之知識統整，由嶄新的角度去激發原創音樂與創造性的思考模式。 

本學程為音樂養成教育連結數位高科技及文化創意產業關鍵，不只企圖

提昇畢業生的就業率，符合國立台東大學「科際整合、務實創新；全人成長，

永續發展」的辦學理念，更與教育部「增進學生本科系之學習、創作及研究，

並發展人文學門之特色」的推動目的一致。 

因配合本校第一部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歷經一年的創作及採排，於

2011 年五月及六月份分別於台東縣文化局演藝廳及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

此部歌劇從故事內容到編詞曲，均應用學程以往所採錄之田野資料做為創作

依據，由名作曲家蔡盛通老師作曲及本校華語文學系董怒明老師編劇而成，

不論是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台東場及六月二十三至二十五的台北

場，均受到各界的好評及讚賞，場場觀眾都呈現滿座，除了演出內容深受大

眾喜愛外，也展現台東大學推廣原住民樂舞的成果；本學期所開設之課程均

協助參與此活動，除原預定九十九學上學期所開設之「混錄音工程」移至本

學期外，加上本學期所開設之「台灣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

用」、「影音多媒體製作」及「原住民歌舞（下）」等課程，不論在歌舞的排

練或演出的後製，學程老師均能提供許多專業上的協助，也讓修課學生從旁

實際操作或觀察，增加了學生學習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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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學程目標 

（1） 培養音樂學系及人文藝術、資訊管理相關系所學生「數位典藏」與

「數位創作」領域之知識及技術，強化跨領域間之整合應用，增進

學生本科系之學習、創作及研究，並發展人文學門之特色。 

（2） 配合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採集台灣在地的音樂資料，以製作數位

檔案形式之成品，籌畫建立原住民音樂舞蹈資料庫，蒐羅範圍包括

文字書面論述、圖像照片、音樂與音訊、動畫影像及樂譜等領域。

承繼台灣過去音樂界前輩許常惠、史惟亮及呂炳川…等民族音樂先

驅的採集與保存工作，寶貴的民族文化資產免於在時代的衝擊下流

失而無人知曉，企圖接續前賢們所留下之基礎，為原住民傳統文化

留下豐富的無形資產。 

（3） 原住民音樂與相關祭儀之數位化採錄製作與典藏，本學程包含聲音

藝術、聲音取樣設計與應用、音響工程、音效製作、聲音裝置等音

樂科技，混錄音技術、儀器及工程媒介。錄音、混音、演唱奏會錄

製、大眾廣播系統（Public Address System，簡稱 PA）音響的設定與

調配、及田野調查工作的採訪錄製、資料的彙整，藉由所學習到的

知識，學生從事文字聲音、影像、類比影音資料數位化、聲音轉檔

與修復、聲音處理與訊號剪輯及影音串流。 

（4） 培養學生當代古典音樂創作與世界音樂文化、通俗音樂文化與台灣

原住民音樂的完整概念，以嶄新的角度去激發原創音樂與創造性的

思考模式。 

（5） 強化「就業」能力，使學程修習完成之畢業學生能夠順利就業。 

（6） 整合本校既有教育與文化資源，使本校不同科系的學生，能取得專

業級的第二專長，應用在自身專業領域的表現上。 

（7） 結合音樂科技，學習電腦音樂如 Pro Tools 數位多軌錄音系統、使用

數位聲音工作站（DAW，Digital Audio Workstation）、Cakewalk 

Sonar、Steinberg Cubase、NuEndo、WaveLab 編曲、Adobe Encore

影音剪輯與 Coda Finale 製譜軟體，從事音樂的創作、編曲、錄製。 

（8） 本學程鼓勵學生從原住民音樂中吸取創作素材，進而利用當代音樂

科技輔助，展現自主性強，地方特色強烈的原創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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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內容摘要 

本（99）學年下學期「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計開設伍門課程，及

自由選修之「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壹門課程，計有 127 名學生修習學程課程，

詳細修課人數如下表與「開設課程摘要暨修課人數表」所呈現。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修課修課修課修課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台灣原住民音樂 9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8 

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    99999999 下下下下    

混錄音工程 19 

原住民歌舞(下) 83 

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自由選修自由選修自由選修自由選修))))    99999999 下下下下    
音樂專題(一) 

【影音多媒體製作】 
8 

修課人數小計修課人數小計修課人數小計修課人數小計    12712712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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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成果摘要 

1. 開設課程與修課人數表 

九十九年度上學期「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開設課程摘要暨修課人數表（總表） 

※ 本表所列係學程本學期開設之課程總表，包含學程核心基礎課程，以及自由選修之「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共計伍門課程 

 

 

「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九十九學年上學期開課摘要表二（自由選修學分） 

※本表所列之課程，係結合「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之自由選修課程，共計貳門課程。 

類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必

選

修 

學分 時數 
開課  

學期 
授課教師 

修課

人數 
課程說明 

基礎課程 2 台灣原住民音樂 
Taiwanese Aboriginal 

Music 
必 2 2 99 下 林清財 9 介紹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之傳統與現狀。 

應用課程 2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

與應用 

Digital Archiving Systems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s 
必 2 2 99 下 謝明哲 8 

教導學生電腦科技及現有之資訊整合及管理系統

專業知識、為原住民音樂建立數位典藏資料庫。 

技術課程 2 混錄音工程 
Mixing and Recording 

Engineering 
必 2 2 99 下 趙陽明 19 

教導學生使用各種電腦媒材介面，並以編輯、混

錄音各種音源與媒體作為課程之核心實務課程。 

自由選修 2 
音樂專題（一）【影

音多媒體製作】 
Special Topic on Music 選 2 2 99 下 許明鐘 8 

由具有原住民文化能力之教師開設專題課程，強

化基本概念與實務能力。 

自由選修 2 原住民歌舞（上） Aboriginal Dance 選 2 2 99 下 孫優女 83 
培養學生具有展演原住民音樂、舞蹈之能力，並

對該族群具有一定之背景程度之理解。 

類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必

選

修 

學分 時數 
開課學

期 
授課教師 

修課

人數 
課程說明 

自由選修 2 
音樂專題（一）【影

音多媒體製作】 
Special Topic on Music 選 2 2 99 下 許明鐘 8 

由具有原住民文化能力之教師開設專題課程，強

化基本概念與實務能力。 

自由選修 2 原住民歌舞（上） Aboriginal Dance 選 2 2 99 下 孫優女 83 
培養學生具有展演原住民音樂、舞蹈之能力，並

對該族群具有一定之背景程度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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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週主題概要、參考書目與成績評量 

科目名稱：台灣原住民音樂 

參考書目：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 片岡巖 1981《台灣風俗誌》。陳金田、馮作民合譯。台北：大立出版社。 

3. 呂炳川 1979《呂炳川音樂論述集》。台北﹔時報文化。 1982《台灣土著族音樂》。 

  台北：百科文化事業股份公司。 

4. 佐藤文一 1942(1988)《台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研究》。台北﹔南天書局。 

5. 林欣慧、吳中杰 1999《屏東地區馬卡道族語言與音樂研究》屏東、屏東縣立文化

中心。 

6. 林清財、謝元富編 1999《後山音樂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東，台東縣立文化

中心。 

7. 林道生 1995《阿美族民謠 100 首》，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音樂教育中心。 

    1997《布農族民謠合唱直笛伴奏曲集》，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音樂教育中心。 

    1998a《泰雅族母語民謠集》，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音樂教育中心。 

    1998b《花蓮縣原住民音樂 1 布農族篇》，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8. 洪國勝、錢善華等 

   1997《鄒族傳統童謠》，高雄：高雄市台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1998《排灣族古樓村圖文誌》，高雄：高雄市台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課程進度與大綱： 

週

次 

課程內容 備註 

1 課程概論與規劃:課程概要、學習進度、習作分配與教學評量  

2 台灣原住民概述  

3 台灣音樂分類  

4 台灣原住民音樂概述  

5 番歌與番戲  

6 樂舞的研究與典藏  

7 清明節  

8 原住民音樂歌唱形式  

9 期中考  

10 原住民樂器  

11 自由對位與馬蘭歌舞  

12 祭儀音樂  

13 原住民音樂資產  

14 番仔吹  

15 原住民音樂劇  

16 新音樂與流行歌  

17 樂舞鑑賞  

18 結論  

評量方式：成績：平時（出缺席、作業）60％， 期中、期末報告 40％ 

林清財 089-517741   teipelc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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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混錄音工程理論與實作 

