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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每年  10 月份我們太魯閣族人都會舉辦感恩祭，學校會讓大家練習傳

統舞蹈在感恩祭中演出，而在一首曲目中經常會出現一些像是日常生

活的舞步，例如：打獵、織布、收穫作物等等，裡面最讓我們好奇的

就是吹奏口簧琴的動作。 

不管老師教或看別人在跳舞時，吹奏口簧琴的動作是左手靠在左

臉頰上，右手假裝拉著一條線往前方拉，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對於這

個樂器都很陌生，所以都做得不太標準；因此，教舞蹈的老師就帶來

的真正的口簧琴給我們看看。經過練習後發現想要發出聲音真的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這也讓我們對於這個樂器有了更多的好奇心，發現口

簧琴的外觀其實都不相同，有一般外觀的，也有雕刻裝飾的；有短 

的，也有長的；簧片有平的，也有尖的，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所以

我們想藉由這次的研究，來探討這些外觀不同的口簧琴實際動手操 

作，所發出的聲音是否會有不同，還有聲音大小會有甚麼的不一樣。 

 

二、研究目的： 

(一) 口簧琴不同裝飾的外觀是否會影響演奏時的音量大小 

(二) 口簧琴不同的長短是否會影響演奏時的音量大小 

(三) 口簧琴的表面形狀是否會影響演奏時的音量大小 

(四) 口簧琴演奏時放置的位置是否會影響演奏時的音量大小 

(五) 口簧琴演奏時拉的方向是否會影響演奏時的音量大小 
 

三、研究方式： 

(一) 上網查詢資料，了解口簧琴的背景故事 

(二) 利用學校以及家裡有的口簧琴來做實驗 

(三) 找出各種在外觀上有異同的口簧琴進行實驗比較 

(四) 運用手機分貝計 APP 來測量出能演奏出較大音量的口簧琴貳

●正文 

一、原住民族的口簧琴簡介： 

口簧琴在台灣的原住民中是很普遍的樂器，目前泰雅族是保留口

簧琴史料最為豐富的一個族群，也是現在談到口簧琴就會想到的一 

族。口簧琴的外觀與多變，從單簧到八簧的都有。其大部分的用途是

在：男子對女子表達愛意、配合跳舞用(口琴舞)還有彈奏音樂用。 

口簧琴的類別有： 

(一) 單簧口琴 

(二) 單簧(銅簧)口琴 



(三 ) 雙簧口琴

(四 ) 四簧口琴

(五) 五簧口琴 

(六) 六～八簧口琴 

 

二、影響口簧琴音量大小的實驗： 

(一) 實驗一：口簧琴有無刻紋裝飾是否會對音量大小產生影響 

1. 假設：有刻紋裝飾的口簧琴所發出的聲音會比較大 

2. 實驗步驟： 

(1) 雙手繞住 10 公分長的口簧琴兩端的繩子，左手靠在左邊臉

頰，將口簧琴前端靠近嘴巴，嘴形是 O 型 甲：竹片上有

紋路 乙：竹片上沒有紋路。 

(2) 右手將繩子往右前方拉動 20 下。 

(3) 使用手機音量 app 在距離口簧琴 1 公尺處測量口簧琴發出

的音量。 

(4) 重複三次取平均。 

3. 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無刻紋 45.4 44.7 46.3 45.5 

有刻紋 48.2 47 43 46.1 

實驗(一)平均值 

有刻紋 46.1 

無刻紋 45.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單位：分貝(dB) 

4. 討論： 

(1) 我們從實驗中的平均數據可以發現，口簧琴外觀有無刻

紋裝飾並不會對它發出的音量大小產生影響，實驗結果

和我們一開始假設的不一樣。 

(2) 會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因為不論口簧琴的

外觀有無雕刻或裝飾，他們中間的簧片都還是一樣的， 

所以並不會去影響到演奏時的音量大小。 

(3) 從三次的數據中可以發現，每一次的結果並不會太平 

均，所以下次要做這種實驗時，在拉奏口簧琴的時候盡

量要保持力度的一致，這樣數據才不會有太大的誤差。 

5. 實驗照片： 



 

 

▲準備兩個有刻紋，兩個沒

有刻紋的口簧琴進行實驗 

 

 

▲觀察這些口簧琴的外觀 

 

 

▲實際拉奏測量音量 

 

