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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是音樂活動中最重要的元素。不管學哪一種樂器，培養基礎節

奏的能力是最不容忽視的。儘管我們知道節奏訓練的重要性，一般人對

節奏教學的了解往往過於膚淺。到底要如何深入認識節奏訓練，進而有

效地進行教學活動是音樂教育工作者常面臨的挑戰。

要對節奏有全面的認識，一定要兼顧認知上的學習和身體力行，學

生才能掌握到精確的節奏感。一般人以為學打擊樂的人會對節奏比較敏

感，其實打擊樂學生遇到的瓶頸不勝枚舉。這也是為甚麼我以教學經驗

為基礎，致力於發展出一套對症下藥的節奏教學法。

我將這個教學法比喻成一種像三稜鏡般多層次、多面向、多色彩的

學習環境。我鼓勵學生們儘可能地沉浸在這種環境中，從基礎開始，一

層層地去認識節奏的各種表現面貌，用不同的方式來體驗其千變萬化，

進而應用它們來增進演奏技巧。下面將逐項說明此教學法。

手舞足蹈

我常想，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法國，1596-1650）的「我思故

我在」是造成西洋文化侷限在理性發展的元兇。對從事音樂工作的我們

來說，節奏是一種以聲響引導的體能活動，要學好這個元素就得掌握節

奏與韻律間不可分的觀念。認同達克羅茲（Émile Jaques Dalcroze，瑞士，

我舞故我在
漸層節奏教學法
Rhythmic Understanding: A Prismat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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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950）律動教學法的老師們一定同意這個看

法。因此，我們不妨將笛卡兒的名言稍微修改成 

「我舞故我在」來反映節奏與身體動作之間密不可

分的關係。

通常，在第一週的打擊樂基礎課裡，我只要

求學生學會基本的二拍（四拍）及三拍這兩種舞

步。他們要用心觀察，在日常生活中這兩種節奏出

現的形式，嘗試去感受、記錄，然後再在音樂中將

它們表現出來。我的原則是讓他們運用雙腳，以走

或跳的方式來體驗這些不同的節奏組合，再讓他們

透過樂器詮釋樂句，以達到手腳協調律動的目的。

這兩組節拍看似容易，但是要既準確又很有音樂性

地將它們呈現出來，並不是那麼簡單。

要避免節奏訓練淪為反覆機械式的行為，我

鼓勵學生用他們的韻律感（如：舞蹈），來輔助這

些節奏練習。譬如，用滑行的方式練習。在做這些

舞蹈動作時，要記得要放鬆下半身各個部位的關

節，尤其是從臀部、 膝蓋到腳踝，要儘量形成一

個動線，不要太過緊繃。等到學生可以完全放鬆，

自在地舞動下半身後，再逐漸加入拍手或另一些上

半身的動作來強化節奏練習。讀者可以參考圖 1 的

舞步解說。

手口並用

這個教學法的第二個原則是手口並用，是我

從印度他不拉鼓（tabla）和卡踏舞（kathak）1 的

學習經驗中發展出來。教我的兩位老師堅持我要先

學會口訣，再進行實際操練。他們認為「如果你能

精確地覆誦這些口訣，你的手或腳就能正確地跟上

節奏。」

印度古典音樂的節奏系統，可說是音樂世界

中的一大奇觀，其複雜的程度，令音樂家們嘆為觀

止。這個系統令人驚豔的，不只是看似永無止境的

節奏發展，還有他們堅持以「口耳相傳」的教學

法。這種挑戰腦力（聽力）極限的學習方法，強迫

學生聚精會神地聽、 揣摩、分析，進而將所學節

奏口訣內化，再用雙手將音樂表現出來。

1 左邊的藍色大圈圈是以 4/4 拍為基礎的二拍舞步。

右邊的藍色大圈圈是以 3/4 拍為基礎的三拍舞步（兩個三拍的循環）。

大圈圈裡面紅色的小圈圈代表的是該移動的那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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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教學法常用的基本節奏練習，就是由這