參考書目： 

以授課教師的解說為主，同學需勤以筆記整理與記錄，輔以下列參考書/教科書： 

1. David Gibson、1997、The Art Of Mixing: A Visual Guide To Recording, Engineering, 
and Production、Hal Leonard、CA, USA 

2. Bill Gibson、1999、The Audio Pro Home Recording Course Volume 1、Volume、
Volume 3、Hal Leonard、CA, USA 

3. Scott Stark、2002、Live Sound Reinforcement、Mix Books、CA, USA 

4. Gary Davis & Ralph Jones、1989、The Sound Reinforcement Handbook、Hal Leonard、

WI, USA  

5. David Miles Huber & Philip Williams、1998、Professional Microphone 
Techniques,、Hal Leonard、CA, USA 

課程進度與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1 課程簡介、混錄音工程概論  

2 音響與混錄音器材初探  

3 訊號線的連接、麥克風與收音  

4 混音機(一)：圓鈕、音量推鈕及其他  

5 混音機(二)：外接器材及調整、音控記錄表  

6 
音響控制(音控、PA、Live Sound)：混音機：到任一樂團練習

時段現場實作，當天無須上課 

 

7 音響的物理現象 ★繳交作業一：音控

記錄表 

8 原聲(Acoustic Sound)的現場混音與錄音  

9 
現場混音與錄音： 

到任一樂團練習時段現場實作，當天無須上課 

 

10 多軌錄音 ★繳交作業二：現場

混音與錄音 

11 多軌錄音：到任一樂團練習時段現場實作，當天無須上課  

12 期中考試：筆試 Open Books  

13 
錄音室錄音(一)： 

設備、線路與操作(分三時段，一時段二至三組) 

 

14 錄音室錄音(二)：實作(分三時段，一時段二至三組)  

15 
實作：現場音樂會(從搬運、組裝、音響測試、正式演出到拆

解善後) 

 

16 非線性剪接與混音(一)：初探  

17 
非線性剪接與混音(二)： 

等化器、效果器、動態處理器及其他 

 

18 期末考試：筆試 Open Books ★繳交作業三： 

混音作品 

評量方式： 

1. 四位同學一組。 

2. 上課狀況 25％ 

3. 作業一 10％、作業二 15％、作業三 25％ 

4. 期中考試 15％、期末考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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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參考書目： 

1.蔡永橙、黃國倫、邱志義等，數位典藏技術導論， 

台北市： 台大出版中心，2007。 

2.數位典藏家型科技計畫彙編 2004。網址

http://www2.ndap.org.tw/eBook/showContent.php 

3.陳雪華、陳昭珍、陳光華，數位圖書館 XML/Metadata 管理系統，文華，2001。 

4. Sun VirtualBox User Manual, Version 3.0.8c, 2004-2009 Sun Microsystems, Inc. 

(URL: 

http://www.virtualbox.org) 

5.蔡德明，鳥哥的 Linux 私房菜－基礎學習篇，第二版，台北：上奇科技，2006。(ISBN： 

9867199553)(電子書網址：http://linux.vbird.org/) 

6. Google 協作平台。網址：

http://www.google.com/sites/help/intl/zh-TW/overview.html。 

7. XOOPS 正體中文延伸計畫網站。網址：http://xoops.tnc.edu.tw/。 

8. Joomla!台灣繁體中文支援 http://www.joomla.org.tw 

9. DSpace Open Source Software. (URL: http://www.dspace.org/) 

課程進度與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課前閱讀 

1 數位典藏序論 [1] Ch1 

2 作業程序與處理步驟 [1] Ch2 

3 數位典藏應用系統實例 [1] Ch8 

4 系統建置 [1] Ch3 

5 數位典藏應用系統網站規劃與架設實務 [4][5] 

6 原型設計管理維護：Google [6] 

7 續 [7] 

8 數位典藏應用系統原型設計與管理維護：XOOPS  

9 續 1  

10 續 2  

11 續 3  

12 數位典藏應用系統原型設計與管理維護：Joomla [8] 

13 續  

14 數位典藏應用系統原型設計與管理維護：DSpace [9] 

15 續 1  

16 續 2  

17 期末成果展示與評分一  

18 期末成果展示與評分二  

評量方式： 

1.平時考核（含出席及課堂討論的參與）40% 

2.期末成果展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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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修學程：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 

科目名稱：原住民歌舞(下) 

參考書目： 

台灣的原住民 : 卑南族，2002 年 5 月 

卑南族卡地布部落文史. 歲時祭儀篇，1995 年 12 月。 

江冠明，《台東縣現代後山創作歌謠踏勘：現代後山創作音樂調查計畫》。台東：台東縣文

化局，2001 年。 

卑南族花蓮：陳文德著，2010 年 5 月 

卑南巡禮特刊：由獵祭出發，1995 年 3 月 

劉茜，《台閩少數民族的複音民歌》，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0 年。 

黃貴潮，《台灣的聲音—台灣有聲資料庫》(複印本)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委託，1992，牽源—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阿美族

民俗風情。 

喜愛花環的美麗民族 : 卑南族，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2007 年 

參考網站： 

台東縣政府原住民全球資訊 http://www.taitung.gov.tw/Aborigine/index.aspx 

課程進度與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1 課程內容說明及介紹  

2 認識原住民文化  

3 專題講座：探討原住民傳統歌舞  

4 卑南族歌舞教唱－柔和的光芒  

5 專題講座：原住民文化簡介  

6 卑南族舞蹈教學  

7 專題講座:認識卑南族歌曲特色  

8 全校運動會暨園遊會  

9 卑南族歌舞教唱－護身符、新年頌  

10 期中驗收、專題講座:卑南族部落簡介  

11 卑南族舞蹈教學  

12 專題講座:卑南族歌舞及儀式  

13 卑南族歌舞教唱－新年頌、插秧歌  

14 卑南族歌舞教唱－慰勞領導者  

15 卑南族舞蹈教學  

16 專題講座:卑南族的音樂與生活  

17 樂舞複習  

18 期末發表及專題講座  

評量方式： 

本課程上課將輔以視聽教材，希望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帶領同學認識台灣原住民樂舞文化。

由於卑南族的歌謠有專屬男性與女性的歌謠區別，所以在課堂上的練習亦會有所區別，課

程更會隨著學生學習狀況而有所調動。此次課程以歌曲為主要，期末呈現則以學習到之卑

南族歌曲結合同學各專長樂器，由同學自行分組編曲，並輔以舞蹈呈現。上課次數未達四

分之三者，以零分計。 

評分：課堂參與 30%，期中驗收 30%，期末呈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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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音樂專題（一）【影音多媒體製作】 

課程進度與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 備註 

1 
和平紀念日  

2 
課程介紹；多媒體概論  

3 
音效處理(一) 錄製、剪輯 (實作 1：錄製 1 分鐘自我介紹及 5

分鐘各種聲音 ) 

 

4 
音效處理(二) 格式轉換 (實作 2：錄音檔轉換 )  

5 
音效處理(三) 音訊編輯 (實作 3：錄音檔編輯 )  

6 
兒童節  

7 
影像處理(一) 基本常識、取得影像、影像選取、剪裁影像 (實

作 4：影像擷取 ) 

 

8 
影像處理(二) 影像編輯 (實作 5：製作 5 張照片 ) 

期中考試 

9 
多媒體整合(一) 取得素材、基本操作技巧  

10 
多媒體整合(二) 多媒體 DVD/VCD 製作  

11 
多媒體整合(三) 實作 6 製成撥映檔並燒錄成自動撥放光碟  

12 
影片剪輯(一) 基本常識、取得視訊、基本操作技巧  

13 
影片剪輯(二) 基本剪輯技巧(腳本、特效)  

14 
影片剪輯(三) 基本剪輯技巧(字幕、音訊)、選單製作  

15 
端午節  

16 
實作  

17 
成果分享與評估  

評量方式：成績評量方式： 

(1) 出席與參與狀況：30 % 

(2) 實作：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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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課人數表 

. 99 學年度上學期「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活動摘要表 

九十九十九十九十九九九九學年學年學年學年度度度度(上上上上)學程修課人數摘要表學程修課人數摘要表學程修課人數摘要表學程修課人數摘要表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學分數 修課學生科系 人數 

台灣原住民音樂 99 下 2 

音樂系：４位，體育系：１位 

華語系：１位，英美系：２位 

心動系：１位 

9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

應用 
99 下 2 

音樂系：２位，資工系：５位 

英美系：１位 
8 

混錄音工程 99 下 2 

音樂系：４位，美產系：２位 

心動系：７位，英美系：１位 

應化系：３位，教育系：２位 

19 

音樂專題(一) 

【影音多媒體製作】 
99 下 2 音樂系：７位，特教系：１位 8 

原住民歌舞(下) 99 下 2 

音樂系：２６位，數學系：２４位 

自教系：９位，華語系：２位 

應物系：３位，心動系：５位 

資管系：１１位，美產系：３位 

83 

修課人數小計 127 

 

