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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服務研究所 

太鼓活動對學齡前幼兒注意力表現之影響 

學生:呂幼秀                                                         指導教授:顏世慧 

摘要 

 學齡前幼兒內在的衝動會藉由行動來顯示其需要，幼兒為了達到其

目的會變得躁動或被環境影響而注意力不集中。過去研究顯示，太鼓活

動最大演練原則是訓練打擊者，必需投入一身之精、氣、神來完成打擊

過程，如此，透過太鼓的薰陶，有助建立內在秩序感、提升氣質(陳心儀，

2012)。由於幼兒需全心全意地的注意打擊的姿勢、記憶節奏的拍子、觀

察個體與團體之間的協調能力等，藉此訓練幼兒不斷地反覆思考及集中

注意力，進而達到整首曲目的表現。 

    本研究旨在探討太鼓活動對學齡前幼兒注意力之影響，研究對象為

高雄市某私立幼兒園學齡前幼兒共 18 人，9 位幼兒為實驗組、另 9 位為

對照組，利用每天上午時間進行每次 30 分鐘太鼓活動，分為第一、二階

段實驗時間為期各八週的太鼓活動課程介入，研究工具以電腦神經心理

注意力測試軟體為量化研究工具，並輔以訪談紀錄作為質性結果分析。 

本實驗研究結果顯示：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實驗組幼兒在注意力表

現上及實驗組幼兒無論警覺性注意力或選擇性注意力測試上的表現皆顯

著優於一般作息的幼兒表現。兩階段實驗表現也顯著優於實驗前各組注

意力的表現，表示太鼓活動能夠有效提升學齡前幼兒的注意力表現。 

關鍵字: 學齡前幼兒、太鼓活動、注意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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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aiko Activities" on Preschoolers’ Attention 

Development 

 

Student: Yu-Hsiu Lu           Advisor：Dr. Shih-Hui Yen 

 

ABSTRACT 

 

Preschoolers express their needs through action. Children at this age 

tend to lose their concentration and get frustrated easily.  The research 

shows, "Taiko activity" helps to children to concentrate and focus on their 

energ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rough Taiko, children establish the 

internal sense of order, improve temperament ( chen xin-yi,2012).  Because 

of the concentration that it takes to practice strike posture, memorize the 

beats, and observation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others, 

children are able to practice through repetition and focus on one thing which 

helps to achieve overall team efforts. 

This research focus on how "Taiko Activities" affect preschoolers’ 

attention. We divided 18 preschoolers from a private school in Kaohsiung 

into two groups, Nine children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other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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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control group.  Every morning they practice 30 minutes of "Taiko 

Activities".  The "Taiko Activities" experiment i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for a total of 16 weeks. We us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software combines 

with interviews for final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aiko activit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se preschoolers’ performance of alertness and flexibility attention 

on the test.  Both groups performed better than before they started "Taiko 

Activities".  "Taiko Activities" can improve preschoolers’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Keywords: preschooler children, preschooler, Taiko activite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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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太鼓是集合了音樂和肢體動作的一種表現方式，學習者為了能進入

打擊狀態，在自然的情況下會集中所有的精神來演繹，因此，為了平衡

幼兒在動、靜態課程且提高幼兒的學習興趣，並盡快集中其注意力，將

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就以一個幼兒開始對一件事情有專注的聚精會神態

度時，透過肢體動作變化的展現，訓練感官協調性，提升專注力（林裕

強、李加耀，2011）。根據研究了解，鼓聲是最古老也可以是簡單的治療

音樂，它可以安定腦部神經，緩舒心裡的壓力（林裕強、李加耀，2011）。

因此，本研究藉由太鼓活動介入提升其注意力。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旨在闡述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第三節為研究問題，第四節是對本研究提到之重要名詞作出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就研究者，以一個師者在現場中觀察到，幼兒從早上入園到離園時

間，為了平衡動、靜態課程，教師極盡可能地將課程有計畫的安排，希

望能將幼兒的學習興趣提高，且能盡快將注意力集中，好讓課程得以順

利進行，所以常常看到教師為了安撫幼兒將注意力集中，花了相當的時

間和精力，因此在銜接的時間裡，如果可以適時的實施太鼓活動，令鼓

聲的規律節奏協助幼兒產生秩序感，使幼兒自發性的激發興致，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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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兒實際上得到體驗成就，藉此在注意力集中表現達到目的，就研究

者在一些活動現場觀察及親身體驗，幼兒在擊鼓時，當專心度不夠時就

會發生荒腔走板的事件，這時幼兒會顯出羞愧的神情，但也會在極短的

時間裡自我調整秩序，所以幼兒必須心中無雜念、無空想的跟同伴完成

課程任務，亦即當個體處在一個完全的專注中，就只是單純地投入，可

說是個體活力的展現。其實人類自出生後為了生存在外在和內在及生理

和心理上自然地一直不斷地在做調整，以適應周邊環境傳來的各種聲

音，鼓聲頻率和振動與人的心跳脈動非常的契合，它的旋律既與生理起

伏相符合，其音樂的和諧也能使個體獲得健康（張初穗，1999）。 

    本研究藉由設計太鼓活動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實驗，每週三天前後各

八週共 16 週，參與實驗的幼兒在早上十點到十點半時間進實施太鼓活

動，以提升學齡前幼兒注意力為本研究之目的。 

   本實驗採準實驗研究法，並藉由立意取樣選取高雄市某幼兒園幼兒，

藉由太鼓活動介入來觀察幼兒神經生理注意力表現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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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對學齡前幼兒實行太鼓活動，在

活動課程期間幼兒須不斷地思考及集中注意力，為達到整體協調而努

力，所以要提高幼兒的注意力，就要了解具有影響力的重要因素。 

    藉由幼兒適當的發展階段，研究者以簡單到多樣化、循序漸進的學

習方式，設計太鼓的發展歷程，讓幼兒可以從中慢慢的累積一些成功的

經驗，並可以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激發其學習動機，如此，便能讓幼

兒在體驗太鼓節奏的過程中，累積出自己的學習經驗，也才能帶給幼兒

具體實質的幫助。因此，藉由太鼓活動、利用注意力測試軟體（KITAP）

評估幼兒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的差異情形。 

故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幼兒，在警覺性注         

意力表現、選擇性注意力表現的差異。 

二、探討實驗組幼兒，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前、後在警覺性注意力和選擇 

性注意力表現的差異。 

三、瞭解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兩組幼兒自我表現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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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承上所述，本研究旨在探討實施太鼓活動，是否會提高幼兒注意力

表現，本研究根據上述討論提出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如下: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列問題，分述如下： 

(一) 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前、後，對照組與實驗組的幼兒，在警覺性注意 

力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是否有差異? 

(二) 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前後，實驗組的幼兒在警覺性注意力、選擇性注 

意力表現是否有差異? 

(三) 實驗組進行八週後之延宕後測與對照組幼兒介入太鼓活動後之後 

測，評估其警覺性注意力和選擇性注意力的表現是否具有差異？ 

(四) 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兩組幼兒在自我表現上，是否具有差異？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本研究將依照實施太鼓活動，研究其是否會提高幼兒注

意力表現。因此，本研究依探討學齡前幼兒，實驗組透過太鼓活動，待

探討之假設問題如下: 

假設一、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前，對照組與實驗組的警覺性注意力和選 

        擇性注意力表現無顯著差異。  

假設二、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對照組與實驗組的幼兒，在警覺性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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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前後，實驗組的幼兒在其警覺性注意力、 

選擇性注意力表現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實驗組進行八週後之延宕考驗與對照組幼兒介入太鼓活動，評 

估其警覺性注意力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的前後有顯著差異。 

假設五、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兩組幼兒在自我表現之影響有顯著差異。 

 

 

                     第四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所使用之重要變項及觀念明確，茲將重要名詞，說明如下： 

 

一、幼兒園學齡前幼兒 

    本研究所指的幼兒園幼兒，係指一〇三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讀高雄市

某幼兒之 4 至 6 歲學齡前幼兒。 

 

二、太鼓 

  本研究所要介紹的是桶胴太鼓、締太鼓、宮太鼓、(小)平太鼓，在

打擊方式上應用了手拍擊法和鼓棒打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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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力 

    注意力 （Attention），是指人類在從事某種作業時，心智活動的集

中。 

四、注意力測驗(KITAP) 

本研究所指的注意力測驗是透過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

(KITAP)所施測出來的反應秒數，其中施測項目包含警覺性注意力

(Alertness)和選擇注意力(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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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此章節為蒐集歸納國內外相關研究資料與研究結果，以支持本研究

的理論基礎。共分四節。第一節：太鼓的定義與種類；第二節：太鼓對

提升注意力相關研究與其他相關研究；第三節：兒童節奏感發展；第四

節：注意力定義與理論。 

 

 

 

