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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課程為 16 週課程。 

是否已納入中等

學校師資職前教

育專門課程「社

會領域歷史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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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專史的學科知識 

請勾選 
此科目對應之系所課程規畫所欲培養之核心能力 

Core capability to be cultivated by this course  

權重（百分比） 

Percentage 

 自我瞭解與溝通表達 

Self-awareness, expressions & communication  
 

V 
邏輯推理與批判思考能力 

Logical reasoning & critical thinking  
30%  

 科學思維與反思 

Scientific thinking & reflection  
 

V 
藝術與人文涵養 

Aesthetic & humanistic literacy  
40%  

 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a literacy  
 

V 
多元觀點與社會實踐 

Diverse views & social practices  
30%  

 
 
 
 
 
 
 
 



一、課程說明 

  你聽過臺灣古時候的「聲音」嗎？ 

 
  這門課程「聲音的臺灣史」，帶領你聆聽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所留下

的各種聲音。特別關注不同時代出現過的樂音與聲響，體會各時空的人

文風貌以及社會景象。學習以同理心面對每個文明階段的發展，發掘未

知的過去，練習欣賞其他領域的人、事、物，重新衡量「自身認知」與

「文獻記載」間的距離。 

 
  歷史是什麼？要怎麼親近並認識臺灣的歷史？本課程從「來自古代的

聲音」出發，與你一起嘗試理解臺灣歷史的「聲音」面向。親身體會你

的父母親年輕時說過什麼話，唱了什麼歌，在街上聽見了何種聲音；以

及你的祖先唱過的歌、演奏的音樂、看過的戲曲。知其然，亦知其所以

然。 

 
  分析每首歌、每段聲音的創作、流行背景，與當時社會的關係或者反

映了那些現象，對於選修的同學而言，不只是聆聽「古時候」的聲音，

更可以將這些聲音視為一種具體存在的史料，與其對話。 

 
  「聲音」入耳，觸動人的神經與感官，帶給人直接的刺激。每個時代

的人聽到同一首歌、同一段廣告詞會有不同的感覺，這些感覺交織出歷

史的樣貌。人的抽象感覺要如何「量化」與「質化」？如何對自己既熟

悉又陌生的課題發表意見？怎樣以「音樂」或「聲音」表達自己的心

情？ 

 
    最重要的是，如何在眾聲喧嘩之中，從各種聲音史料中增加對歷史

的理解程度。以實際案例觀察古今文明的變遷歷程，是本課程與同學們

一起努力學習的課題。 

 
  本學期，讓我們一起聆聽歷史，發出自己的聲音。 

 
 

二、指定用書 

洪芳怡，《曲盤開出一蕊花：戰前臺灣流行音樂讀本》，臺北：遠流出

版社，2020。 

周定邦策劃・總編輯，《臺灣民間文學有聲書》，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14。 

陳培豐，《歌唱臺灣》，新北：衛城出版，2020。 

呂鈺秀，《臺灣音樂史》，臺北：五南圖書，2007。 



三、參考書籍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 記錄聲音的歷史》，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

會，2014。 

《臺灣的聲音：臺灣有聲資料庫》，臺北：水晶有聲出版社，1994-。 

王銀盤製作，《來自臺灣底層的聲音貳 [錄音資料]》，臺北：水晶有

聲出版社，1995。 

亦咸製作，《來自臺灣底層的聲音 [錄音資料]》，臺北：水晶有聲出

版社，1991。 

江玉玲，《福爾摩沙的神僕之聲：荷治初期臺灣基督教音樂史料溯源  

Servant Sound from Formosa: Bibliography Research on the 
Primary Sources of Taiwanese Christian Music History During 
Early Period of Formosa under the Dutch》，臺北：道聲出版社，

2010。 

江明珊總編輯，《聽！臺灣在唱歌：聲音的臺灣史特展/Sing a Song：
Taiwan in Sound》，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 