4. 人員與相關活動 

本學程聘任專案助理一名、兼任助理一名，其相關工作內容詳述如下： 

（1） 專案助理部分：因前任助理於九十九年八月份離職，至九十九年十二

月前未有人接任此工作，其間課程推動及課程招生等相關工作由主持

人及學程工讀生協助處理，至十二月九日才有新任助理「陳芃初」報

到並執行助理業務，平日除協助學程行政及相關課程事務處理外，並

協助舉辦多場原住民歌舞講座，亦參加多次田野調查活動，協助老師

及學生資料的收集，如平埔族池上順天宮元宵節祭祀活動、之卑南族

南王部落歌謠採集及花蓮東里平埔族歌謠採集等田野採錄；本學期也

參與多場原住民樂舞的演出，例如「音樂系合唱團巡迴演出」及「原

住民歌劇－逐鹿傳說」等，協助指導有關原住民樂舞之事宜及行政事

務。 

（2） 兼任助理部分：九十九學年度上學期聘請兼任助理一名，於今年一月

開始處理相關工作，負責協助學程新版網頁資料庫之建構、維護與更

新，逐步整合已整理之檔案目錄、影像、聲音等資料初步建置完成後

成為師生彼此間之溝通平台。 

（3） 本學程 99 年度下學期各課程活動摘要說明如下： 

i. 本學程之招生對象並不限制修課學生之科系，然需依循本學程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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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程修習滿必修 20 學分，按本學程係一實驗性且具延續性之跨領域

實驗學程，本學期開設一門基礎課程「台灣原住民音樂」、一門應用課

程「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及一門技術課程「混錄音工程」，並開

設「影音多媒體製作」及「原住民歌舞」二門選修課程，吸引學生之

目光並參與修習學程，培養學生學習到更多不同的技能和知識。 

ii. 因第一部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歷經一年的創作完成，已於今年五

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九日在台東縣文化局演藝廳及六月二十一日至

六月二十六日於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成功，受到各界好評，利用此次

活動的機會結合課程內容，讓選課之學生可以充份得到實作的練習機

會，不只是在教室裡學習而已。 

iii. 「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課程採小班制上課。每一階段的課

程皆提供相關的實作機會，使同學能實踐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培養

實際應用的能力，如本學期的「台灣原住民音樂」、「混錄音工程」及

「影音多媒體製作」，利用田野活動採集的方式，實際操作錄音、音樂

資料蒐集、樂譜製作及音樂創作、編曲與演奏等。 

iv. 藉由定期舉辦之學程工作會議，邀集學程授課教師出席，將教學現場

所遭遇之問題與學生需求提出，審酌實際情況修正執行方向，近期會

議統合「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近兩年所獲致之教學

經驗，對學程既有之課程名稱做出異動，並開始有系統整理前兩年執

行計畫所採錄之田野資料，以及學生作品，經建置檔案描述清單後嘗

試與擬建置之「原住民樂舞資料庫」整合，與本校理工學院資訊管理

系協同合作建置原住民樂舞的搜尋系統，一方面做為理工學院學生「畢

業製作」的實務操作與運行，另一方面也提供不同學院間學生跨領域

學習的意願，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與跨領域的能見度。 

v. 本學期原住民歌舞聘請卑南族下賓朗部落的「孫優女老師」來指導學

生卑南族歌舞，平時上課除介紹原住民傳統文化外，也讓學生親自體

驗歌舞部份，這種體驗是學生平時很難能接觸到的，藉由原住民歌舞

這堂課，使學生在課程中真正認識到原住民歌舞的精神；而在課程中

也多次邀請卑南族下賓朗部落的「孫大山」老師演講有關原住民文化

的議題外，讓學生在短短的兩個小時課程裡，學習到更多原住民文化

的相關知識，使授課學生更深刻了解原住民樂舞的意義，而孫老師也

在學生練習舞蹈時用手風琴演奏音樂，一起跟學生同樂。 

vi. 試圖從音樂系學生之特長出發，結合臺東在地多元族群之特色，期能

培養修課學生利用所學，作為延續原住民傳統歌謠樂曲之採譜與保存

等文化工作。透過邀請優秀師資蒞校舉辦專題講座，講題範圍涵括數

位典藏理論、原住民音樂與文化、電腦音樂創作之理論與技術以及智

慧財產權保護，期能縮短城鄉差距，並開拓學生的視野與觀念。 

vii. 從參與原住民傳統歲時祭儀與田野調查著手，讓學生直接與部落原

住民耆老接觸，藉此訓練學生進行口頭採訪、影像採錄之技巧，不僅

讓學生走出校園接觸在地族群，更能透過耆老對部落傳統文化的口

述，親炙原住民文化的特殊魅力；另方面也能為部落耆老們與年輕後

輩留下珍貴的文化影音記錄。本學年度銜接前期計畫，授課老師帶領

學生至各地區採集紀錄，不論是高雄縣小林村、南投縣埔里鎮及台南

縣頭社等，還有多次到台東縣下賓朗部落參加活動儀式，以小團體的

方式進行田野調查，讓學生除了實際參與田野調查外，也讓他們深刻

體會到不同族群的儀式活動，增加學生內心學習的視野，而不是只在

教室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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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備使用 

硬體部分： 

99 學年度下學期添購硬體清單 

1. 數位攝影機 SONY HVR-A1N 2. NEUMANN KM184 收音麥克風 

 

3. KORG MR-2 專業錄音機 

   99 學年度下學除增購一台數位攝影機外，並由學程趙陽明老師購買一組數位

類比音效設備；數位攝影機之購買讓田野採錄多了一項利器，配合之前已購買之

攝影機，讓田野採集時可錄製更多的樂舞畫面，此攝影機因機體也較為小台，在

許多原住民儀式或活動時，也更為方便攜帶及使用，減輕老師及學生在使用上的

負擔；而音響放大機、錄音機及麥克風除用於錄製原住民音樂外，老師在課堂上

的實際教學，不論是「混錄音工程」或「影音多媒體製作」的課程，都讓學生能

親自操作這些機器，從課程中了解如何操作及使用，並於期末實作及成果展現，

培養學生對錄製及後製音樂的能力。 

  

7. 總體成效 

本學程下學期成功開設必修課程三門、選修課程貳門，必修課程為「台灣原

住民音樂」、「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及「混錄音工程」等，透過帶領學生實

地參與部落祭儀之採錄，讓修課學生有操作攝影機、照相機以及錄音機的實務經

驗，並書寫田野筆記，於日後課堂上拿出來討論改進，將資料成果做成個人資料，

讓學生日後不論升學或工作上都能有幫助。 

選修課程部分，請到輔仁大學許明鐘老師開設「影音多謀體製作」，教導學生

如何將所採集之田野資料加以精致化，讓學生實際操作各類機器及軟體，使學生

在進入職場時多了一項技能。而「原住民歌舞」課程本學期續聘請「卑南族下賓

朗部落」孫優女老師擔任技術講師，透過孫老師的指導，讓學生了解原住民傳統

歌舞的精髓所在，並且加以練習傳唱，也為本學期所演出之歌劇「逐鹿傳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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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上的排練，將精彩的演出呈現給觀眾；在課程除學習歌舞外，也多次邀請同

為下賓朗部落的「孫大山老師」來傳授相關原住民文化的知識，使學生對於原住

民文化及歌舞有更深刻的理解；而孫大山老師也誠摯的邀請學生到下賓朗部落參

觀除草祭，讓學生真正體驗到原住民部落的風情。 

  在網頁維護與資料庫管理上，聘請一位兼任助理並協助網頁的製作，管理維

護並建置原住民樂舞資料庫，一方面藉由資管系同學組成的網站維護小組做網頁

架設、維護之能力，同時亦嘗試整合音樂系既有之龐大文本與影音資料，企圖於

未來建構原住民音樂資料庫，網頁內容也隨著各課程之進展，不斷更新、充實，

直至目前為止，已累積影音資料清單近三萬多筆，DVD、CD 近千片，逐步整合至

資料庫中。並且藉由每月至少一次老師、專、兼任助理之會議，不斷徵詢、吸收

學生之看法，不斷針對學程各項缺失做出改進，學程網頁也提供各項學習資訊與

活動訊息，協助修課學生能儘快解決學習之困難。 

    最後，經由計畫參與老師的積極參與討論，共同推動及改善計畫內容執行之

品質，縱使本學程修習人數並非多數，但修習之學生於學期結束後，均能獨力完

成影片之剪接、編輯，增加個人的資料處理及編輯能力，對照於音樂系專業選修

10 人即可開課的條件，本學程人數雖不多，但確實已引起音樂系與非音樂系學生

之關注和參與學習，也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讓台東大學更重視原住民文化這塊

重要的資源，期盼再次作出像「逐鹿傳說」這樣廣受好評的作品，發揚台東原住

民文化的特色。 

三、 學程成果介紹 

（1） 學生學習成果作業 

本學期計有四課程之書面報告，分別為「台灣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系

統實務與應用」、「混錄音工程」及「影音多媒體製作」四部分，這四門課

之學生除了利用平時參與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的排練及演出，進行實

地的觀察及錄製外，在期末也都繳交對此劇之相關書面心得報告，而「數

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混錄音工程」及「影音多媒體製作」更是讓學

生以分組的方式，實際操作電腦設備及軟體，作出不同的後製影音，呈現

他們這一學期學習的成果。 

（2） 成果發表 

「原住民歌舞」課程，係希望修課學生能從課程中學習到原住民文化的

精神，透過學習原住民歌舞的方式，讓學生體驗原住民文化；本學期除

平日老師授課指導外，也於期末時進行成果發表，本活動雖然只在教室

中進行，但主要讓學生展現出平日所學，除作為本課程學期成績外，也

讓老師了解學生是否在這課堂中學到原住民樂舞及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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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課程目標達成情況 