第一節  太鼓的定義與種類 

 

太鼓(Taiko)原意為大鼓之意（日本鼓，2011）。指日本傳統以橡木桶

(keyaki)挖空、兩面再以繩索或釘子覆上動物皮革製成的鼓，雖然說太鼓

源自於中國形式也相似，但其打擊的方式已大為不同，就日本太鼓流行

於在地的各種節慶活動當中，而現今常見的表演則是近幾年發展出來的

形式，融合傳統及現代的打擊樂器與節奏，結合肢體、體能與音樂的藝

術形式（台灣太鼓協會，2007）。 

 

壹、太鼓的定義 

在遠古時代的日本，村莊的遠近是被定義成是否可以清晰聽見太鼓

鼓聲而定，這樣的意涵經過延伸，成為透過太鼓演出，讓全世界人民可

消弭有形的城邦疆域，從而心意互通﹑四海一家（台灣太鼓協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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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日本，太鼓也是用來驅瘟趕鬼；在神道中，太鼓是用來迎神宴饗；

在日本佛教，太鼓是用來象徵佛的聲音。而在早期的日本，「太鼓」其實

是一種傳達感情的方式，從微風的呢喃、嘆息或悲泣、哀嚎震裂的雷聲、

海浪的衝擊聲，透過鼓聲傳達出愛、恨、悲、歡的情緒（日本鼓，2011）。 

 

貳、太鼓的種類 

    西元六世紀至八世紀間，太鼓由中國與朝鮮傳入日本，由中國傳入

了禮樂制度加上朝鮮帶入的歌舞與樂器，從此日本開始了繁榮的音樂文

化，太鼓從此傳入細腰鼓、締太鼓等，日本由此發展太鼓文化（林芸伊，

2009）。鼓類打擊樂器有桶桐太鼓、宮太鼓、締太鼓、平太鼓，就是一種

可以瞬間讓音量變化非常大的打擊樂器，同樣的打擊樂器也可以產生很

多種聲響（林芸伊，2009）。ㄧ個太鼓從中打擊或敲擊邊鼓都有其不同音

的感受度。鼓類打擊樂器也被視為非絕對音高的樂器，在現今的打擊樂

作品當中鼓類打擊樂器也廣泛的被使用，至今也被認定為可以是一種獨

奏樂器（陳益特，2011）。當從一個單音到連續整體的音量時，傳出的震

撼力是可直通人的心靈深處的，是可以讓聆聽者和打擊者快速的產生共

鳴，而建立起內在的秩序感，如圖 2-1-1 鼓舞(引自鼓舞:淺野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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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太鼓 小平太鼓 締太鼓 

  

桶胴太鼓 宮太鼓 

 

圖 2-1-1 鼓舞(引自鼓舞:淺野太鼓)  

 

參、太鼓的沿襲 

   目前學者普遍的說法，是認為至少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已經有鼓了，

不僅如此，近年來的考古挖掘，也從中國地下出土了大量鼓的遺跡，或

是與鼓相關的陶器、泥偶，據學者考證，中國從黃帝時代開始，便有與

外地國家進行音樂文化交流的記錄（林芸伊，2009）。因此，由中國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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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的鼓文化，在台灣相繼成立專業的擊鼓團體與教學團體進行表演

與推廣此項技藝。 

 

 

 

第二節 太鼓對提升注意力相關研究與其他相關研究 

 

壹、太鼓對提升注意力相關研究 

    有關對於學習太鼓的好處，有學者(陳心儀，2012)提出，幼兒時期開

始培養體能、節奏、鍛鍊身體、培養專注力，給幼兒提供一個學習藝術表

現的機會與環境，以太鼓為主要的打擊樂器，讓撼動的鼓聲瞬間產生專注

力，且配合著大肢體、小肢體伸展的動作，打擊出快慢不同節奏，如此透

過太鼓的薰陶，有助建立內在秩序感、提升氣質。打擊太鼓最大的演練原

則是必需集一身之精、氣、神，因此，打擊太鼓時，太鼓的振動及震撼是

藉由身、心、靈感受的脈動來傳達能量（國島典子，2008）。因鼓聲趨於

自然的「母親的心跳」，因而展現了初始衝動得生命力，鼓聲便是延續這

樣原始的天籟之音（台灣太鼓協會，2007）。因此，幼兒學習太鼓除了訓

練肢體動作與節奏的配合之外，又結合幼兒的本體感和聽覺達到感覺之間

的協調，學習太鼓的優點是瞬間激發出的專注能力，並在團體學習歷程

中，建立群體關係凝聚團體意識，鼓隊的形成增加了與人互動的機會，藉

由學習太鼓親身體驗與人產生更多心靈交流，在個體的表現方面也能達到

自我能力的提升。(中華音體教育發展協會，2010)。 

    日本太鼓早期雖來自他國，但宏揚太鼓文化的傳統與革新卻是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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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進，台灣近二十年來受其影響甚大，太鼓隊學生因參與太鼓的過程

中，能促使身體感官的感受更加敏銳，且拋御現實與壓力的束縛時，當

身體與心靈享受擊鼓過程所帶來快意滿足(林裕強、李加耀，2011)，又

因打擊力道不同的影響成就了鼓者與鼓者之間的調整機制而瞬間產生專

注力 ，又對於鼓譜的深度，打擊太鼓者必須面對及適應，並自我提昇其

專注力來達到圓滿。同時，太鼓聲聲響徹雲霄，讓聆聽者及打擊者的心

靈之間產生連結，鼓與人和譜是形成撼動鼓聲的重要元素，達到鼓動人

心需要鼓者專注演譯(林芸伊，2009)。 

   對於參與太鼓課程，引用太極拳與太鼓之表演方法，以鼓、以舞、以

身體，展現傳統文史之真善美(吳鷰儀，2009)，太極拳原是一門武術，

著重在內在力量的呈現及肢體動作的開展，柔中帶剛的武，配合太鼓具

有輕、重、深、沉特殊的鼓聲，而進行一場舞與鼓的身、心、靈交流，

鼓者無束缚壓力的呈現身態，確實對於實現自我的成就有一定的成效，

但重點在於能持之以恆，當鼓者擊出第一聲響時，同時也啟動了自己在

音感感官之門，這時個體的心靈也會呈現滿足之態 ，因此，鼓聲有了宣

染之力。 

 

貳、其他相關研究 

    根據國內文獻記載太鼓的出現，各方說法不一，針對太鼓所做的研究

論文尚不多見，但近年來可以在許多大小型活動的場合中或廟宇的慶典

中，看見太鼓精湛熱鬧滾滾的表演。本研究不在太鼓的產地、建築過程、

性能、設置方面做深入探討，旨在藉由太鼓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太鼓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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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影響相關資訊來了解太鼓。 

    學者張秋禹在2005年的研究中指出，太鼓教育課程對自我概念的建立

具有顯著影響。對幼兒進行太鼓活動，任鼓聲誘發出幼兒的興趣，在自我

調解身體的節律上充滿著主動性，提升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協調能力，這對

增加自我認知及穩定性具有相當的可行性。實施鼓樂教學後能提升低成就

學童的學習動機(趙鋅，2006)。太鼓活動之後，產生維持效果讓幼兒的學

習可以順利進行，這是幼兒與生俱來的秩序感被啟動引起的學習效果，鼓

聲震撼觸使人精神亢奮，這是鼓聲無形中產生的效應，對於演奏的手法可

以令人玩味，因此，可透過幼兒最敏感的手部做拍擊或打擊，適當地將太

鼓活動介入有助於幼兒學習能力，打擊太鼓不單只是擊出聲響，而是運用

了整個身體和人的思維一起合和完成的過程，幼兒完成曲目實現自我表現

的能力。 

    鼓藝傳承，在意義上和演繹上都具有相當的價值性(林芸伊，2009)，

幼兒透過課程的安排接觸鼓藝，除了達到學習效果也讓其了解了鼓藝傳

承的責任。參與太鼓的過程，使身體感官的感受更加敏銳，擊鼓過程中

帶來自我肯定及滿足(林裕強、李加耀，2011)。幼兒在擊鼓過程當中，

自行思考如何運用本身的身體做出適當的姿勢，並且觀察他人調整出最

佳狀態，以利自己可以順利達到擊鼓目的這是身體經驗，幼兒透過課程

由於太鼓聲之撼動(陳心儀，2012)對幼兒直接產生影響，熟悉鼓藝後幼

兒在自我表現上更趨成熟較有把握、有信心，故此，幼兒會做自己喜歡

做的事通常也樂此不疲。 

     綜合相關研究中得知，有關注意力的研究方法通常都會以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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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做考量，以靜坐來說，如對象是幼兒，這時的幼兒天生就是想動，