個非常悠久的南印度古典音樂系統（Carnatic）發

展出來的一種節奏語言，是一套在被稱為索卡土

（Solkatu）的訓練口訣。這種方法可以提供另類

的腦力激盪，讓學生用不同方式，學會節奏組合中

節拍間複雜的關係（見圖 2）。

在傳統印度音樂文化中，這些口訣除了能幫

助學生認識拍子與拍子之間的關係之外，還能提

供他們在詮釋樂句時，做出比較有音樂性的判斷。

有經驗的音樂家會利用這套口訣，精確的表演出節

奏規律的樂句，或裝飾性高、具有多層次複雜節奏

的炫技性樂句。因此，我要求學生熟背這些口訣，

以便隨時活用它們，以下是我為學生設計練習索卡

土口訣的教學活動（見圖 3）。

這個組合練習表的功能，是為了讓讀者熟悉

南印度古典音樂的索卡土節奏口訣與拍子之間的

關係，以及節奏被微分為多層次小節拍結構的表現

方式。從圖 3 可以看出 ，第一行到第四行的節奏

相當單純。基本上，參考圖 2 的口訣，照著唸，就

可以了。但是從第五行開始，大家就要注意我如何

用「二加三」的概念來安排節拍結構。

以五連音為例，我可以用二種方式將它表現

出來：

TA  KA-TA  KI  TA（2 ＋ 3）

TA  KI  TA- TA  KA（3 ＋ 2）

以六連音為例，我根據相同的原則，將它以 3

＋ 3 或 2 ＋ 2 ＋ 2 的方式重組，再以九連音為例，

可能的排列組合如下：2 ＋ 2 ＋ 2、3 ＋ 2 ＋ 2、2

＋ 3 ＋ 2 或 3 ＋ 3 ＋ 2。

這些口訣除了讓學生對樂句及節拍組合有較清

楚的認識，也提供他們在細分拍子時，仍記得原始

拍的長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以 4 / 4 拍為單位，

將一拍分做八個 32 分音符的口訣：

TA  KA  DI  MI - TA  KA  DI  MI（4 ＋ 4）

這個方法不僅能讓學生學會精確地細分每一個

32 分音符，又可以確保他們不趕拍子。另外，這

個教學活動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學生熟背這些口訣

之後，老師們可以引導學生發揮他們的創意，用這

些口訣自由地發展出更多樣、更複雜的排列組合。

2 索卡土口訣



35

美
育
第
195
期
／JO

U
R

N
A

L O
F A

ESTH
ETIC

 ED
U

C
ATIO

N
, N

O
.195

樂句詮釋

我在印度學習 tabla 鼓時，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是 跟 著 Bharat 

Jungum 老師學新曲子的過程。

在以覆誦口訣的方式，將新曲子

的節奏型態熟記後，他會加上一

些裝飾音發展變奏。在這個過程

中，我最享受的莫過於看著他 

「口沫橫飛」朗誦口訣，配合生

動的手勢和活潑豐富的臉部表

情，以及稍後將這些節奏在 tabla

鼓上一拍一拍打出來時，身體跟

著節拍律動，半頭銀髮隨之飄揚

的氣宇英姿。這種具有強烈戲劇

性的表演，著實感染了現場的觀眾，讓人難以忘懷。

儘管鼓樂（和多數打擊樂曲）表現出來的，主

要是以節奏為主的樂句，而不是具有明顯音高的旋

律。Bharat 老師在朗誦樂句時，生動地融入抑揚頓

挫、強弱高低的音韻觀念，讓這些樂句聽來非常活

潑。聽眾甚至可以由音階高低及力度強弱辨別出樂

句的關係。通常，「問句」會從低音域出發，慢慢

上揚，最後，停留在某一拍，製造出一種懸浮的張

力，靜待緊接而來的「答句」減緩這種緊張的情緒，

再稍微加重音量，用逐漸降低的音調來收尾。聽完

後，有一氣呵成又意猶未盡之感。對我來說，這種

用炫技般朗誦口訣的節奏訓練方式，既生動、活潑，

能讓學生很快的熟背樂曲，又能在同時做好樂曲細

節的詮釋。這種訓練方法，真的是一舉數得。

此外，我常鼓勵學生利用這些口訣，即興做音

樂對話。學生不但從這個對話過程中學會重要的節

奏元素，還能學到音樂裡的各種語言表現的特質。

與同儕之間的即興互動，也是另一個讓學生樂此不

疲的原因。此時，老師亦能享受學生的無限創意。

切分音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切分音的教學法。我在引

導學生學習切分音時， 喜歡從古巴或是巴西舞蹈

節奏引入。如騷莎（Salsa）或森巴（Samba）這些

拉丁美洲舞蹈音樂，除了悠美的旋律讓人心曠神

怡，也讓人不禁翩翩起舞。這要歸功於這類樂曲中

獨特的節奏運行方法，巧妙地用切分音的結構，將

一連串在弱拍位置上的音符，圓滑地展現出來。這

種特殊的樂句形式，有時甚至會令習慣歐洲古典音

3 節奏組合練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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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高度的旋律性，就是因為這種巴西節奏中強烈非