1. 達成情形 

九十九學年下學期開課課程目標達成情況 

1. 台灣原住民音樂 

課程目標： 介紹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之傳統與現狀，並從中了解各族間文化的差

異性。 

達成情形： 1. 學生對台灣各原住民族文化擁有基本的概念。 

2. 學生能完成課堂指定之作業，依個人喜好挑選族群音樂並以中研

院數位典藏格式標準，製作 Excel 清單檔案。 

3. 理解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的精神所在。 

4. 學生能分辨各原住民文化之特色。 

2.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課程目標： 能夠應用資料庫、資訊檢索、圖像、影音管理和數位權利管理等技

術，實作及管理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作品。並能參考數位典藏應用

系統實例，提出數位典藏系統分析與設計報告。 

達成情形： 1. 學生了解數位典藏之重要性。 

2. 學生擁有實際運用軟體來做數位典藏的能力。 

3. 學生能建置網站檢索所以清單，並提備查詢服務。 

4. 學生能熟悉運用資源作為網頁架設空間。 

3. 混錄音工程 

課程目標： 介紹混錄音工程的基本理論與田野調查現場的收錄音，相關器材之

使用，並實際操作電腦設備及軟體。 

達成情形： 1. 學生了解各種不同的錄音器材及軟體。 

2. 學生會實際操作各項錄音器材及音樂後製設備。 

3. 學生能組成小組完成課堂指定作業，並結合電腦音源以及所 

 製作之音樂，作成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 

4. 音樂專題（一）【影音多媒體製作】 

課程目標： 介紹各種影音多媒體製作之設備，並實際以田野採集的方式收集課

程所需之資料，除在課堂教學使用外，在期末時加以做成不同類型

的影音作品。 

達成情形： 1. 學生能了解各種不同錄影音設備的使用。 

2. 學生能用後製軟體加以剪輯影音資料。 

3. 學生能組成小組完成課堂指定作業，並結合電腦音源以及田野採

錄之影音，搭配動畫或影像做成影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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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住民歌舞（下）：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具有展演原住民音樂、舞蹈之能力，對該族群具有一定之

背景程度之理解。  

達成情形： 1. 能熟習演唱卑南族歌曲。 

2. 了解卑南族文化背景。 

3. 能演練卑南族傳統舞蹈。 

4. 擁有演出歌劇「逐鹿傳說」的基本能力。 

 

2. 自我評估 

99 學年度下學期「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共計開設伍門課程，本學期

開設一門基礎課程「台灣原住民音樂」、一門應用課程「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及一門技術課程「混錄音工程」，並開設「影音多媒體製作」及「原住民歌舞」二門

選修課程，目的在使本年度新修習學程之學生對原住民音樂及傳統文化有一基本之

認識，透過學程基礎課程對原住民文化的介紹與認識，增進學生主動對原住民音樂

產生濃厚之興趣，並進而從傳統歌謠中汲取其獨特之音樂元素，並到原住民部落實

地參觀及調查，使學生除正真體驗原住民部落文化外，也實際操作設備來採集資料，

並結合電腦相關軟體之應用，將所採集之田野資料整理剪接，提供台灣原住民音樂

新的養分與刺激。 

另本學期因第一部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歷經一年的創作完成，已於今年的

五月及六月份分部在台東縣文化局演藝廳和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成功，從平日練習

至實際演出六場，共歷經四個月的工作天，學程學生除參與演出外（部份學程學生），

也實地採錄、整理資料、觀摩及評析演出內容，得到許多理論與實際的驗證；尤其

經由報章雜誌和媒體的介紹，增強學生對原住民音樂文化的信心，並從採集、整理、

創作、教育到演出的全程參與，給學生一個非常完整的概念與經驗。 

雖然本計畫將於今年七月底結束，但也為台東大學推廣原住民文化紮下重要的

基礎，除了明年音樂系將成立研究所外，將會繼續研究相關原住民的音樂及文化，

也同時向教育部爭取開設「原住民樂舞在職學士專班」，培養在地的樂舞人才，以及

成立「原住民樂舞中心」，讓樂舞人才擁有更多表演的空間，也希望藉此機會將過去

所收集來的田野資料加以運用，成為編輯樂舞時的重要參考資料，除將台東大學成

為原住民樂舞發展的中心外，更將台東成為發展原住民文化重要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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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臨問題與因應措施 

面臨問題 因應措施 具體成效 

學程對學生之音樂素
養有一定要求，影響
選課學生數量，且因
修課人數不足而有遭
停開之虞。 

1. 積極與校方溝通，陳明學程各課
程對維繫整體學程品質之重要
性，並取得校方同意繼續開設。 

2. 教師因應選課學生系所不一，調
整教學方向，並增加音樂概論之
介紹，協助非音樂系同學早日步
上常軌。 

1. 學程人數雖不多，但各學生於
課程結束均有獨立創作與成果
繳交。 

2. 非音樂系選修同學於學期結束
後能獲致與音樂系本科生不相
上下之具體成果。 

3. 迄至前期計畫結束，已有三位
學生修畢學程並申請學程證書
通過。 

學程課程開設期間與
校內其他學程相衝
突，產生排擠效應，
致使修課人數並不
多。 

1. 辦理原住民部落之田野調查實
作，帶領學生實地參與下賓朗部
落「猴祭」、「大獵祭前祭」與「大
獵祭」等年度重要祭儀。 

2. 加強海報與學校首頁之宣傳，以
生動之文字配合 Google Map 呈
現田野參訪路線，營造別於其他
學程之特色以吸引學生好奇心。 

1. 田野實作讓學生實際體驗部落
風情外，也讓學生親自操作設
備做田野採錄，並於採集結束
後用各種電腦軟體剪輯資料，
做出一份個人田野資料，除做
為課程期末成績外，也讓學生
不論在日後的升學或工作上，
成為一項證明自己能力的利
器。 

2. 田野實做課程吸引未修習學程
之學生到場觀摩並詢問下學期
課程進度，於至部落校外參訪
後，學生對學校周邊族群更熟
悉，並積極探問暑期部落豐年
祭與其他歲時祭儀之舉辦時間
地點等相關事宜。 

學程課程多偏向原住
民文化介紹，學生較
少機會能實際參與部
落生活與傳統歌謠之
習練。 

1. 本學期新聘請「卑南族下賓朗部
落」孫優女老師邀請部落耆老至
課堂親自教導學生習唱卑南族
傳統歌謠及舞蹈。 

 

1. 促進部落耆老與在校學生之經
驗交流，於課程結束後學生仍
主動至部落拜訪老人家，對開
拓學生視野頗有助益。 

2. 使學生親身體驗原住民傳統歌
舞，並認識卑南族特有文化，
由老師帶領學生親自學習歌
舞，讓學生除認識原住民歌舞
外，更能親身體驗。 

學生雖與部落毗鄰，
但鮮少能得知部落祭
儀與進入參與之機
會。 

1. 邀請東部在地文史工作者分享
地方社區贏造與在地深耕之經
驗，讓學生與實務工作者有所交
流。 

2. 帶領學生實際進入部落參與年
度祭儀，並藉此機會訓練學生對
田野記錄器材之熟習與操作。 

1. 建立在地文史工作者與學程學
生之良好互動，並引發學生主
動利用假日拜訪文史工作者做
深入訪談之動機。 

2. 原修習課程學生下學期持續修
課並推薦給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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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措施： 