(二) 實驗二：口簧琴的長短是否會對音量大小產生影響 

1. 假設：長度較長的口簧琴所發出的聲音會比較大實驗步驟： 

2. 實驗步驟： 

(1) 雙手繞住竹片上沒有紋路的口簧琴兩端的繩子，左手靠

在左邊臉頰，將口簧琴前端靠近嘴巴，嘴形是 O 型 

甲：10 公分長口簧琴 乙：15 公分長口簧琴。 

(2) 右手將繩子往右前方拉動 20 下。 

(3) 使用手機音量 app 在距離口簧琴 1 公尺處測量口簧琴發出

的音量。 

(4) 重複三次取平均。 

3. 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長的 55.4 57.8 47.6 53.6 

短的 48.3 47.4 44.2 46.6 

實驗(二)平均值 

短的 46.6 

長的 53.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單位：分貝(dB) 

4. 討論： 

(1) 我們從實驗中的平均數據可以發現，口簧琴的長短會對

它發出的音量大小產生影響，實驗結果和我們一開始假

設的一樣。 

(2) 會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因為長的口簧琴的

簧片比較長，每拉一下後的振動會比較久，所以會比較

大聲。 

(3) 下次做一樣的實驗時，要注意每次拉口簧琴時的嘴型以

及拉的次數要一致，這樣能讓誤差減到最低。 



5. 實驗照片： 
 

 

▲準備長的與短的口簧琴進

行實驗 

 

 

▲一人分別拉奏兩個不同的

口簧琴 

 

 

▲另外兩人幫忙測量分貝以

及紀錄結果 

 

(三) 實驗三：口簧琴表面為平的或是較圓弧的是否會對音量大小產生影

響 

1. 假設：口簧琴表面為平的所發出的聲音會比較大 

2. 實驗步驟： 

(1) 雙手繞住 10 公分長竹片上沒有紋路的口簧琴兩端的繩子，

左手靠在左邊臉頰，將口簧琴前端靠近嘴巴，嘴形是 O 

型 

甲：竹片平整口簧琴 乙：竹片圓凸口簧琴。 

(2) 右手將繩子往右前方拉動 20 下。 

(3) 使用手機音量 app 在距離口簧琴 1 公尺處測量口簧琴發出

的音量。 

(4) 重複三次取平均。 

3. 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平的 52 64.3 55 57.1 

較圓弧的 53.4 49 63.5 55.3 

實驗(三)平均值 

較圓弧的 55.3 

平的 57.1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單位：分貝(dB) 

4. 討論： 

(1) 我們從實驗中的平均數據可以發現，口簧琴的表面為平

的或是較圓弧的對它發出的音量大小不會產生影響，實

驗結果和我們一開始假設的不一樣。 

(2) 會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因為我們實驗的兩

個口簧琴的長度一致，所以簧片的長度也差不多長，並 



且從前面實驗(一)中可以得知，在不改變簧片本身的情況

下，並不會對口簧琴發出的音量產生影響。 

(3) 下次做一樣實驗時，要注意口簧琴放在嘴邊的位置要一

致才不容易產生誤差，並且手繞繩子的姿勢也要盡量一

樣。 

5. 實驗照片： 
 

 

▲前面為外型較圓弧的口簧

琴，後面為較平滑的 

 

 

▲實驗時要注意不能發出聲

音，以免影響分貝計測量 

 

 

▲每次拉奏要注意姿勢，以

及拉的次數要一致 

 

(四) 實驗四：口簧琴演奏時放置的位置是否會對音量大小產生影響 

1. 假設：口簧琴演奏放置在前端時的音量會最大 

2. 實驗步驟： 

(1) 雙手繞住 10 公分長竹片上沒有紋路的口簧琴兩端的繩子，

嘴形是 O 型 

甲：口簧琴前端靠近嘴巴 乙：口簧琴中間靠近嘴巴

丙：口簧琴基部靠近嘴巴 

(2) 右手將繩子往右前方拉動 20 下。 

(3) 使用手機音量 app 在距離口簧琴 1 公尺處測量口簧琴發出

的音量。 

(4) 重複三次取平均。 

3. 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前端 62.6 60.5 61.7 61.6 

中間 54.6 60.8 54.7 56.7 

後端 56.8 56.1 58.1 57.0 

實驗(四)平均值 

後端 57 

中間 56.7 

前端 61.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單位：分貝(dB) 