要達到研究的目的，恐怕失其真意，而太鼓的聲音兼具了視、聽、觸感，

又加上鼓聲撼動人心，吸引了幼兒的注意力，這時幼兒在注意力是否能

集中，這與幼兒的興趣、需要有其關聯，在幼兒的學習歷程中，集中本

身的注意力，不僅學習效果好，既可提昇自我要求能力、建立積極的態

度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在太鼓課程中，幼兒必須全心全意地的

注意打擊的姿勢、記憶節奏的拍子、觀察個體與團體之間的協調等能力

的表現。 

 

 

 

第三節  兒童節奏感發展 

 

      幼兒個體發展有程度上的差異(鍾淑慧，2005），認為三歲對音高、

響度、音色已有識別能力，就四歲幼兒學唱歌時，通常會先學會朗誦歌詞，

且會不斷重複朗誦，然後依序為節奏、樂句、曲調輪廓（張蕙慧，1995）。

因此幼兒首先學會朗讀再以頑固節奏加以練習，最終配合太鼓打擊，準確

的音高在這階段需唱過更多完整的歌曲才能達成(Lee & Miller,2003)。他們

也喜愛有或無音樂伴奏的手指謠遊戲和胡鬧式說白節奏，喜歡不同的旋

律，五歲至六歲時，喜歡有韻律的舞蹈和遊戲，即興舞蹈的動作加多，有

更好的運動控制能力（黃麗卿，1998）。此時，介入太鼓嘗試以自己的運

動控制力，打擊不同的節奏及在不同的位置上敲出聲音，來選擇重要的音

樂經驗，亦會辨別不同的樂器聲音，對於音樂最明顯的部分會集中注意力



 

14 
 

（吳美玲，2001），並可自己組合屬於自己的歌曲及節奏性。   

    在團體活動中經驗聲音的對比，能對於音高和旋律中的高/低、上/下

予以概念化，並透過肢體動作和舞蹈回應這些聲音(Campbell & 

Scott-Kasner, 1995)，幼兒對規則性的頑固節奏感到興趣，以拍掌與頑固節

奏和旋律，跟隨音樂中的節奏輕拍或以樂器敲出簡短的節奏型（桂冠編譯

室譯，1999；呂鈺秀，2002）。 

就以上論述得知，因此時幼兒喜歡敲敲打打，適時培養興趣與注意

力，就研究者在現場的觀察，幼兒為了學會唱一首歌或是在身體律動音樂

課程或演奏打擊樂器的過程中，都必須要注意的聽著教師的指導和觀察教

師所做的示範動作，必須努力的記住節奏或動作，這時幼兒的注意力無形

中就自然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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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注意力定義與理論 

 

注意(attention)乃學習的第一步，其在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長久以

來，一直被心理學家們所確認，學習者必須主動的去注意某事，才有學

習的發生(楊幸真，1992)。本節就注意力的定義、注意力的相關理論、

幼兒注意力特性、注意力的評量工具及注意力之相關研究逐一探析。 

 

壹、注意力的定義 

注意力 （Attention），是指人類在從事某種作業時，心智活動的集

中（鄭昭明，2004）。惟獨個體能注意，才可以由外界或內在接受刺激、

記憶刺激，並給予反應，「注意力」是人類心智活動能力的一種(周台傑、

邱上真、宋淑慧，1993)。它是指個體對環境中的眾多刺激只選擇其中一

個或一部分去反應，並從而獲得知覺經驗的心理活動（胡錦蕉，1995）。

也就是指在專注一件事而忽略其他事，亦即自我侷限的一種類型，並且

專注於「所提及」的內容（楊文麗、葉境月譯，2005）。它的本質是集中、

專心、和意識（引自 Eysenck, M. W., & Keane, M. T.李素卿譯，2003)。根

據注意力集中的神經機轉，個體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某事物上，至少有三

個獨立的神經過程：1.注意力必須從目前專心的事上轉移；2.然後轉向新

的焦點；3.再來集中在新的事物。上述的每一個過程都在大腦不同的位

置發生（潘震澤譯，1999）。 

張春興（1989，1990）指出，多數心理學家認為注意力為選取一種

或多種外在刺激或內在心理事件，並加以反應的心理能力或歷程。林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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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人（1997）也認為注意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一種心理現象，在清醒狀

態下，注意是經常性的進行著，當人們注意某一事物時，伴隨著感覺、

知覺、記憶、想像、思考等心理過程而存在，並表現出明顯的個別差異。

此外，陳君如（2002）指出，注意是有明顯的對象內容，且相對上較為

清晰、緊張的心理活動狀態，注意能保障人們對事物獲得更清晰的認識，

並做出更準確的反應，是人們獲得知識、掌握技能，完成各種智力運作

的必要條件。 

張宏亮( 1997)，將注意力歸納為下列幾個重點： 

   （一）注意力是一種意識的準備狀態，具有警覺、意識清明及準 

         備反應的特性。 

   （二）注意力具有選擇性，個體會隨著不同的目的而選擇相關的 

         刺激。  

   （三）注意力可以轉移或切換，隨著情境的變化，一個人的注意 

         力焦點仍不斷地在變換。 

   （四）一個人的注意能力是有限的，不可能注意到所有的刺激（引 

         自鄭財富、林耀豐，2008）。 

 

綜合以上得知，注意力是一種心智活動的歷程，對於環境中的任何

事物並非完全接受，而是對於能夠引起個體反應的刺激給予反應，對不

該反應的刺激不給予反應。所以，注意力是一個人在面對情境中的一種

或多種不同刺激時，選擇其中一個或一部份所做的反應，並且從中獲得

知覺上的經驗歷程，但注意力是有限的，沒有辦法受到全部事件的刺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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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注意力之理論 

    來自環境中的訊息，經由感官接受，做短暫的停留，假若沒有引起

個體的注意，很快就會消失(楊幸真，1992；鄭麗玉，1993)。根據認知心

理學的訊息處理模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環境中的訊息經由

感官紀錄器接收，作為短暫儲存稱之為感官貯存(sensory information 

store)或感官記憶(sensory memory)，這些訊息經過辨認而加以注意、處

理，方能進入記憶之中(王翠杏，2006)。根據認知心理學理論中，關於

注意力的相關理論歸納如下： 

一、瓶頸理論 

從感官記憶的研究顯示似乎在感官訊息儲存和口頭報間存在一個瓶

頸。研究者利用雙耳分聽不同訊息的實驗，很早就發現受試很難同時注

意兩種訊息，因此有瓶頸理論的提出。Broadbent(1957)提出過濾模式

(Filter Model)、Treisman(1964)的減弱模式(Attenuation Model)、Deutsch& 

Deutsch(1963)的記憶選擇模式(Memory Selection Model)屬此(引自陳彥

妤，2005)。 

1、過濾模式(Filter Model) 

Broadbent(1957)提出過濾模式（如圖 2-1），感覺登錄器儲存剛

出現的刺激，在此刺激只接受前注意分析(preattentive analysis)，知

道刺激的某些特徵，接著選擇過濾器決定繼續處理哪一個刺激，被

選上刺激沿著有限的通道，被送到偵查器以分析該刺激的定義，未

被選擇的刺激就消失了，不接受進一步的認知處理（引自陳君如，

2002）。換言之，此理論將注意力充當為過濾器，只有少數的訊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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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通過，而不被注意的訊息就完全被隔絕在外。 

2、減弱模式(Attenuation Model) 

Treisman 認為注意並不是像過濾理論所假設的全有或全無（如

圖 2-1），感官記憶中的過濾裝置像是一個水龍頭，受到注意的訊息

的流量較大，不受注意的訊息流量就較小，但不是完全沒有注意到，

有些詞引起反應的最小物理能量比其他詞低，因此容易辨認（引自

陳君如，2002）。如同在雞尾酒會上，當你專注和某人談話時，你對

周圍人們的交談是不能辨識，但對偶然傳來你的名字是能覺察和識

別的（陳彥妤，2005）。 

 

 

圖 2-3-1 注意力模式(引用黃秀瑄、林瑞欽 19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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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記憶選擇模式(Memory Selection Model) 

Deutsch & Deutsch(1963)認為注意是發生在知覺分析之後，人類

對於來自感官的訊息刺激，必須和長期記憶連結引發有關反應，也

就是和舊經驗有關的消息，會先被選擇及注意，以供進一步處理。

當多組訊息被聽到，先在短期記憶中引發其意義，僅有其中一個訊

息刺激，會經選擇及組織之後，進入意識狀態，被個體知覺，因此，

選擇性注意的運作，是發生在訊息辨識之後（引自陳君如，2002）。

此理論，將瓶頸放在靠近處理系統的反應終點處。 

 

二、容量理論(Capacity Theories) 