1、本學程之招生對象並不限制修課學生之科系，然需依循本學程所規劃之課

程修習滿必修 20 學分，按本學程係一實驗性且具延續性之跨領域實驗學

程，本學期開設一門基礎課程「台灣原住民音樂」、一門應用課程「數位

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及一門技術課程「混錄音工程」，並開設「影音多

媒體製作」及「原住民歌舞」二門選修課程，吸引學生之目光並參與修習

學程。 

2、因配合本校第一部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歷經一年的創作及採排，於

2011 年五月及六月份分別於台東縣文化局演藝廳及台北國家戲劇院演

出，此部歌劇從故事內容到編詞曲，均應用學程以往所採錄之田野資料做

為創作依據，由名作曲家蔡盛通老師作曲及本校華語文學系董怒明老師編

劇而成，不論是五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台東場及六月二十三至二十五

的台北場，均受到各界的好評及讚賞，場場觀眾都呈現滿座，除了演出內

容深受大眾喜愛外，也展現台東大學推廣原住民樂舞的成果；本學期所開

設之課程均協助參與此活動，除原預定九十九學上學期所開設之「混錄音

工程」移至本學期外，加上本學期所開設之「台灣原住民音樂」、「數位典

藏系統實務與應用」、「影音多媒體製作」及「原住民歌舞（下）」等課程，

不論在歌舞的排練或演出的後製，學程老師均能提供許多專業上的協助，

也讓修課學生從旁實際操作或觀察，增加了學生學習的多元性。 

3、「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課程採小班制上課。每一階段的課程皆

提供相關的實作機會，使同學能實踐課堂所學的理論知識，培養實際應用

的能力，如本學期的「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影音多媒體製作」及

「混錄音工程」之田野調查錄音、音樂資料蒐集、樂譜製作及音樂創作、

編曲與演奏等。 

4、藉由定期舉辦之學程工作會議，邀集學程授課教師出席，將教學現場所遭

遇之問題與學生需求提出，審酌實際情況修正執行方向，近期會議統合「原

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近兩年所獲致之教學經驗，對學程既

有之課程名稱做出異動，並開始有系統整理前兩年執行計畫所採錄之田野

資料，以及學生作品，經建置檔案描述清單後嘗試與擬建置之「原住民樂

舞資料庫」整合，與本校理工學院資訊管理系協同合作建置原住民樂舞的

搜尋系統，一方面做為理工學院學生「畢業製作」的實務操作與運行，另

一方面也提供不同學院間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意願，提升學生對多元文化與

跨領域的能見度。 

5、九十九學年度音樂系與學程合作聘請卑南族下賓朗部落的孫優女老師，來

教導「原住民歌舞」課程學生原住民傳統歌舞，藉此機會讓學生親生體驗

真正原住民歌舞的魅力，讓原住民文化的精神可以更加流傳及大眾化，從

本堂課程中，不止使學生學會原住民傳統之歌舞，也讓學生可以了解並學

習到台灣原住民特有的文化；而孫老師也邀請學生於平日到下賓朗部落參

觀，讓學生體驗真正原住民部落的生活；在課程期末時舉行期末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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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除驗收學生一學期來的學習成果，做為學期成績外，並邀請同為下賓

朗部落的孫大山老師，一起為學生學習成果評分，現場也以手風琴來伴

奏，讓期末發表增添了不少樂趣，大山老師在成果發表之餘，跟學生介紹

了卑南族文化更多樣的特色，使學生更認識卑南族文化。 

6、試圖從音樂系學生之特長出發，結合臺東在地多元族群之特色，期能培養

修課學生利用所學，作為延續原住民傳統歌謠樂曲之採譜與保存等文化工

作。透過邀請優秀師資蒞校舉辦專題講座，講題範圍涵括數位典藏理論、

原住民音樂與文化、電腦音樂創作之理論與技術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期

能縮短城鄉差距，並開拓學生的視野與觀念。 

7、從參與原住民傳統歲時祭儀與田野調查著手，讓學生直接與部落原住民耆

老接觸，藉此訓練學生進行口頭採訪、影像採錄之技巧，不僅讓學生走出

校園接觸在地族群，更能透過耆老對部落傳統文化的口述，親炙原住民文

化的特殊魅力；另方面也能為部落耆老們與年輕後輩留下珍貴的文化影音

記錄。而本學期參加了池上平埔族元宵祭祀、卑南族下賓朗除草祭、卑南

族及平埔族歌謠採集等田野活動，計出動教授與學程學生共 64 人次，記

錄各種不同族群之儀式及樂舞過程，並持續整埋修訂中，希望在計畫結束

後一樣能繼續採集各種原住民文化資料，並在日後能妥善的運用這些資

料。 

 

七、 後續課程構想與進度規劃 

1. 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實施要點 

第一條、 依據「國立台東大學各學院系設置未來就業能力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第二條、 適用對象：本校各系所在校學生（包含在職生與進修部學生），與適用

其它規定具有在本校修課資格者，以音樂學系或具基礎音樂能力的學

生為主。 

第三條、 欲修讀本學程者，應填寫修讀學程申請表，每學年需於公佈截止期限

內提出申請，修讀學程申請表格式如附件一。 

第四條、 由本學程開課學系主任召開審查委員會決定錄取學生名單。 

第五條、 修讀本學程之學生不得以修讀學程為由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第六條、 本學程課程分為三類：A.基礎課程、B.應用課程、C.技術課程、D.實

作課程。必要修習及選修課程、詳細修業辦法及學分規定如表一。 

第七條、 本校其他課程名稱相同（相似）之科目，經開課學系主任同意最多得

抵免八學分，惟核心及專業科目不得相抵，學分抵免申請書格式如附

件二。 

第八條、 本學程每班招收人數以二十五人為原則。 

第九條、 修讀學程之學分列入每學期選課學分數之內計算。但符合本校學生選

課辦法且經學系主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且成績及格者，得逕行檢具歷年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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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影本，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經審核通過者，由本校發給「國立台

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證明書」英文為”Certificate of 

Taiwn Aboriginal Music Applications of Digital Integrated Program”。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 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應用學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 科目一覽表 A 

學期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備 註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概論 2（必修） 林清財 

田野採風 2（必修） 林清財 98 上 

數位典藏技術導論 2（必修） 謝明哲 

台灣原住民音樂 2（必修） 林清財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2（必修） 謝明哲 98 下 

數位典藏與音樂科技 2（必修） 趙陽明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概論 2（必修） 林清財 

田野採風 2（必修） 林清財 99 上 

 原住民歌舞(上) 2（選修） 孫優女 

 

台灣原住民音樂 2（必修） 林清財 

混錄音工程 2（必修） 趙陽明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2（必修） 謝明哲 

音樂專題(一) 【影音多媒體製作】 2（選修） 許明鐘 

99 下 

 原住民歌舞(下) 2（選修） 孫優女 

 

備註： 

一、強烈建議選修下列與本學程密切相關之選修課程： 

i. 「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 

ii. 電腦音樂 

iii. 電腦輔助樂譜製作 

iv. 混錄音工程理論 

二、修畢學程學分之學生須繳交具體之創作作品方給予學程證明。 

※ 本科目一覽表係學程規劃課程，實際開課一覧表請參照 99 年(上)學

程開學一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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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一覽表 B 

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必

選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學期 

課程說明 備註 

原住民音樂數位

典藏及創作概論 

The Overview of 

Digital Archives and 

Compositions of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必 2 2 98 上 

藉由聽、視覺藝術媒體等及

數位軟硬體、媒材及跨越學

門領域之知識統整。 

 

田野採風 

Field Work on the 

Music of Taiwan 

Aborigines 

必 2 2 98 上 

從原住民音樂文化第一手

資料的蒐集，學習音樂田野

調查的各種理論方法及實

地從事田野調查工作。 

 

基礎

課程 

六

學

分 

台灣原住民音樂 
Taiwan Aboriginal 

Music 
必 2 2 98 下 

介紹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

之傳統與現狀。 
 

數位典藏技術導

論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Archive Technologies 
必 2 2 98 上 

能夠應用資料庫、資訊檢

索、圖像、影音管理和數位

權利管理等技術，實作及管

理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作

品。並能參考數位典藏應用

系統實例，提出數位典藏系

統分析與設計報告。 

 

應用

課程 

四

學

分 

數位典藏系統實

務與應用 

Digital Archiving 

Systems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s 

必 2 2 98 下 

著重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

之系統理論與實作, 教導

電腦科技及現有之資訊整

合及管理系統。 

 

數位典藏與音樂

科技 

Digital Archives and 

Music Technology 
必 2 2 98 下 

著重數位典藏建構概念結

合電腦音樂軟硬體及混錄

音器材使用之課程。  

 

混錄音工程 
Mixing and Recording 

Engineering 
必 2 2 99 上 

介紹混錄音工程的基本理

論與田野調查現場的收錄

音，相關器材之使用。 

 
技術

課程 

六

學

分 

採譜與數位化製

譜 

Music Notation and 

Digital Music Notation 
必 2 2 99 上 

學習如何運用 Finalle 製作

標準樂譜，並加以數位化成

電子檔。 

 

數位化編曲與音

樂創作 

Digital Arrangement of 

Aboriginal Music 
必 2 2 99 下 

擷取原住民音樂中豐富的

文化素材，結合電腦數位化

編曲，創作出具原創性格之

創作樂曲。 

 