4. 討論： 



(1) 我們從實驗中的平均數據可以發現，當口簧琴放置的位

置是前端時所發出的音量最大，而放在中間以及後端的

音量差不多，實驗結果和我們一開始假設的一樣。 

(2) 會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因為簧片會振動的位置在口

簧琴的前端，所以當前端放置在嘴巴正前方時，所拉出

來的音量會最大。另一方面，由於簧片主要振動的位置

不在中間以及後端，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所發出的音量

會比較小。 

(3) 下次做這個實驗時，要注意不要讓口簧琴的簧片彈到嘴

唇或是牙齒，除了會痛之外，它所發出的雜音也會影響

分貝計所測量出的數據。 

5. 實驗照片： 
 

 

▲口簧琴的前端在嘴前 

 

 

▲口簧琴的中間在嘴前 

 

 

▲口簧琴的後端在嘴前 

 

(五) 實驗五：口簧琴演奏時拉方向是否會對音量大小產生影響 

1. 假設：口簧琴演奏時向斜前方拉的音量會最大 

2. 實驗步驟： 

(1) 雙手繞住 10 公分長竹片上沒有紋路的口簧琴兩端的繩子，

嘴形是 O 型，口簧琴前端靠近嘴巴。 

甲：往右前方拉 乙：往右方拉 丙：往右後方拉。 

(2) 右手將繩子拉動 20 下 

(3) 使用手機音量 app 在距離口簧琴 1 公尺處測量口簧琴發出

的音量。 

(4) 重複三次取平均。 

3. 結果：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平均值 

向斜前拉 59.4 62.5 59.2 60.4 

平行拉 59.4 49.4 54.1 54.3 

向斜後拉 53.7 49.2 52.7 51.9 



 

單位：分貝(dB ) 

4. 討論： 

(1) 我們從實驗中的平均數據可以發現，當拉奏口簧琴時， 

往斜前方拉的音量最大，平行拉的音量第二大，向斜後

拉的音量最小。實驗結果和我們一開始假設的一樣，我

們也學習到以後拉奏口簧琴時要往斜前方拉，不只是因

為老師這樣教我們拉，而是從實驗的結果也是得到一樣

的答案。 

(2) 會造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我們認為是因為當我們往斜前

方拉時，口簧琴上穿的繩子會與竹片本身產生一個彎 

曲，這個彎曲會拉動口簧琴的本體產生較大的振動，有

了振動就會帶動中間的簧片，因此只要讓簧片有更大的

振動，所發出的音量就會比較大。而因為平行拉以及向

後拉不太容易帶動整個竹片的振動，也就不會讓中間的

簧片有比較大的振動，因此所發出的音量就會比較小。 

(3) 下次做相同的實驗時，當手中有拿分貝計要測量音量 

時，要避免發出聲音，以及實驗的環境要盡量保持安 

靜，這樣才不容易有雜音，才能降低實驗結果的誤差。 

5. 實驗照片： 
 

 

▲向斜前方拉口簧琴 

 

 
 

▲平行拉口簧琴 

 

 

▲向後拉口簧琴 

 

 
 

參●結論： 

 

從這次的小論文探究的活動中，剛開始我們認識了太魯閣族中的傳統

舞蹈中拉口簧琴的動作是有的道理在的，因為口簧琴是我們傳統的樂器， 

它的作用不只是拉奏音樂而已，還是男生對女生表達愛意的方式，所以才 

實驗(五)平均值 

向斜後拉 
平行拉

向斜前拉 

51.9 
54.3 

59.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初出現如此特別的舞蹈動作。 

從舞蹈動作所產生的好奇心，讓我們開始研究口簧琴中有什麼秘密， 

所以想要探究什麼樣外觀的口簧琴，還有什麼樣的拉奏方式可以讓口簧琴

發出最大的聲音。 

我們從實驗中發現，口簧琴的外觀是否有雕刻與裝飾以及口簧琴的表

面是平的或是較圓弧的，都不會對發出的聲音產生影響，所以可以歸納 

出：當長度一樣時，口簧琴的外觀並不是影響音量大小的主因。 

口簧琴的長短、拉奏時放置的位置以及拉的方向都會影響拉奏時的音

量大小，我們發現最主要的原因都和中間的「簧片」有關，因為只要是能

夠讓簧片引起更大振動的方式，就可以讓口簧琴發出的聲音更大，這也是

我們從這些實驗中所得到的最大發現。 
 

 

▲討論實驗數據 

 

 

▲探討會造成這些結果的可

能原因 

 

 

▲個別發表自己對於實驗結

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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