洲風格的特色。我們要如何引導學生認識到這種處

理切分音的圓滑特性呢？

樂的聽眾錯亂，以為聽到的是一系列的重拍呢（見

圖 4）。

從圖 4 Gilberto Gil 的譜例，可以看出第八到

第十小節的樂句相當的圓滑。之所以可以感受到這

4 旋律片段，Gilberto Gil 的《El Dorado Negro》。

歌詞：Existiu um El Dorado Negro no Brasil（從前在巴西有個叫做 El Dorado 的人）。

5 從重拍到弱拍

圖 5 的譜例，說明如何利用一個休止符就能

將重拍轉移成弱拍的方法。

這種將重音節奏規律打散重組的概念，並不

難理解，真正難處在於如何讓身體感受得到這種節

奏，並將它表演出來。我提供的練習方法是，剛開

始雙腳踏步，同時拍手擊掌，這也許會有一點挑

戰，但是一小節一小節分開練習之後，就沒有問

題。

圖 5 練習方法解說：

首先，一直反覆練習第一小節，用手打節奏，

雙腳交替踩四分音符基本拍。

接下來，單獨反覆練習第二小節，一樣地，用

手打節奏，雙腳交替踩四分音符基本拍。

如果我們一直停留在第二小節打轉，久了之

後，你會發現，你所做的其實是和第一小節一樣的。

唯一的不同是在每小節第一拍的入口點罷了。

手口並用之再回顧

切分音是節奏教學上老師們常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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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M音符 1 音符 2

6 伊利諾和肯塔基

譯者注：卡踏舞（Kathak）是在北印度廣為流傳的古典舞蹈，其風
格與內容以敘事為主， 具有相當高的戲劇性。
Caetano Veloso, Moreno e o samba, http://www.youtube.com/
watch?v=3Z_V2GGZ3N0

1

2

 注釋

要精確並有音樂性地展現出切分節奏並不容易。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我用另一套口訣來幫助

學生。這套口訣主要是用美國的州名來幫助學生

用朗誦的方式來內化節奏型態。譬如用 Illinois（伊

利諾）來教 [ 音符 1]  、Kentucky（肯塔基）來教

[ 音符 2]。由於在用英文念這兩個州名時。重音位

置會不同。伊利諾的重音在第一個音節「伊」，肯

塔基的重音則在第二個音節「塔」。若將這兩種節

奏放在一起，讓學生反覆朗誦，會形成一些有趣且

具挑戰性的節奏組合（見附圖 6）。

如果我們一直反覆地唸圖 6 譜例中第一小節

的節奏，一邊用手打出節奏的重拍，一邊用雙腳踩

著行進般步伐做伴奏，其實很簡單。用同樣手腳並

用的方法來伴奏第二小節，也不算難。但是，如果

我們讓手的部分停止拍打第一個 32 分音符，讓口

與腳繼續做同樣的任務，你會發現這個節奏型態和

圖 5 譜例的第二小節是一模一樣的。我舉這個例子

是要讓讀者了解用口、 手、 腳 同時使用的方式，

我們可以很巧妙地將原本位於重拍位置的第一拍

強度減弱，讓它們很自然地成為弱拍，但卻又不會

影響到節拍原形。

在 YouTube 上有一部很有意思的短片，可以

幫助我們了解巴西森巴舞曲裡處理切分音的方法
2。

影片中著名的巴西音樂家 Catenano Veloso 和

他的兒子 Moreno 用舞蹈的方式來解釋里約熱內盧

和桑塔 ‧ 愛馬羅（Santa Amaro）的森巴舞風格的

差異。即使二者都屬於巴西文化，在里約附近流行

的 三步風格森巴節奏，就像是圖 6 譜例第一小節。

然而在桑塔 ‧ 愛馬羅地區， 一個到目前仍保有悠

久非洲文化傳統的一個小島，同樣的三步風格舞

步，卻因為它們稍稍將重音位置往後移了一下，而

呈現如圖 6 譜例第二小節的節奏，也因此成為另一

種由切分音主導的森巴舞風格。

結語 

我一直以自己能成為打擊樂演奏家與音樂教

育工作者為榮。我的打擊樂生涯，不但帶領我從音

樂中認識許多不同世界文化，也讓我對世界各地的

節奏教學形式有更深入的認識。在這些眾多文化傳

統的節奏訓練中，複雜程度最高，最千變萬化的，

要算是印度與非洲音樂（有關非洲音樂教學的論述

請參考本焦點其他作者文章）。我分享的這個漸層

節奏學習法的目的，就是在強調這些音樂傳統中抽

象的音樂與身體律動結合的特色，以手腦並用的

概念，讓學生有效率地學習節奏及其他音樂元素，

並全面地認識不同文化的美妙。最後，要提醒音樂

老師們，在執行這種多面向的教學方法時，要顧及

說、唱、拍掌、律動，同步進行，以彰顯「我舞故

我在」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