Kahneman(1973)認為個體的注意力容量是有限的，而人以有限的認

知資源(cognitive resource)在處理訊息，刺激越複雜，需要越多的認知資

源，當認知資源被用光了，出現另一個刺激則無法處理，因此我們常依

工作的難易、個人需求、過去經驗和技能來分配這些資源，注意力就成

為重要的決定因素。人們會依過去的經驗來分配這些資源，如圖 2-2 所

示（鄭財富、林耀豐，2008）。簡單的工作不需要耗費太多的注意力時，

同時就可以做其他事。例如：讀書時聽音樂，若讀的是簡單、熟悉的資

料，則有餘力欣賞音樂；若讀的是難懂、不熟悉的資料，則會被音樂干

擾不能專心，因為沒有剩餘的資源去聽音樂（引自陳君如，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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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注意力分配模式（引自鍾聖校，認知心理學，1990，p.111） 

 

三、多元模式(Multimode Model) 

Johnston & Heinz(1978)提出一個綜合瓶頸理論與容量理論的模式，

認為個體可以選擇將瓶頸置於某處，像 Broadbent 的「前選擇」(an early 

mode of selection)，是將瓶頸置於辨認之前；Deutsch & Deutsch 的「後

選擇」(an late mode of selection)，是將瓶頸置於語意分析之後。在後選

擇時，個體要同時處理兩個或多種訊息，故需要耗費較多的心理資源。

此模式主要強調個體有選擇的彈性，個體可視情況對注意力做最佳的使

用（引自陳君如，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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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動化(Automaticity) 

從注意力的容量理論得知，一個工作需要多少注意力，是由工作的

熟練程度而定，越熟練的程序，需要的注意力就越少，而極度熟練的工

作可以完全不需要注意力，這樣的過程稱之為自動化（陳彥妤，2005）。

Stroop(1935)將顏色字塗上不同色，如「紅」字塗上白色，「黃」字塗上

紅色等，然後要受試者說出字的顏色，而非該字，但是受試者常常受到

字本身的干擾，不自覺的讀出字，這就是認字達到自動化。注意力多少

的需求視個體對一個程序的熟練度而定，所以越熟練的程序需要的注意

力越少，而極熟練的程序則完全不需要注意力，這樣的過程稱為自動化

（引自鄭麗玉，1993）。所以多練習是達到自動化過程的主要因素，較困

難的工作，需要較多的認知資源，但透過練習可以減少所需的心智努力，

如果不斷練習，整個工作便會趨向自動化（梁仲容，1996）。 

 

就上述理論得知，一個人由感覺接收到訊息之後，所能留下來的訊

息是有限度的，如果以容量理論所陳述，一個人的認知資源增加了，相

對可以接收和注意的訊息就會增加，因此，一個人能透過訓練和熟練得

到某些基本技巧的自動化，則可以提升一個人的注意力。 

 

參、幼兒注意力的特性 

  人類的注意力與身心發展有關，依發展階段之不同而在能力上有所

分別(李咏吟，1994)。宋維村、侯育銘(1997)提出，幼兒在注意力的維持：

二歲幼兒，通常不會持續超過十五分鐘，只要一個新奇、較強烈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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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使他們分心；四歲以前的注意力是由外界主導，四至六歲轉化成

內在主導，較不易分心。所以一般而言，幼兒注意力的發展，是隨著年

齡的增加而增加，自我控制的能力也顯得較優。胡月娟（1994）認為，

幼兒期在注意力方面正處於逐漸延展的階段，參與運動遊戲時，可藉由

學習較複雜的運動技能及運動的心智訓練，培養並加強其學習能力及注

意力。 

一、陳幗眉（1995）認為，幼兒注意力發展的一般趨勢是： 

1、定向性注意力的發生先於選擇性注意的發生：定向性注意主要是

外界事物的特點引起的，也就是無意注意(involuntary attention)，選擇性

注意力(selective attention)則是表現在兒童偏向於對哪一類刺激注意的多

或少，它與兒童動作的發展、認知和語言的發展以及經驗的累積有密切

關。 

2、無意注意的發展早於有意注意的發展：兒童的注意最初只有無意

注意，定向性注意和嬰兒的選擇性注意都屬於無意注意，兒童的無意注

意的性質和對象不斷變化，無意注意的穩定性也就不斷增長。隨著語言

和認知過程有意性的發展，在幼兒期，有意注意開始發展。 

 

二、陳幗眉（1995）指出，三到六歲幼兒的有意注意處於發展的初級階 

    段，水準低、穩定性差，而且依賴成人的組織和引導，具有以下特 

    點： 

1、幼兒的有意注意受大腦發育水準的侷限：有意注意是由腦中大腦

皮質的前額葉部分所控制，由於額葉大約七歲時才達到成熟水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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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期的有意注意還未能充分發展。 

2、幼兒的有意注意是在外界環境，特別是成人的要求下發展：各種

生活制度和行為規則。 

3、成人的作用在於：第一、幫助幼兒明確注意的目的，產生有意注

意的動機，即自覺地、有目的控制自己注意，並且用意志努力去保持注

意。 

 

三、林崇德等人（1997）指出幼兒注意力發展特點是： 

1、幼兒有意注意力的發生指有預定目的，需要某種程度的意志努力

的注意，它受到個人意識的調節和支配。有意注意的對象通常不易吸引

人們的注意，但又是應當去注意的事物。 

2、 幼兒無意注意指事先沒有預定目的，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

意。 

 

四、引起注意的原因有二個方面： 

1、是刺激物本身的特點，即刺激物的強度、刺激物之間的對比關係

刺激物的活動和變化、刺激物的新異性等都可能引起人們的無意注意。 

2、是個體本身的狀態，人們對事物的需要和興趣，當時的情緒以及

身體和精神狀態等也都是引起和影響無意注意的重要原因。釋聖嚴(1993)

提出，靜坐所欲達到的目標，即是追求身心的安危和身體內外的統一，

「靜」隱含著內心的安定和內心心理轉化的過程，是一種冥想。據文獻

記載，靜坐是一種個體為集中專注於一種形式或對象而集中注意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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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需透過導師的引導進入冥想境界而達到目標。因此，洪啟嵩(1998)

提出的論點說，靜坐必須透過一些有效的方法才能使其身心產生更大的

能量。 

     

在文獻中，靜坐是可以達到集中注意力的目標，但以幼兒的生活經

驗似無法達到目的，因為經驗不夠幼兒無法自行找出可以讓自己放鬆的

方法，這是因身心體驗少的因素，即使有導師的引導也難以體會其中蘊

含的用意，這時幼兒的性向發展正處於多感官接受時期，是複雜的、多

樣化的。如適時藉由刺激物（張蕙慧，1995）。引導幼兒吸引其活潑好奇

的天性，進而提升其注意力，以太鼓撼動人心的鼓聲，令其產生共鳴，

進而隨著脈動，可頓時拋開雜念，立馬集中注意力，這是幼兒主動參與

的活動，因其來自自省產生，其助力必有一定的成效。 

    綜合以上論述及研究，負責問題解決與複雜性思考的前額皮質區，

則約在 2-6 歲發展到巔峰(Thompson & Nelson,2001)。而注意力是幼兒學

習的基礎階段，所以，注意力是幼兒就學習首要培養的必備能力。楊幸

真（1992）指出，兒童必須先主動去注意某事，才會產生學習行為，一

旦注意力不足，很多的認知學習活動就會受到影響。因此，幼兒容易分

心是一種自然的事，若能提供適當的環境及教學方法，相信應該可以幫

助幼兒提升注意力，進而提升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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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研究對象是立意取樣高雄市某一私立幼

兒園學齡前幼兒共一十八人實行太鼓活動，並以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

試軟體 （KITAP 測驗）評估幼兒之注意力表現。在實驗的前、中、後

期訪談一起實行研究的教師與幼兒，所得資料佐證實驗組的研究價值。

研究樣本為學齡前幼兒共 18 人，分為對照組 9 名幼兒、實驗組 9 名幼兒，

並於 103 年 7 月 28 日至 103 年 12 月 5 日期間，於每週三天進行半小時

的太鼓活動教學。 

實行太鼓活動第一階段:前八週對實驗組幼兒實施太鼓活動實驗研

究，並於八週後進行實驗組與對照組注意力後測。 

之後，基於研究倫理，讓對照組九名幼兒轉為實驗組實行第二階段

太鼓活動實驗研究，同樣於每週三天進行半小時的太鼓活動實驗教學。

實驗組在後八週轉為對照組做為實驗後延宕考驗測試，並以前後測測試

做比較。實驗兩組兩階段實驗研究時間共 16 週，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

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研究

程序。其研究流程路徑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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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 (01)、(03)、(05)    

一般前測 (01)               實驗前前測 (03)         實驗後後測 (05)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一般作息                        第二階段太鼓活動       

                                                     

實驗組: (02)、(04)、(06) 

實驗前前測 (02)              實驗後後測 (04)          一般後測 (06) 

 

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 

第一階段太鼓活動                一般作息(延宕考驗)  

 