吳瑞珍、廖春鈴、鄭慧華編輯，《聽見，以及那些未被聽見的：臺灣社

會聲音圖景 The Heard & the Unheard Soundscape Taiwan》，臺

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1。 

吳榮順，《臺灣失落的聲音：恆春半島海洋工作歌曲》，屏東：屏東縣

政府，2011。 

李百文，《土地的聲音：聽見臺灣最美好的人・事・物》，臺北：時報

文化，2016。 

李明璁，《時代迴音：記憶中的臺灣流行音樂》，臺北：大塊文化，

2015。 

李明璁，《樂進未來：臺灣流行音樂的十個關鍵課題》，臺北：大塊文

化，2015。 

林文淇、王玉燕，《臺灣電影的聲音：放映週報 vs 臺灣影人》，臺

北：書林出版，2010。 

林宏達，《詞言心聲：華語流行歌詞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21。 

林良哲，《臺灣流行歌：日治時代誌》，臺中：白象文化，2015。 

約瑟夫．艾迪生等著；劉炳善譯，《倫敦的叫賣聲－英國散文精選/On 

the Cries of London: A Selection of British Essays》，臺北：書林出

版有限公司，2009。 

莊永明，《臺灣歌謠追想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5。 

曾慧佳，《從流行歌曲看臺灣社會》，臺北：桂冠出版社，1998。 

黃裕元，《流風餘韻─―唱片流行歌曲開臺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

博物館，2014。 

黃裕元，《飄浪的曼波─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研究(1945-1971)Ⅱ》，高

雄：高雄市文化局，2016。 

黑澤隆朝監修・解說；王櫻芬、劉麟玉製作校訂，《戰時臺灣的聲音

1943 [錄音資料]：黑澤隆朝《高砂族の音樂》復刻--暨漢人音樂/ 

Sounds from Wartime Taiwan 1943: Kurosawa and Masu's 
Recordings of Taiwan Aboriginal and Han Chinese Music》，臺

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編，《記錄聲音的歷史》，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

會，2016。 

聲音的臺灣史學術研討會，《大眾發聲：第四屆聲音的臺灣史研討



會》，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1。 

聲音的臺灣史學術研討會，《樂聲雜音的交響：第三屆聲音的臺灣史研

討會》，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20。 

羅悅全主編，《造音翻土：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臺北：遠足文

化、立方文化，2016。 

四、教學方式 

  本課程由教師講授與師生討論組成。修課同學課前應預習並充分參與

討論。將運用多媒體素材（錄音、影片、影像）配合相關史料，讓同學

直接接觸古代的聲音，從這些聲音中增加對異文化的欣賞與眼界，並且

練習如何以適當形式表達意見。 

五、教學進度 

第 1 週 課程介紹（要選修、加簽者務必出席） 

說明課程的目標與要求，指導作業、報告的撰寫以及格式規定。介

紹本學期的課程安排。說明何謂「學術倫理」。 

 

第 2 週  遠古 Formosa 與 multilingualism 

從文獻未記載的時代而來的早期聲音，要如何從文獻的極限與口述中

勾勒出來？本講從這些多元聲音的交織中，討論要如何理解臺灣的多

語言、多族群樣貌。 

預習資料：金曲獎的困境（三）：「族群語言」分類爭議如何解？音

樂創作者與主辦單位面臨兩難。 

 

第 3 週  原住民 beyond 那魯灣 

臺灣最早的居民之一，孕育了大量的聲音文化。在大家熟知的「那魯

灣」之外，這些禱詞、歌謠、史詩中飽含前所未知的歷史記載，本講以

原住民族的聲音，呈現如何貼近原住民的內、外部觀點來重新思考臺灣

史的課題。 

預習資料：葉莞妤，《誰來唱我們的歌──流行歌曲中臺灣原住民族

的現聲／身》（花蓮：國立東華大學，2020），緒論。 

 

 

第 4 週  臺語少年兄 

這個語言，為何曾在不同政府的官方文書上長期被稱為「臺語」？在臺

語已然式微的今天，我們來回顧它對臺灣的影響，以及在歷史上曾經留

下何種聲音痕跡。 

 預習資料：臺語正潮？流行文化領頭後，臺語能走向正常化嗎？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golden-melody-awards-2020/141351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golden-melody-awards-2020/141351
https://www.twreporter.org/a/taiwanese-popular-trend-possibility