實作

課程 

四

學

分 

學程製作 
Final Assignment of 

Program 
必 2 2 99 下 

利用學程課程所學，結合原

住民音樂、數位及應用音樂

知識，以完成原住民音樂

「數位典藏」及「數位創作」

民族音樂之製作。 

 

自由

選修

（原

住民

音樂

文化

學

程） 

二

十

學

分 

選修相關「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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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課程科目一覽表 

類

別 

學

分

數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科目代碼 
必

選 

學

分 

時

數 

開課

學期 
課程說明 備註 

民族音樂學導論

(上) 

Introduction to 

Ethnomusicology 
P091S101 必 2 2 二上 

認識民族音樂學的基本概

念與方法。 
 

民族音樂學導論

(下) 

Introduction to 

Ethnomusicology 
P091S102 必 2 2 二下 

認識民族音樂學的基本概

念與方法。 
 

台灣原住民音樂 
Taiwanese 

Aboriginal Music 
P091S103 必 2 2 三上 

介紹台灣原住民音樂文化

之傳統與現狀。 
 

核

心

課

程 

八

學

分 

世界音樂 World Music P091S104 必 2 2 三下 

培養學生從世界音樂的角

度了解台灣原住民音樂的

位置與重要性。 

 

樂器學(上) Organology P091S201 必 2 2 三上 
讓學生認識樂器之構造、

分類與歷史發展。 
 

樂器學(下) Organology P091S202 必 2 2 三下 
讓學生認識樂器之構造、

分類與歷史發展。 
 

中國傳統音樂 
Chinese Traditional 

Music 
P091S203 必 2 2 二上 

培養學生對中國傳統音樂

的了解，進而討論中國少

數民族音樂。 

 

專

業

課

程 

八

學

分 

臺灣傳統音樂 
Taiwanese 

Traditional Music 
P091S204 必 2 2 二下 

培養學生對台灣傳統音樂

的認知以強化了解原住民

周邊的音樂文化。 

 

田野採風(上) 
Field Work on 

Music 
P093S301 選 2 2 四上 

培養學生具有採集原住民

音樂文化理論與實務之能

力。 

 

田野採風(下) 
Field Work on 

Music 
P093S302 選 2 2 四下 

培養學生具有採集原住民

音樂文化理論與實務之能

力。 

 

原住民歌舞(上) Aboriginal Dance P093S303 選 2 2 一上 
培養學生具有表演原住民

音樂之能力。 
 

理

論

實

習

課

程 

八

學

分 

原住民歌舞(下) Aboriginal Dance P093S304 選 2 2 一下 
培養學生具有表演原住民

音樂之能力。 
 

音樂專題（一） 
Special Topic on 

Music 
P093S401 選 2 2 四上 

由具有原住民文化能力之

教師開設專題課程，強化

基本概念與實務能力。 

 相

關

課

程 

四

學

分 

音樂專題（二） 
Special Topic on 

Music 
P093S402 選 2 2 四下 

由具有原住民文化能力之

教師開設專題課程，強化

基本概念與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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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十九學年度已成功開課之課程一覽表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概論 

田野採風 

台灣原住民音樂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原住民音樂數位整合

應用學程 

混錄音工程 

原住民歌舞（上） 

原住民歌舞(下) 原住民音樂文化學程 

音樂專題(一)【影音多媒體製作】 

 

    本學程希冀結合在地原住民特色與電腦音樂科技，期許能透過學程讓學生不

只對原住民傳統歌謠、儀式和文化等產生興趣，更能進一步應用數位工具處理原

住民音樂之典藏、整理、分析等工作；並進而在原住民音樂的基礎上從事音樂的

再製、編曲與創作；也將利用本校下學期所演出歌劇「逐鹿傳說」的機會，讓選

課學生實際運用平日所學，不論在演出或後製方面都能給于協助，這個過程需要

不同學科之專業技術整合才能達成，除可讓學生發揮所學外，也讓學生多了不少

實作的經驗。因此，本學程是在這個理念之下，培育學生了解整個過程，並依據

個人學門之基礎拓展專長能力廣度、深度之延伸，預計本學程修習學生達成下列

不同專業領域之整合成果： 

（1）音樂學系學生： 

除了從事西洋古典音樂的創作、演奏及教學外，音樂學系學生本身所具

有之音樂專長於修習本學程過程中，除可學習最新之音樂數位科技、原

住民音樂文化、通俗音樂與數位知識等相關智能，並透過學程在混音、

後製等實務上的紮實實做訓練，將來在就業職場上除了傳統之音樂教學

領域之外，更能在多媒體、商業音樂與數位產業等跨領域環境中，較擁

有單一專業技能的人更容易取得穩固之工作機會。 

（2）師範學院學生： 

將此新興科技運用於教材教案的製作及音樂教育的能力，對師範學院學

生本身所擁有之教學經驗長才，能發揮雙倍的加成效果，在競爭激烈的

教學職場上，擁有應用數位進行教學之經驗與實務能力，透過修習此學

程所取得之認證，未來必將成為應徵教職具有競爭力的專業背景條件之

ㄧ。 

（3）理工學院學生： 

理工學院學生本身對電腦數位音樂此一新興科技，擁有更為紮實的基礎

訓練，透過本學程，希望可以補強其人文涵養，特別是對原住民音樂有

基礎的認知與理解，並結合學程所提供之實務實做經驗，取得音樂創作、

數位編曲、通俗樂曲、混錄音及多媒體傳播的重要基礎知識，對學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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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入相關職場，提供多元就業的能力。 

（4）人文學院學生： 

音樂的數位科技、應用藝術與通俗音樂乃當代文化的重要一環。人文學

院學生經過四年人文藝術的薰陶，若再修習本學程，藉由學程訓練學生

在理論上充實對當代古典音樂、原住民音樂等不同類型之音樂文化的基

礎理解，加上實務面上提供許多實做經驗，使學生對應用音樂有一整體

性的理解，不僅可提昇自身對文化藝術的鑑賞能力，於日後學生若選擇

從事藝術創作與文化工作上能產生莫大之助益。 

（5）所有學生： 

藉由本課程所學習到的知識，學生可以從事文字聲音、影像、視訊資料

數位化、聲音轉檔與修復、聲音處理與訊號剪輯及影音串流的技能。學

生亦學習到數位與應用音樂專業技能，對日後專職或兼職 SOHO 或個人

音樂工作室、從事多媒體、流行音樂、廣告配業、電玩遊戲音樂與音效

設計等商業與應用音樂領域佔有利之地。他們可以藉由強烈的企圖心與

學習意願，提昇自身的科技知識與文化素養，養成藝術科技、創作與人

文專業。 

  相對的，藉由本學程之推展，預計可以為學校帶來下列成果： 

（1） 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書面論述（文字）、圖照片、音樂與音訊、

動畫影像及樂譜）的資料庫。 

（2） 永續運作的數位文化產業創意課程與空間設備： 

此計劃執行完成後，本校數位內容相關課程得以緊密結合，所建立起

來的錄音室、控制室、電腦音樂教室、多媒體及數位儀器皆保持良好、

永續運作。本校數位內容相關課程持續開課，互相配合。 

（3） 校內數位系統、地方文化與系所整合特色的建立： 

整合本校各學院之間專業教師資源共享、教師整合，發展學校重點及

本校的特色。於是台東大學成為一所符合國際潮流、跨產業界、政府

機構及學術單位的大學，兼具地方文化與系所整合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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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程中、長期目標希望可以提昇產業競爭力，利用數位硬體與軟體教學，

導入文化創意產業的內容彙整與互通，台灣地區的音樂工作者以民族自主的角度

去激發原創音樂，有創造性的思考模式，刺激產業提升創意能力。 

 

近期（一至二年）： 

本學程之執行 
中期（一至六年） 長期（一至八年） 

學生專業知識受益 

校內系所整合與原住民

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資

料庫 

產業的發展 

文字聲音／影像／視訊

資料數位化、聲音轉檔與

修復、聲音處理與訊號剪

輯及影音串流的技能； 

欣賞、創作、演奏及教學

之專業知識，音樂科技、

原住民音樂文化、音樂與

數位之專業知識，多媒

體、商業音樂與數位文化

產業就業。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華語學系 

美勞教育學系 

音樂學系 

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 

產業學系 

南島文化研究所 

區域政策發展研究所 

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 

台東觀光產業 

原住民文化文字出版（有聲書） 

原住民文化影視產業 

原住民音樂文化產業 

原住民音樂文化演藝 

原住民音樂文化學術研究 

原住民音樂文化數位典藏 

表一：本學程預計可為學生、學校及台東地區帶來的成效；本計畫只規劃及達成

近期內容，至於中期及長期目標之達成仍需結合新計畫以及尋求地方社會資源。 

 

八、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本學程執行之主軸，延續先前學程之核心概念，不僅希冀結合在地原住民