圖 3-1-1 研究流程路徑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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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照 組  

一般 

前測(01) 
     a 實驗前 

前測(03) 

       e 實驗後 

後測(05) 

 

 

 

 

  

 

實驗前 

前測(02) 

     b 實驗後 

後測(04) 

        f 一般(延宕考

驗)後測(06) 

  實 驗 組  

  

圖 3-1-2 研究流程路徑圖-2 

   

第一部分:第一階段太鼓活動 

       a: 01 / 03  差異 

       b: 02 / 04  差異 

       c: 01 / 02   差異 

       d: 03 / 04   差異 

       h: 01 / 03 / 05 事後比較 

第二部分:第二階段太鼓活動 

       e: 03 / 05  差異 

       f: 04 / 06  差異 

       g: 05 / 06    差異 

       i: 02 / 04 / 06   事後比較 

 

 

 

 

 

f 

c d g 

第一部分 

 對照組 → 實驗組  

第二部分 

 實驗組 → 對照組  

i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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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基於上述準實驗研究法之描述，探討學齡前幼兒實行太鼓活

動，藉由太鼓活動來評估，並利用注意力測試軟體（KITAP）評估幼兒在

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的差異情形。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之資料來擬定研究架構如圖3-1-1，並描述之： 

 

圖 3-1-3 研究架構圖 

 

一、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是實施太鼓活動，藉由內容的歷程做注意力訓練，

此訓練是在於課程時段跟課程時段間的銜接時間中進行，並使用研究者

自編之實行太鼓活動對提升注意力訓練學習教材。 

二、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是以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KITAP），測驗

學齡前兒童警覺力測驗(Alertness)、選擇注意力測試（Flexibility）的百分

【自變項】 

太鼓活動 

【依變項】 

一、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

試軟體(KITAP)之學齡前兒童

警覺力測驗(A lertness)、選擇

注意力測試(Flex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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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和標準分數。 

三、背景變項 

旨在進行學齡前兒童課堂注意力訓練，利用學習教材中的訓練指導

和內容，協助幼兒培養出自我學習的能力，培養出適當的注意力策略，

因此，幼兒的出席率是影響的關鍵。 

 

太鼓教學時間及地點，本研究實驗進行階段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至

2014 年 12 月 5 日，預計為期前、後共 16 週。時間定為每週一、三、五

的上午共三十分鐘的時間，進行注意力訓練之教學實驗。實施之場所位

於高雄市私立某幼兒園的音樂教室。本研究之教學是由研究者親自擔任

太鼓活動教學者。 

 

表 3-1 實驗設計 

受試幼兒  施測 實驗 施測      實驗     施測 

對照組 9 人 NR O1  O3                X2      O5 

實驗組 9 人 NR O2 X1 O4                                 O6 

O1：表示對照組第一次注意力數值資料之蒐集。 

O2：表示實驗組第一次注意力數值資料之蒐集。 

O3：表示對照組第二次注意力數值資料之蒐集。 

04 ：表示實驗組第二次注意力數值資料之蒐集。  

O5：表示對照組第三次注意力數值資料之蒐集。 

O6 ：表示實驗組第三次注意力數值資料之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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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表示第一階段實驗處理，實驗組幼兒進行太鼓活動的教學。 

X2：表示第二階段實驗處理，對照組→實驗組幼兒進行太鼓活動的教學。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高雄市某一所私立幼兒園 4-6 歲幼兒，基於場

地及使用鼓的方便性，研究者以自己工作園所為主要的實驗研究場地。  

    依傳統園所一貫的音樂教學時間，通常都安排在每年的一月、六月、

七月每天進行一小時的音樂活動，音樂類型以奧福音樂為主，且輔以各

種不同的敲打樂器進行教學活動，使用的樂器有:響板、三角鐵、鐘琴、

鈴鼓、西洋鼓、鈸、手拍鼓等，而參與研究的班級老師擁有奧福音樂教

學和太鼓教學的經歷。 

 

 

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 (KITAP 測驗) 

  依據莊佩旻（2007）指出，奧福音樂活動對幼兒注意力及腦波影響

研究中，採用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之 Flexibility 及 Alertness 項

目進行後施測，其研究工具使用之情形，根據文獻研究指出學齡前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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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發展為選擇注意力，故研究結果於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之 

Flexibility 施測表現，其注意力反應秒數少較佳。故本研究選擇以警覺力

測驗(Alertness)、選擇注意力測試(Flexibility)為注意力的測試項目。此軟

體裡的測驗項目可依難易程度做選擇，其種類分別為:(1)Alertness 警覺力

(除巫婆)測訓 、(2) Distractibility 決策選擇(喜怒精靈)測訓、(3)Divided 

Attention 分散注意(貓頭鷹守衛)測訓、(4) Flexibilty 雙鍵選擇注意(恐龍

回家)測訓、(5) Go/Nogo 複選反應(除吸血蝙蝠)測訓、(6) Sustained 選擇+

記憶持續注意（彩色精靈）測訓、(7)Vigilance 持續注意(魔鏡除紅眼精

靈)測訓、(8)Visual Scanning 雙鍵尋比（巫婆陣隊）測訓，分別用來測試

不同的注意力向度，並且具有設定不同難易測試的功能（陳麗娟，2008），

其軟體介面如圖 3-１所示。 

由於考慮幼兒的操作能力及時間的搭配，本研究採警覺力測試

Alertness 和選擇注意力 Flexibility 為注意力表現之測驗項目。 

    測試前先告知幼兒此測試之流程與方式，爲使幼兒熟悉流程，先經

預試後，再進入正式測試。本測試共分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各有 20 小題，

受測幼兒需在電腦螢幕上出現「巫婆」圖片的同時，用手指按下觸控板，

反應時間如超過合理範圍則該題結果不予採計，並自動重測。測試結果

以毫秒(msec)為單位，反應時間短代表警覺力高，則注意力視為較集中。 

    此外，針對幼兒在工作中的神經生理與注意力的表現，選擇電腦神

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的選擇注意力測試 Flexibility 為測驗項目。此項

目測試需要兩個觸控板，題目設定 30 題，目標物為「恐龍」，有聲音提

示對錯。受測幼兒須在電腦螢幕上出現恐龍和顏色做立即選擇反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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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響告知選擇對或錯。測試結果以毫秒(msec)為單位，選擇反應時間

短代表選擇注意力視為較集中。 

 

 

 

 

 

 

 

 

 

 

 

 

 

 

 

圖 3-3-1 Alertness、Flexibility 軟體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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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鼓活動： 

    課程設計由最初的手拍擊開始，選擇一首兒歌(火車快飛)加入手拍

擊練習，再以重複性方式多次練習(頑固節奏)，再單手拿棒打擊練習後

雙手拿棒打擊練習，整個太鼓活動課程進行以簡單的頑固節奏方式進行

研究實驗 

        第一階段 實驗組（附錄一） 

        第二階段 對照組→實驗組 (附錄二） 

 

 

 

第四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主要是透過太鼓活動為學習媒介，探討幼兒不同注意

力表現，接著確定研究方法，擬定研究模式，之後進行國內外相關著作、

期刊、論文等文獻的搜查，進行探討，作為研究之理論基礎，進而確定

研究模式與假設的方向，同時瞭解前人研究的成果，接著進入實驗教學

階段，並將獲取資料整理並以統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與討論，然後回顧

文獻，綜合出研究者的心得與建議，並說明如下： 

 

壹、準備階段 

一、蒐集相關文獻  

本研究依據研究方向蒐集各類有關太鼓以及注意力之資料與文獻，

以建構本研究的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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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取研究工具 

三、與某高雄市私立園所幼兒園主任說明研究方向與內容。 

四、確立研究樣本 

針對實驗太鼓活動，採取高雄市某幼兒園學齡前幼兒為對象，經過

家長的同意選出符合實驗標準的樣本共 18 人，進行太鼓活動。 

 

貳、實驗階段 

一、實驗前的準備-與幼兒事先接觸 

研究者在實驗開始之前，首先取得園所、班導師以及家長之同意後，

先進入實驗班與幼兒們來做接觸，並且熟悉彼此。約定進行實驗計畫、

及實施地點與時間，最後決定於 103 年 7 月 28 日至 103 年 12 月 5 日進

行，每週三天從早上十點至十點半共 16 週。 

      

二、施測 

研究者以電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KITAP），進行注意力軟體

之施測，以了解幼兒注意力表現數據，作為課程進行後結果之參考。施

測時間為上午正式課程前進行的時間，由研究者擔任施測者。 

 

三、實驗：太鼓活動 

幼兒於每週三次早上十點至十點半進行太鼓活動，實施 16 週、每次

三十分鐘，而實施地點在園所的音樂教室，由研究者自行帶領幼兒進行、

班導師會在後方的角落。太鼓活動進行各 8 週後進行實驗後測，利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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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神經心理注意力測試軟體（KITAP）測量，以了解太鼓活動的實施對