 

第 5 週  翻轉 Hakka 

客家的聲音在臺灣大眾媒體中曾經長期隱沒，或者受到有意、無意的轉

譯。本講從一般人的刻板印象說起，揭示在採茶、山歌之外的豐富客家

音聲，以及這些聲響所蘊含的歷史光影。 

 預習資料：黃純彬，〈試論客家流行歌曲〉。 

 

第 6 週  念歌：pre-modern Rap 

本講介紹臺灣的一種口傳文學與聲音展演形式：念歌。這種聲音形式不

僅因其娛樂效益長期為人們喜愛，還承載了大量歷史訊息，可稱為臺灣

的民間史詩。本講讓你親身體會念歌與歷史交會的強大威力。 

 預習資料：楊秀卿，〈胡蠅大戰蚊仔歌〉。 

 

第 7 週  再續〈風入松〉 

臺灣傳統漢族音樂中，最為廣泛傳習的當屬「北管」。臺灣的北管承襲

了明清中國多種戲曲及音樂形式，以及某些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說的古老

官話（非北京話！）。不僅跨越閩客語的界線，甚至連許多原住民族也

長期傳習。全世界只有臺灣保存了北管音樂及大量鼓詩、唱詞，別無分

號。從廟會到家庭，從出生到往生，本講將討論這個對臺灣歷史影響甚

深的聲音體系。 

 預習資料：董盈廷，〈北管樂淺談，鑼鼓動起來〉（影片、文章） 

 

第 8 週  外國力量？ 

臺灣大地上曾經出現過許多深受外國影響的聲音。令人驚訝的是，許多

我們未曾意識到的樂音，都是原產於異國的旋律。本講從這些實際案例

中，觀察臺灣歷史中的外來元素。 

預習資料：EP04 與黃裕元對談：土生歌～1930~1960 年代的日本曲臺

語歌  

 

https://blog.xuite.net/liouduai/twblog/101438417-%E8%A9%A6%E8%AB%96%E5%AE%A2%E5%AE%B6%E6%B5%81%E8%A1%8C%E6%AD%8C%E6%9B%B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1zmsUcmOs
https://bshu1926.com/2018/12/04/%E5%8C%97%E7%AE%A1%E6%A8%82%E6%B7%BA%E8%AB%87%EF%BC%8C%E9%91%BC%E9%BC%93%E5%8B%95%E8%B5%B7%E4%BE%86/
https://www.listennotes.com/podcasts/mit-%E4%BD%9C%E8%80%85%E5%B0%8D%E8%AB%87/ep04-jCuy2I8mr3h/
https://www.listennotes.com/podcasts/mit-%E4%BD%9C%E8%80%85%E5%B0%8D%E8%AB%87/ep04-jCuy2I8mr3h/


第 9-10 週  期中報告及講評 

  學生分組，自選有興趣的題目報告，全班同學討論，老師講評。 

 

第 11 週 不能說的禁歌 

從 1949 到 1987 的 38 年間，臺灣在時間長達世界第二的戒嚴令下，有

許多聲音曾被禁止傳頌，許多歌曲被認定為有害的靡靡之音。我們將重

新檢視政府禁止這些音樂的原因，討論這些不能說的禁歌，以及其背後

的歷史故事。 

預習資料：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查禁歌曲 甲編》（臺灣警備總司令

部編印，1961）。 

 

第 12 週 從 080 到 0800 

路上叫賣聲、廣播或電視節目中穿插的廣告，在在反映了每個時代人們

的喜好與慾望，是瞭解歷史的珍貴切入點。本講從各時代的有聲廣告，

帶領同學們觀察臺灣的物產與工商業發展史。 

 預習資料：懷舊電視廣告 50 部 

 