特色與電腦音樂科技，廣泛地參與採錄原住民傳統歌謠、祭典儀式等文化活動

外，更進一步試圖培育學生在應用電腦音樂數位科技的熟稔度，不管是協助處

理原住民部落個人早期典藏之老照片、唱片、卡帶之轉錄整理、曲式分析等工

作外；也成功引起修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關注，在本身既有的學科基礎上，整

合對原住民族群文化與音樂的理解，共同從事原創音樂的再製、編曲與創作。

而這個過程需要不同學科之專業技術整合才能達成。 

另一方面，藉由學程數位典藏的相關課程，提升學生對數位典藏國家型計

畫之認知與數位典藏之內涵與應用重要性，音樂系學生藉由田野調查原住民傳

統歌謠之經驗，增強對原住民音樂之理解與能力，並對維繫原住民文化之傳承

與發展學習其必要之能力。 

截至 100 年 6 月底為止，本學程涵括前兩期「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

整合學程」之核心課程，已經有兩位音樂系學生分別修畢核心之必修 12 學分

與建議之選修學分 8 學分，順利獲得「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

之證書，其中一位音樂系大四學生更利用擔任學程工讀生與兼任助理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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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整理剪輯他於去年暑假近乎全程參與之「馬蘭阿美族豐年祭」田野採錄影

像與錄音、田野筆記資料，除彙整剪輯成一部成果光碟外，也即將用這些資料

申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研究所之用，亦為本學程執行迄今一具體而微之

成果；另一位師範學院自然教育系之學生也已於 99 年二月初申請認證通過，

且該自教系之學生係全部修畢前期「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整合學程」20

學分必修課程之學生，以其跨領域學習自田野調查的參與以及原住民音樂的採

錄與整理，迄至將曲譜數位化做成電子檔，並能初步完成具原住民音樂特色之

創作曲，實為本學程執行迄今最具體之成果。 

另一方面曾分別選修「原住民音樂數位典藏及創作概論」及「田野採風」

的五位同學，參與「卑南族下賓朗部落大獵祭」活動，均已能獨立參與田野調

查，並書寫田野筆記與田野日誌，加以採譜記錄、後製配樂、剪輯等數位化工

作，也分別有完整之作品產出，雖人數不多，仍能窺見本跨領域學程在開拓學

生視野與多元觀點的初步成果，尤其曾參與過原學程之音樂系 97 級理論作曲

組畢業生，應屆考上台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研究所理論作曲組，於 2009 年以其

畢業作品「年祭‧八重奏」榮獲 98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佳作，其作品係以原

住民音樂為素材加以改編創作，亦自本學程獲得不少關於原住民音樂文化以及

多元文化內涵及跨領域學習上的助益；99 級畢業生曾藟嘉在校期間除修習本學

程課程外，更利用課餘之時協助學程田野資料之處理，將原住民音樂素材加以

運用於作曲方面，寫出「農耕‧八重奏」這首作品，也在今年用這首作品考上

輔仁大學音樂研究所理論作曲組，展現平日所學之成果；而選修影音多媒體製

作之學生，透過分組方式將所採集的田野資料後製，除了展現所學之成果，更

充實了自己的能力。 

 

2.建議 

本學程是延續跨領域學習的「整合」理念，著重培育學生掌握對「多元文

化的認識」、「音樂的採集方法」、「電腦應用科技的創新與整合」「數位媒材類

比轉換能力的掌握」等多元能力，並依據個人學門之基礎拓展專長能力廣度、

深度之延伸，期許本學程修習學生能漸次達成不同學門領域之跨領域整合成

果，而在帶領學生參與部落年度祭儀上，往往祭儀舉辦日期與上課時間衝突，

也因此造成多數學生無法順利取得公假參與田野採錄，如何在課業與田野採錄

之間做出平衡，是學程一直想努力突破的問題。 

因應學生時間無法與傳統歲時祭儀相配合之困境，學程方面除積極爭取修

課學生能於課堂中取得公假資格外出參與田野採錄，並運用課堂上課時間及調

課方式帶領學生利用週末與平日晚間之機會，盡可能地參與田野採錄，且讓各

修課同學有更多機會操作各項設備器材，讓修課學生能將學習逹到最佳之效

果。 

本計畫將於今年七月底結案，回顧四年來的成果，雖然還有許多地方需要

改進，但也累積了不少的成果，尤其在原住民樂舞的採集更是成果豐碩，而這

些資料將繼續提供台東大學及音樂系繼續使用，盼能用這些資料繼續寫出另一

部和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一樣的作品，讓原住民文化更加發展及受大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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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在日後除了音樂系將開設研究所，將會對原住民音樂有更深入的研究

外，本校也積極向教育部爭取開設「原住民樂舞在職學士專班」，以及成立「原

住民樂舞中心」等，藉由發展原住民樂舞的方式，讓台東大學成為原住民樂舞

發展的中心，並藉此帶動台東地方觀光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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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錄 

1. 教學參考資料 

(1)參考書目及網站 

（（（（IIII））））    台灣原住民音樂台灣原住民音樂台灣原住民音樂台灣原住民音樂    

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 

2、 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3、 片岡巖 1981《台灣風俗誌》。陳金田、馮作民合譯。台北：大立出版社。 

4、 呂炳川 1979《呂炳川音樂論述集》。台北﹔時報文化。 1982《台灣土

著族音樂》。 

5、 台北：百科文化事業股份公司。 

6、 佐藤文一 1942(1988)《台灣原住種族の原始藝術研究》。台北﹔南天書

局。 

7、 林欣慧、吳中杰 1999《屏東地區馬卡道族語言與音樂研究》屏東、屏東

縣立文化中心。 

8、 林清財、謝元富編 1999《後山音樂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東，台東

縣立文化中心。 

9、 林道生 1995《阿美族民謠 100 首》，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音樂教育

中心。 

10、1997《布農族民謠合唱直笛伴奏曲集》，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音樂

教育中心。 

11、1998a《泰雅族母語民謠集》，花蓮：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音樂教育中心。 

12、1998b《花蓮縣原住民音樂 1 布農族篇》，花蓮：花蓮縣立文化中心。 

13、洪國勝、錢善華等 

14、1997《鄒族傳統童謠》，高雄：高雄市台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15、1998《排灣族古樓村圖文誌》，高雄：高雄市台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16、1999《排灣族傳統童謠》，高雄：高雄市台灣山地文化研究會。 

17、宮本延人 1992《台灣的原住民族－以世界觀研究台灣原住民之作》。魏

桂邦譯。台北：晨星出版社。 

18、黑澤隆朝 1973《台灣高砂族の音樂》。日本﹔雄山閣。 

19、許常惠 1984《多采多姿的民俗音樂》。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1985《中國民族音樂學導論》。台北:百科文化。 

21、1986《現階段台灣民謠研究》。台北：樂韻出版社。 

22、1988〈從雅美人對歌謠的分類，探討雅美族民歌的民族音樂功能〉。 

23、《第三屆國際民族音樂會議會議論文集》：255-335。 

24、黃叔璥 1957《台海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第４種。台北：台灣銀行經

濟研究室。 

25、1996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重新勘印為「台灣歷史文獻叢刊」。 

26、潘英海 1994〈文化合成與合成文化：頭社太祖年度祭儀的文化意涵〉，

刊於《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討論文集》，莊英章與潘英海主編，頁 

235-256。 

27、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8、1995〈在地化與地方文化：以「壺的信仰叢結」為例〉，刊於《台灣與

福建社會文化研 

29、究討論文集（二）》，莊英章與潘英海主編，頁 229-319。 

30、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31、1998〈傳統文化？文化傳統？―關於「平埔族群傳統社會文化」的迷

思〉，發表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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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5 月 

16、17 日，台北：南港。 

33、簡上仁 1991《台灣福佬系民歌的淵源及發展》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

版社。 

34、Nettl, Bruno 沈信一 譯 

35、1964 《民族音樂的理論與方法》，台北：書評書目出版社。 

36、Attali, jacques 1977 《Bruits：Essai sur l’économie politiqu de 

la musique》 PUF, Paris. 宋素凰、翁桂堂譯《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

學》，時報出版，1995，台北。 

37、逐鹿傳說，劇本／歌詞：董恕明，作曲：蔡盛通 

（（（（IIIIIIII））））    混錄音工程混錄音工程混錄音工程混錄音工程    

1、 David Gibson、1997、The Art Of Mixing: A Visual Guide To Recording, 
Engineering, and Production、Hal Leonard、CA, USA 

2、 Bill Gibson、1999、The Audio Pro Home Recording Course Volume 1、
Volume、Volume 3、Hal Leonard、CA, USA 

3、 Scott Stark、2002、Live Sound Reinforcement、Mix Books、CA, USA 

4、 Gary Davis & Ralph Jones、1989、The Sound Reinforcement Handbook、
Hal Leonard、WI, USA  