注意力是否提升。 

 

四、課程活動進行方式         

實驗者分為兩組即實驗組和對照組，課程活動分為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 太鼓活動課程實驗，由實驗組幼兒參與進行，如下表 3-2。 

第二階段: 太鼓活動課程實驗由對照組→實驗組幼兒參與進行， 

            如下表 3-3。 

(一) 對照組在進行第二階段太鼓活動課程實驗之前八週學習活動，依照 

    原來園所的學習課程進度表進行。 

(二) 實驗組在進行第一階段太鼓活動課程實驗之後八週，實驗組→對照  

    組持續接受實驗研究延宕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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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第一階段 實驗組:太鼓活動課程表 

週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準備週 

103 年 7 月 28、30、日 8

月 1 日 

 

 

 

前測               

注意力檢測 

 

第一週 

103 年 8 月 4、6、8 日 

太鼓的認識                               

 

基本姿勢的訓練

-手 -腳 

第二週 

103 年 8 月 11、13、15 日     

(一)複習: 基本姿勢的訓練-

手 -腳 

(二)太鼓固定拍打法： 

說白節奏型 

練習♩♩ 敲奏 

第三週 

103 年 8 月 18、20、22 日  

(一)單手、雙手擊鼓練習                                       

(二)說白節奏型： 

♩♩輪奏敲奏 

第四週 

103 年 8 月 25、27、29 日 

 歌曲敲奏:節奏+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歌譜 

第五週 

103 年 9 月 1、3、5 日 

感應快速節奏                                   

 

輪奏敲擊 

第六週 

103 年 9 月 10、12 日 

配合音樂律動敲奏 

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複習說白節奏型 

♩♩敲奏、說白節

奏型♩♩敲奏 

兒歌:火車快飛 

 

第七週 

103 年 9 月 15、17、19 日 

(一) 基本節奏練習                              

(二) 配合音樂律動敲奏 

    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複習說白節奏型  

♩♩敲奏、說白節

奏型♩♩敲奏 

兒歌: 火車快飛 

第八週 

103 年 9 月 22、24、26、

29 日 10 月 1 日 

總複習: 

 

兒歌: 火車快飛 

後測 

103 年 10 月 3 日 

 後測 

注意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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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第二階段 對照組→實驗組: 太鼓活動課程表 

週次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準備週 

103 年 9 月 29 日 10 月 1、

3 日 

 

 

 

前測               

注意力檢測 

 

第一週 

103 年 10 月 6、8 日 

 

太鼓的認識                               

基本姿勢的訓練

-手 -腳 

第二週 

103 年 10 月 13、15、17

日 

(一)複習: 基本姿勢的訓練-

手 -腳 

(二)太鼓固定拍打法： 

說白節奏型 

練習 ♩♩  敲奏 

第三週 

103 年 10 月 20、22、24

日  

(一)單手、雙手擊鼓練習                                       

(二)說白節奏型： 

♩♩輪奏敲奏 

第四週 

103 年 10 月 27、29、31

日 

歌曲敲奏:節奏+律動                        

 

兒歌:火車快飛

歌譜 

第五週 

103 年 11 月 3、5、7 日 

感應快速節奏                                   

 

輪奏敲擊 

第六週 

103 年 11 月 10、12、14

日 

配合音樂律動敲奏 

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複習說白節奏型  

♩♩敲奏、說白節

奏型 ♩♩敲奏 

兒歌:火車快飛 

第七週 

103 年 11 月 17、19、21

日 

(一) 基本節奏練習                              

(二) 配合音樂律動敲奏 

    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複習說白節奏型

♩♩敲奏、說白節

奏型 敲♩♩奏 

兒歌: 火車快飛 

第八週 

103 年 11 月 24、26、28

日 12 月 1、3 日 

總複習: 

 

兒歌: 火車快飛 

後測 

103 年 12 月 5 日 

 後測 

注意力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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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太鼓活動介入後測 

研究者於太鼓活動介入後進行後測，以了解幼兒能力是否因太鼓活

動介入而提升注意力。考慮學前幼兒注意力狀態，本研究選擇警覺力測

驗 Alertness、選擇注意力測試 Flexibility 項目。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103 年 7 月 28 日至 103 年 12 月 5 日期間，利用每週三次實施太鼓活

動，每次進行三十分鐘共十六週。配合每次太鼓活動後的討論及訪談佐

以評估，實驗數據以 SPSS12.0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以及 SigmaPlot SPW7

進行資料分析。 

 

一、資料分析 

  實驗數據以 SPSS12.0 電腦統計套裝軟體，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

數分析與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前後測之差異是否達到顯著水準(顯著水

準定為≦ .05)，來考驗研究假設。 

以 SigmaPlot SPW7 軟體繪製數據長條圖，將結果進行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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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是探討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所測得的注意力實驗資料，

經由統計分析處理後將結果呈現。以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

(KITAP)瞭解幼兒在實驗前與實驗後注意力變化。 

本章共分三節: 第一節警覺性（Alertness）實驗之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二節: 選擇性（Flexibility）實驗之研究結果與分析；第三節: 注意力測

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第四節: 質性研究訪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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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警覺性實驗之研究結果與分析 

 

壹、第一部分: 第一階段實施太鼓活動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結果 

 

圖 4-1  警覺性注意力 

 

兩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Alertness)反應秒數前測後測

得分平均數與標準差之長條圖。 

※ P<.05  以#表示在後測施測實驗組優於對照組 

※ P<.05  以*表示在後測施測實驗組後測優於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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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4-1 之結果顯示，實驗進行八週後，實驗組和對照組在警覺

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根據表 4-1-3 顯示，實驗組幼兒警覺性測驗

的前測與後測差異為 t=3.253，*p=.012 < 0.05 達顯著差異。根據表 4-1-6

顯示，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實驗後結果差異為 t=-2.837，﹟p=.022 < 

0.05 有顯著差異。而對照組幼兒在警覺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前、後

測，根據表 4-1-4 顯示，未達顯著差異。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警覺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

後測反應秒數顯著優於對照組之幼兒警覺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亦即

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反應秒數有顯著差異優於對照組之幼

兒。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實驗組的反應秒數顯著少於對

照組。 

 

二、實驗結果分析 

表 4-1-1 警覺性  實驗組警覺性前測和後測差異           02 / 04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警覺性前測 

02 
506.44 126.278 3.253 *.012 

警覺性後測  

         04 
405.78 61.075 

P<0.05 以*表示後測優於前測表現 

 

根據表 4-1-1 顯示，實驗組幼兒警覺性前測和後測結果，實驗組幼

兒警覺性測驗的前測與後測的差異為 t=3.253，*p=.012 < 0.05 有顯著差

異，表示實驗組警覺性注意力有顯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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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警覺性    對照組警覺性前測和後測差異             01/ 03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警覺力前測   

01 
599.78 203.838 -1.747 .119 

警覺力後測 

03 
732.89 322.743 

 

根據表 4-1-2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後測結果差異為 t=-1.747，p=.119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表 4-1-3警覺性    對照組前測和實驗組前測差異              01 / 02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對照組前測 

         01 

599.78 203.838 -1.080 .312 

實驗組前測 

02 

506.44 126.278 

     

根據表 4-1-3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實驗組前測結果差異為 t=-1.080，

p=.312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此結果支持參與活動前兩組幼兒警覺性

注意力屬均質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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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警覺性  對照組後測和實驗組後側                 03/ 04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對照組後測 

03 
732.89 322.743 -2.837 ﹟.022 

實驗組後測  

04 
405.78 61.075 

P<0.05 以﹟表示實驗組後測優於對照組後測表現 

     

根據表 4-1-4 顯示，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實驗後結果差異為

t=-2.837，﹟p=.022 < 0.05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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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部分:第二階段 實施太鼓活動 

一、對照組→實驗組與實驗組→對照組實驗結果 

 

圖 4-2 警覺性注意力 

※ P<.05  以*表示在後測施測實驗組後測優於前測 

兩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Alertness)反應秒數前測後測

得分平均數與標準差之長條圖。 

根據圖 4-2 之結果顯示，實驗進行八週後，實驗組和對照組在警覺

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根據表 4-1-8 顯示，實驗組幼兒警覺性測驗

後測和實驗組前測結果，差異為 t=2.823，*p=.022 < 0.05 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1-7 顯示，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考驗 t=.905，p=.392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根據表 4-1-9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後測測驗結果，其

差異為 t=-1.933，p=.089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警覺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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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測反應秒數顯著優於對照組之幼兒警覺性注意力測試(Alertness)。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反應秒數有顯著差異優於對

照組之幼兒。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實驗組的反應秒數顯

著少於對照組。 

 