第 13 週 超時空的愛戀 

愛情是每個時代的人關注的首要課題。臺灣在不同時代遺存的聲音中，

有著大量與愛情相關的內容，保存了每個時空下的感情觀/關。前人經

歷過的愛情從來不老套。本講帶領你摒除成見，直面古今臺灣的風花雪

月。 

預習資料：蕭蘋、蘇振昇，〈揭開風花雪月的迷霧： 解讀臺灣流行音

樂中的愛情世界（1989-1998）〉《新聞學研究》70 (2002)，頁 167 - 

195。 

第 14 週  中二・三八・不四鬼 

每個時代都有不想走既定道路的人，即所謂「離經叛道」者。有些人挑

戰權威，也有些人意圖創新。改變是文明前進的原動力之一，而世界的

流行與風潮，無論是服裝、妝容、音樂形式，卻常常是週期性回歸的結

果。年輕人要突破前人窠臼，更應該回首歷史，從中汲取養分。 

預習資料：李珊，〈情歌落難，個性當道──臺灣流行音樂新時代〉《臺

灣光華雜誌》，1998/4。 

 

 

 

https://tm.ncl.edu.tw/article?u=022_107_000110&lang=ch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8TgX1MmbM
https://icm.cm.nsysu.edu.tw/teacher/taiwan%20music%20culture.pdf
https://icm.cm.nsysu.edu.tw/teacher/taiwan%20music%20culture.pdf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AD623C6D-72B5-4068-AD38-71C6E942E4AE&CatId=8


第 15-16 週 期末發表 

  學生分組，自選有興趣的題目報告，全班同學討論，老師講評。 

六、成績考核 

1. 有任何問題，請與教師或助教聯繫。 

2. 開學第一週為課程介紹，並且開始上課，十分重要，有意選課或加

簽的同學務必出席。第一週未出席者不加簽。 

3. 對自己的學習負責，選課要認真修完，請斟酌個人讀書時間的安

排。 

4. 修課學生需具備一個 Google 帳戶，用以登錄課程網站，取得上課

資料並繳交作業。 

5. 上課時手機鈴聲請設定為震動或無聲，如有緊急電話可出教室接

聽。 

6. 內急需上洗手間者，無須舉手，自行安靜進出教室。 

7. 上課可自由喝水。 

8. 因應疫情、學生研究興趣以及學習狀況之變化，授課內容會適時相

應調整，進度與內容依課堂安排為準。 

◎ 有要事無法出席，應正式向老師或助教請假。 

◎ 應準時繳交作業，重視學術倫理。 

 
凡作業、報告抄襲者，學期總成績一律零分。 

 

No.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上課表現  30%  

課堂出席 10%（切勿曠課）。 

課堂參與表現 20%，課前預習，以及課

堂參與討論程度。鼓勵同學主動發言，分

享想法。分享宜兼顧質與量，觀察聽者的

反應，學習控制時間、拿捏分寸。 

2. 作業 35%  

每一講完畢後，請就課程中內容，自訂題

目撰寫心得報告（篇幅至少 A4 紙一

頁），於次週規定時間繳交到教學網站。

期中考前後各選三週撰寫，至少六次。

（5%*6），多寫加分。學期末總心得一次

（5%，篇幅至少 A4 紙兩頁）。 

3. 期中報告 15% 

課堂口頭報告，訓練學生練習在人群前發

表，學習控制發表時間與內容，並且體驗

如何與人互動。 

4. 期末發表 20%  

課堂口頭報告，訓練學生練習在人群前發

表，學習控制發表時間與內容，並且體驗

如何與人互動。思考因應不同的聽眾需

求，該如何調整臨場反應。 
 

七、講義位址 本課程有專屬課程網站（Google Classroom），網址於上課時提供。 



八、生成式人工智

慧倫理聲明 

    基於透明與負責任的原則，根據本校公布之「大學教育場域 AI 協

作、共學與素養培養指引」，本課程有條件允許學生利用 AI 進行協作或

互學。 

    學生如有使用 AI，須於課堂作業或報告中的「標題頁註腳」或「引

用文獻」中簡要說明如何使用生成式 AI 進行議題發想、文句潤飾或結

構參考等使用方式。 

    若經查核使用 AI，卻無在作業或報告中標明，教師、學校或相關單

位有權重新針對作業或報告重新評分或不予計分。 

    教師完全不使用生成式 AI 製作本課程之授課教材或學習資料。 

 
    學生選修本課程，即視為同意以上倫理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