5、 David Miles Huber & Philip Williams、1998、Professional Microphone 
Techniques,、Hal Leonard、CA, USA 

6、 David M. Huber、Robert E. Runstein、2001、 Modern Recording 
Techniques、Focal Press、MA, USA 

（（（（IIIIIIIIIIII））））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    

1、 蔡永橙、黃國倫、邱志義等，數位典藏技術導論， 

2、 台北市： 台大出版中心，2007。 

3、 數位典藏家型科技計畫彙編 2004。網址

http://www2.ndap.org.tw/eBook/showContent.php 

4、 陳雪華、陳昭珍、陳光華，數位圖書館 XML/Metadata 管理系統，文華，

2001。 

5、 Sun VirtualBox User Manual, Version 3.0.8c, 2004-2009 Sun 

Microsystems, Inc. (URL:http://www.virtualbox.org) 

6、 蔡德明，鳥哥的 Linux 私房菜－基礎學習篇，第二版，台北：上奇科技，

2006。(ISBN：9867199553)(電子書網址：http://linux.vbird.org/) 

7、 Google 協作平台。網址：

http://www.google.com/sites/help/intl/zh-TW/overview.html。 

8、 XOOPS 正體中文延伸計畫網站。網址：http://xoops.tnc.edu.tw/。 

9、 Joomla!台灣繁體中文支援 http://www.joomla.org.tw 

10、9. DSpace Open Source Software. (URL: http://www.dspace.org/) 

（（（（IVIVIVIV））））    原住民歌舞原住民歌舞原住民歌舞原住民歌舞((((下下下下))))    

1、 台灣的原住民 : 卑南族，2002 年 5 月 

2、 卑南族卡地布部落文史. 歲時祭儀篇，1995 年 12 月。 

3、 江冠明，《台東縣現代後山創作歌謠踏勘：現代後山創作音樂調查計

畫》。台東：台東縣文化局，2001 年。 

4、 卑南族花蓮：陳文德著，2010 年 5 月 

5、 卑南巡禮特刊：由獵祭出發，1995 年 3 月 

6、 劉茜，《台閩少數民族的複音民歌》，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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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貴潮，《台灣的聲音—台灣有聲資料庫》(複印本) 

8、 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委託，1992，牽源—東部海岸

風景特定區阿美族民俗風情。 

9、 喜愛花環的美麗民族 : 卑南族，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2007 年 

10、逐鹿傳說，劇本／歌詞：董恕明，作曲：蔡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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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住民歌舞」教學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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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歌舞」教學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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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成果 

(1)學生創作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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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原住民音樂」學生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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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音樂」學生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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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樂專題(一)「影音多媒體製作」學生期末報告 

  

  



 37

音樂專題(一)「影音多媒體製作」學生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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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程田野資料翻譯 

 (1)阿美族歌謠翻譯【黃貴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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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族歌謠翻譯【黃貴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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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埔族資料翻譯【林燈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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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資料翻譯【林燈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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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資料翻譯【林燈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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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講座及活動海報講座及活動海報講座及活動海報講座及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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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學程課程照片學程課程照片學程課程照片學程課程照片    
99(99(99(99(下下下下))))原住民歌舞原住民歌舞原住民歌舞原住民歌舞    

     

孫優女老師教唱 孫優女老師教唱、孫大山老師伴奏 

  

  

孫優女老師領唱、同學跟著唱 同學討論歌詞 

  

  

孫優女老師舞蹈動作教學 孫優女老師帶領歌舞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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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下下下下))))音樂專題音樂專題音樂專題音樂專題----影音多媒體製作影音多媒體製作影音多媒體製作影音多媒體製作 

     

學生實際操做老師上課所教的內容 老師示範操作上課內容 

  

  

學生抄寫筆記，並實際操作 學生實際操做老師上課所教的內容 

  

  

老師檢查同學的作業 影音多媒體製作課程學生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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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下下下下))))音樂專題音樂專題音樂專題音樂專題----數位典藏系統實數位典藏系統實數位典藏系統實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務與應用務與應用務與應用    

     

數位典藏系統實務與應用上課情形 老式正在講解 DSpace 

  

  

老師正在講解何謂 DSpace Dspace 的研究發現 

  

  

老師正在講解上課內容 老師正在操作台東大學的網路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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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下下下下))))----混錄音工程混錄音工程混錄音工程混錄音工程    

    

    
 

教授課程講解 系統操作演練 

  

  

          講授進行步驟 教授系統操作示範 

  

  

課程教學與學員學習過程 學員課程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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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99(99(下下下下))))----混錄音工程期末實作混錄音工程期末實作混錄音工程期末實作混錄音工程期末實作    

     

課程學員實作情況 教授實際演練示範 

  

  

        教授課堂教學情形 課堂實際操作討論 

  

  

學員實作討論情況 學員實作討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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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學程活動照片學程活動照片學程活動照片學程活動照片    
20110216201102162011021620110216 池上鄉平埔族元宵祭祀活動池上鄉平埔族元宵祭祀活動池上鄉平埔族元宵祭祀活動池上鄉平埔族元宵祭祀活動    

     

天順宮廟口 準備儀式用具 

  

  

介紹廟的由來 殺豬儀式 

  

  

討論祭拜物品 備備擣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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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的供品 學生體驗搗米 

  

  

搗米儀式 祭拜祖靈 

  

  

祭拜儀式 儀式中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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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430201104302011043020110430 下賓朗除草祭參訪下賓朗除草祭參訪下賓朗除草祭參訪下賓朗除草祭參訪    

     

下賓朗部落 祭典活動解說 

  

  

學生與孫優女老師合影 事前準備 

  

  

孫優女老師解說 出發去(繞村落) 

 



 60

     

部落族人 學生參與活動 

  

  

賽跑分組講解 與族人跳舞 

  

  

賽前暖身 學生組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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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起跑(頒獎)地點 出發到祭典場地 

  

  

儀式開始 儀式進行中 

  

  

學生和族人一起跳舞 祭典結束中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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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3201105132011051320110513 卑南族語言及歌舞卑南族語言及歌舞卑南族語言及歌舞卑南族語言及歌舞    

     

老師分解原住民舞蹈動作讓學生學習 老師帶領學生隨音樂舞動 

  

  

老師示範舞蹈給學生們看 學生們看著老師示範舞蹈 

  

  

老師跟學生們說明注意事項 學生成果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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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開心的跳舞 男生組成果驗收 

  

  

老師們示範卑南族舞蹈 學生跟著老師跳卑南族舞蹈 

  

  

老師指導、修正學生動作 學生跟著音樂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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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13201105132011051320110513 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原住民歌謠介紹原住民歌謠介紹原住民歌謠介紹原住民歌謠介紹    

     

黃貴潮老師 和學生分享多年經驗 

  

 
 

開朗的黃老師 黃老師的著作 

  

  

學生互相討論 協助老師拿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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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原住民歌舞 介紹原住民歌舞 

  

  

介紹原住民歌舞 黃老師的資料 

  

  

資料解說 學生專心的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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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31201105312011053120110531 林清美老師講座林清美老師講座林清美老師講座林清美老師講座    

     

主任介紹林清美老師 主任介紹林清美老師 

  

  

卑南族林清美老師 學生專注聽講 

  

  

老師示範樂舞 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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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0201106102011061020110610 卑南族的音樂與生活卑南族的音樂與生活卑南族的音樂與生活卑南族的音樂與生活    

     

老師帶學生練習 練習舞步 

  

  

孫優女老師示範舞蹈 孫大山老師演奏音樂 

  

  

老師解說 孫老師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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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5201107052011070520110705 東里平埔族歌謠錄音東里平埔族歌謠錄音東里平埔族歌謠錄音東里平埔族歌謠錄音    

     

工讀生拍攝中 介紹與與會人士 

  

  

台東卑南族南王部落族人 東里平埔族族人 

  

  

一同享用午餐 相互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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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里邱家古厝 東里村一角 

  

   

在祖靈屋內跳舞 在祖靈屋內跳舞 

  

   

林主任接接受原民台訪問 合影留念 



 70

 

100.03.14100.03.14100.03.14100.03.14----03.1703.1703.1703.17 音樂系合唱團巡迴演出音樂系合唱團巡迴演出音樂系合唱團巡迴演出音樂系合唱團巡迴演出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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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採排 演出前採排 

  

  

演出陸森寶老師作品 參觀中歷高中音樂班 

  

  

演出前採排 演出前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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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歌劇原住民歌劇原住民歌劇原住民歌劇----逐鹿傳說逐鹿傳說逐鹿傳說逐鹿傳說    

     

演出花絮 演出花絮 

  

  

演出花絮 演出花絮 

  

  

演出花絮 演出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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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花絮 演出花絮 

  

  

國家劇院記者會 演出花絮 

  

  

男女主角 和總統夫人及吳院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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