二、實驗結果分析 

表 4-1-5 警覺性  對照組→實驗組後測和實驗組→對照組後測差異 05/06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對照組→ 

實驗組後測         

05 

536.00 151.450 .905 .392 

實驗組→ 

對照組後測   

06       

471.00 139.286 

     

根據表 4-1-5 顯示，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考驗 t=.905，p=.392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表 4-1-6 警覺性   對照組→實驗組前後測差異           03 / 05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警覺性前測 

        03 
732.89 322.743 2.823 *.022 

警覺性後測        

05 
536.00 151.450 

P<0.05 以*表示實驗組後測優於前測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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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1-6 顯示，實驗組幼兒警覺性測驗後測和實驗組前測結

果，差異為 t=2.823，*p=.022 < 0.05 有顯著差異。表示實驗組警覺性注

意力表現後測結果優於前測。 

 

表 4-1-7 警覺性  實驗組→對照組前後測差異                04 / 06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警覺性前測       

04 
405.78 61.075 -1.933 .089 

警覺性後測    

         06 
471.00 139.286 

     

根據表 4-1-7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後測測驗結果，其差異為 t=-1.933，

p=.089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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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選擇性實驗之研究結果與分析 

 

壹、第一部分: 第一階段實施太鼓活動 

一、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結果 

 

    圖 4-3  選擇性注意力 

 

兩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Flexibilitys)反應秒數前測後測

得分平均數與標準差之長條圖。 

※ P<.05 以#表示在後測施測實驗組優於對照組 

※ P<.05 以*表示在後測施測實驗組後測優於前測 

 

    根據圖 4-3 之結果顯示，實驗進行八週後，實驗組和對照組在選擇

性注意力測試，根據表 4-2-3 顯示，選擇性測驗實驗組前測與後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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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為 t=-3.364，*p=.010 < 0.05 有顯著差異。根據表 4-2-2 顯示，選擇

性測驗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結果差異為 t=-2.515，﹟p=.036 < 0.05

有顯著差異。根據表 4-2-1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實驗組前測差異為 

t=-.459，p=-.658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選擇性注意力測試

(Flexibilitys)，後測反應秒數顯著優於對照組之幼兒選擇性注意力測試。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反應秒數有顯著差異優於對

照組之幼兒。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實驗組的反應秒數顯著少於對

照組。 

 

二、實驗結果分析 

表 4-2-1 選擇性  對照組前測與實驗組前測差異             01 / 02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對照組前測 

         01 
1573.00 1187.283 -.459 .658 

實驗組前測 

         02 
1396.22 329.645 

     

根據表 4-2-1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實驗組前測差異為 t=-.459，

p=-.658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此結果支持參與活動前兩組幼兒選擇性

注意力屬均質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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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選擇性   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差異              03 / 04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對照組後測         

03 
1297.667 449.794 -2.515 ﹟.036 

實驗組後測         

04 
906.667 305.519 

     

根據表 4-2-2 顯示，選擇性測驗對照組後測與實驗組後測結果差異

為 t=-2.515，﹟p=.036 < 0.05 有顯著差異。 

 

表 4-2-3  實驗組前測和後側差異                     02/ 04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選擇性前測 

02 
1396.22 329.645 3.364 *.010 

選擇性後測 

04 
906.67 305.519 

 

根據表 4-2-3 顯示，選擇性測驗實驗組前測與後測結果差異為

t=-3.364，*p=.010 < 0.05 有顯著差異。 

 

 

 

 

 

 



 

50 
 

表 4-2-4   對照組前測和後側差異                     01/ 03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選擇性前測 

01 
1573.00 1187.283 .715 .495 

選擇性後測 

03 
1297.67 449.794 

 

根據表 4-2-4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後測差異為 t=-715，p=-.495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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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部分:第二階段實施太鼓活動 

一、對照組→實驗組與實驗組→對照組實驗結果 

 

圖 4-4 選擇性注意力 

※ P<.05 以*表示在後測施測實驗組後測優於前測   

兩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Flexibilitys)反應秒數前測後測

得分平均數與標準差之長條圖。 

 

根據圖 4-4 之結果顯示，實驗進行八週後，實驗組和對照組在選擇

性注意力測試，根據表 4-2-7 顯示，實驗組幼兒選擇性注意力測驗後測

和前測差異為 t=5.171，*p=.001 < 0.05 有顯著差異。根據表 4-2-5 顯示，

對照組前測與後測差異為 t=-.149，p=-.885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根據

表 4-2-1 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實驗組前測差異為 t=-.459，p=-.658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52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選擇性注意力測試

(Flexibilitys)，後測反應秒數顯著優於對照組之幼兒選擇性注意力測試。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其反應秒數有顯著差異優於對

照組之幼兒。 

亦即實驗組幼兒在太鼓活動介入後，實驗組的反應秒數顯著少於對

照組。 

 

二、實驗結果分析 

表 4-2-5 選擇性  實驗組→對照組 前後測差異           04/ 06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選擇性前測 

04 
906.67 305.519 -.149 .885 

選擇性後側 

06 
920.44 496.760 

 

根據表 4-2-5顯示，對照組前測與後測差異為 t=-.149，p=-.885 >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表 4-2-6 選擇性  對照組→實驗組後測和實驗組→對照組後測差異 05/ 06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對照組→ 

實驗組後測       

         05 

959.89 348.202 .218 .833 

實驗組→ 

對照組後測   

         06 

920.44 496.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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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4-2-6 顯示，實驗組後測與對照組後測差異為 t=.21 8，

p=.833> 0.05 表示無顯著差異。 

 

表 4-2-7 選擇性    對照組→實驗組前測和後測差異      03  / 05 

 平均數 標準差 t p 

選擇性前測 

03 
1297.67 449.794 5.171 *.001 

選擇性後測 

      05 
959.89 348.202 

     

根據表 4-2-7 顯示，實驗組幼兒選擇性注意力測驗後測和前測差異

為 t=5.171，*p=.001 < 0.05 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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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注意力測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研究結果 

 

壹、警覺性（Alertness）注意力測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含事 

    後比較)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Alertness)表現情

況之統計分析，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

(KITAP)分數表現情況，以了解實驗處理的結果。 

 

表 4-3-1 警覺性   對照組                               01 / 03 / 05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事後比較 

(1)一般前測      

01 
599.778 203.838 5.020 .020 (2)>(3) 

(2) 對照組→ 

   實驗組前測  

03 

732.889 322.743    

(3)對照組→ 

  實驗組後側   

05 

536.000 151.450    

   

根據分析事後比較(2)>(3)顯示，太鼓活動的介入確實有影響且提升

了幼兒的注意力，但(1)、(2)項在統計分析時並沒有被保留，可能的因素

為何待結論與建議時再作分析探討，但經統計分析太鼓活動的介入分析

證實，對於提升注意力確實有其影響。 

 



 

55 
 

表 4-3-2 警覺性   實驗組                                02/ 04 / 06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事後比較 

(1)實驗組前測    

02 
506.444 126.278 5.949 .012 (1)>(2) 

(2)實驗組後測    

04 
405.778 61.075    

(3)實驗組 

  →對照組  

      06 

471.000 139.286    

     

根據分析事後比較(1)>(2)顯示，太鼓活動的介入確實有影響且提升

了幼兒的注意力，但(2)、(3)項在統計分析時並沒有被保留，可能的因素

為何待結論與建議時再作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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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擇性（Flexibility）注意力測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含事 

    後比較)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Flexibilitys)表現

情況之統計分析，分析實驗組與對照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

(KITAP)分數表現情況，以了解實驗處理的結果。 

 

表 4-3-3 選擇性  對照組                               01 / 03 / 05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1)一般前測       

       01 
1573.000 1187.283 2.023 .165 

(2)對照組→ 

  實驗組前測     

03 

1297.667 449.794   

(3)對照組→ 

  實驗組後側   

05 

959.889 348.202   

    

根據分析事後比較顯示，(1)、(2)、(3)三項在統計分析時都沒有被保

留，可能的因素為何待結論與建議時再作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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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選擇性  實驗組                        02 / 04/ 06 

 平均數 標準差 F P 事後比較 

(1)實驗組前測    

02 
1396.222 329.645 7.173 .006 (1)>(2) 

(1)>(3) 

(2)實驗組後測    

04 
906.667 305.519    

(3)實驗組→ 

對照組     

       06 

920.444 496.760    

     

根據分析事後比較(1)>(2)、(1)>(3)顯示，在統計分析時有被保留，但

(2)和(3)項在統計分析時並沒有被保留，從兩項的平均數比較分析，差異

為 13.777 差數不大，亦即太鼓活動介入後的後八週的延宕，對提升幼兒

的注意力確實有維持效果。可能的因素為何待結論與建議時再作分析探

討。 

 

