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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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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自學曲笛數年，後來漸漸生疏，希望透過此次

自主學習，重拾往日浸淫音樂的樂趣。

2. 從國樂歷史的角度切入，以黃妃的<追追追>當作

自學曲目，使自主學習更具層次與挑戰性。



2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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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次 學習計畫

0~2 發想題目與學習方法及制定時間規劃。

2~6 查閱與收集資料、國樂演奏影片欣賞。

6~8 資料彙集與統整

8~14 曲目練習

14 曲笛演奏影片錄製

15~16 學習成果呈現，製作ppt

17 學習成果發表



3預期目標與目標達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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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目標：

希望能在這些時間內了解國樂歷史沿革，且能更精進曲笛技巧。

♦目標達成說明：

詳閱國樂歷史相關資料且進行彙整，錄製練習曲笛的影片，於發表

會上進行播放。



4學習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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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樂的定義

（一）廣義：涵蓋戲曲音樂、曲藝說唱、歌謠及器樂演奏......，

甚至演奏古今中國人所創之作品皆是。

（二）狹義：指以傳統樂器，應用現代演奏技巧，做獨奏、重

奏、小合奏、大型合奏及交響化等各種形態演奏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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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樂的歷史演變

（一）孔子將儒家禮樂定為正統音樂，開始有完備的音樂理論及樂器出現。

（二）漢朝時，朝廷設立樂府，負責整編古曲、民謠，又因與西域有商業來

往，因此有胡樂如琵琶、胡琴等傳入。

（三）到唐玄宗在位時，更在內廷組織梨園子弟歌舞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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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笛的特性

（一）利用邊稜效應與共鳴效應來發音，音調渾厚圓潤，柔美流

暢。

（二）演奏上以用氣的技巧為特長。

（三）常用的有C調曲笛、D調曲笛與中音笛（E調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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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reurl.cc/nEo44e

四、有關調門長度說明

C調總長度約68CM，直徑約26MM

D調總長度約62CM，直徑約25MM

降E調總長度約6OCM，直徑約24MM

E調總長度約57CM，直徑約23MM

F調總長度約53CM，直徑約22MM

G調總長度約49CM，直徑約21MM

小A調總長度約45CM，直徑約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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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s://reurl.cc/02jlG9



曲笛演奏



曲笛練習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wmAheKzbS_wmBXi4YE00Vz51tKGV3VX/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wmAheKzbS_wmBXi4YE00Vz51tKGV3VX/view?usp=sharing


5收穫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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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

一、持笛動作、控制氣息在慢慢練習中獲得改善。

二、雖然成果不盡完美，但克服困難，獲得滿滿的成就感。

♦省思

一、自己摸索學習、無專人指導、應請教專業者。

二、應該更有效率利用時間，多學一、二首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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