參、實驗太鼓活動介入顯示 

    執行對於幼兒神經注意力的表現之結果，本研究結果發現，太鼓活

動介入後，實驗組幼兒在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反應秒數優於對

照組幼兒，顯示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幼兒之注意力表現有提升之效果。 

    在實驗組經過太鼓活動介入後，轉為對照組的延宕考驗時，在電腦

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第二部份前後測試，實驗組幼兒在警覺性和選擇性

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差距不大，尤其在選擇性注意力方面軟體反應秒數秒

差差距更小，顯示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幼兒之注意力表現有維持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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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質性研究訪談結果 

 

一、教師對於太鼓活動的支持度 

    教師十分肯定太鼓活動幫幼兒帶來的效果，當幼兒剛進入園所時，有

部分的孩子，因要配合父母上班的時間，早起顯得無精神不想進行活動，

但是當他們進行太鼓活動後，再回來進行角落活動時卻顯得十分有精神，

而且幼兒對於太鼓活動課程接受度很高，當太鼓活動時間一到時，就會主

動將玩具收拾好，坐在位子上等待進行太鼓活動。  

A: 研究者問說： 

孩子喜歡太鼓活動嗎？ 

B: 老師回答說: 

孩子真的很喜歡太鼓活動，每次當我跟他們說「太鼓時間到囉！」就

馬上可以聽到歡呼聲！且會將正在進行的工作先放下並收好，坐在他們的

位置上，等你們來叫他們的名字。 

 

A: 研究者問孩子說： 

你喜歡太鼓活動嗎？孩子都會回答我說：很喜歡。而且看得出來，他

們對於太鼓活動這件事是接受的喜歡的。老師也覺得孩子活動前後精神也

有差異，活動之後也不會想睡覺，也知道自己接下來要完成的工作，一整

天的精神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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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者問說： 

之後老師們願意幫孩子繼續進行太鼓活動嗎？ 

 

B: 老師回答說: 

我們是很想幫助孩子繼續，畢竟這是對孩子有所幫助的，但是我們一

天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就算我們想做，也沒有時間，而且我們也沒學習

太鼓教學法。 

教師們對於太鼓活動是肯定的，但是園務的事情太多，因此想進行卻

無法持續，教師們也提出由校方規劃聘請專業老師進行的效果，或許會比

教師進行來得佳。 

 

二、家長對於實施太鼓活動的支持度 

    家長對於實施太鼓活動的效益十分肯定，民間有鼓藝 ，所以家長對

於進行太鼓活動抱持著樂觀的態度。研究者問及家長的看法，老師說，太

鼓活動完下課回來，精神都很好，家長也沒有排斥的情形，所以太鼓活動

應該是有幫助的。 

 

三、質性研究訪談結果 

    由訪談班級教師了解幼兒和家長對實施太鼓活動的接受度，其結果顯

示，在對於太鼓活動介入的主觀感受上，不論班級教師或家長及幼兒都表

示非常喜歡，對於注意力及學習表現有幫助，給予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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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依據整個研究的過程與結果，共分為結論與建議來分別論述:第一節依

照研究統計所分析處理後之結果，綜合研究之經過與結論來提出具體可行

之建議，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在實驗研究實施前，兩組幼兒均在一般的作息時間和學習環

境學習成長，研究者將實驗研究時間分為兩個階段，實驗實施開始，實

驗 A 組和實驗 B 組前後經過各八週太鼓活動介入後，經測試後在警覺性

和選擇性注意力方面確實產生明顯的變化，而在分析顯示上，實驗後較

優於實驗前達顯著差異。 

 

壹、經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KITAP)測試後分析如下 

一、實驗組幼兒在前八週第一部分的第一階段實施太鼓活動介入後，發現 

    進行太鼓介入的實驗組，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的反應，較未介入 

    前的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達顯著差異。 

二、基於研究倫理對照組在實驗後轉為實驗組後，在第二部份的第二階段 

    實施太鼓活動介入，介入實驗後，發現進行太鼓活動介入的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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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未介入前的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表現達顯著差異。 

三、對照組和實驗組兩組幼兒均在太鼓活動未介入前，經前測測試後，在 

    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方面確實無明顯的反應變化總之，經過實施太 

    鼓活動介入後考驗分析，實驗組幼兒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測試平均 

分數優於未介入前，在幼兒注意力的反應功率表現上有顯著差異，結 

果顯示本研究假設一、二獲得支持。實驗組幼兒在第一部分:第一階段 

實施太鼓活動介入中與對照組幼兒同時間在體驗不同的學習歷程，經 

過測驗分析結果發現，在警覺性注意力及選擇性注意力測試，兩組幼 

兒，在同時間不同的學習經歷之有沒有太鼓活動介入相較之下有明顯 

的顯著差異，亦即參與實施太鼓活動介入的實驗組和未參與太鼓活動 

的對照組，均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測試平均分數，在注意力的反 

應功率表現上達顯著差異，亦即實施太鼓活動介入達顯著效果。 

 

貳、對照組幼兒在第二部份的後八週轉為實驗組，進行第二階 

    段實驗實施太鼓活動介入 

介入實驗後，對照組幼兒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後測測試平均分數

優於對照組前測，在注意力的反應功率表現上達顯著差異，對照組實驗幼

兒在注意力表現上顯著優於太鼓活動未介入前。 

 

參、實驗組幼兒在進入實驗太鼓活動介入後轉為對照組 

在第二部分實驗中歷經後八週的延宕考驗，在警覺性注意力及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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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力上，經過測驗分析結果，發現與前測的平均數只些微的差異，比較

對照組的實驗後後測也無顯著差異，亦即歷經八週延宕考驗達維持效果的

可能性。 

分析如下: 

實驗組經過兩次實驗，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測試平均分數測試

後，發現在第二部分實驗組後測與對照組後測並無顯著差異使假設四不成

立，與老師討論之後，了解可能的因素如下: 

    原因一: 幼兒可能以前就有了敲鑼打鼓的經驗。 

    原因二: 實驗組在實驗完之後，在延宕考驗的時間裡，幼兒會繼續拿 

    各種東西持續的作打擊練習。 

    原因三: 因為教室隔音不好，對照組在第二階段太鼓活動介入實驗 

            鼓聲，一直傳來，實驗組幼兒自然也就會一直持續跟著鼓聲 

    作練習。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分析可知，透過前後兩個階段各八週的太鼓活動介

入，發現有太鼓活動介入的幼兒確實能夠提升注意力效果，達到集中注意

力的表現。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對照組在第一部分前八週第一階段太鼓活動

未介入與實驗組太鼓活動介入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測試平均數與標

準差(表4-1-2、表4-2-2)和對照組第二部份後八週第二階段實施太鼓活動介

入與實驗組後八週的延宕考驗，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測試平均數與標

準差(表4-1-3、表4-2-3)兩兩相互比較其平均數和標準差後，得知，經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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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太鼓活動介入對幼兒在警覺性和選擇性注意力的表現，較優於實驗前的

表現，即使已經在實驗後對幼兒也有其影響力，因此，在實施太鼓活動介

入後，透過電腦神經心理注意力測試軟體(KITAP)測試後分析結果得知: 

一、對照組經過前後三次的測試事後比較並無顯著差異，無顯著差異可能 

是實驗時間不夠長，由此可推論介入時間越長保留效果越長，也可能

是選擇性（Flexibility）特質比較無法有保留效果，但在組內兩兩比較

顯示達顯著差異，亦即顯示顯著效果，如表4-1-8、表4-2-8。 

二、實驗組經過前後三次的測試事後比較達顯著差異，亦即顯示顯著效 

果同時有維持效果，如表 4-1-9、表 4-2-9。 

 

總而言之，儘早介入太鼓活動對提升幼兒注意力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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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就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及無法克服之處，說明如下: 

   本研究實驗之場所處在幼兒園之一樓音樂教室，而幼兒上課地點在二 

   樓，因此，在實驗的過程當中有受到明顯的干擾，當鼓打擊時產生的 

   聲響，可直接傳入園內所有的地方，幼兒受到鼓聲的刺激，不管是不 

   是在接受實驗時，幼兒可以隨手拿到道具自行演練。 

     

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與結論，玆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期能提供實際應用 

    及未來教學之參考： 

   (一)教師可將太鼓活動安排為課程內活動，藉由太鼓活動做為音樂課程 

      活動，對於幼兒神經生理及注意力的表現有加速及正面的  

      幫助。 

(二)在台灣全面執行太鼓課程並不普遍，通常都設定在課後才藝，建議  

   學校可以舉辦相關親子太鼓課程，讓家長也能了解太鼓對幼兒有其 

   正面效益。 

   (三)政府的支持 

      藉由政府的宣導與推廣，讓大眾深入這領域的認識，也讓太鼓課 

  程得到重視才能真正的落實。 

   (四)儘可能找到減少干擾的場所以利研究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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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實驗 B 組: 太鼓活動教學大綱 

領域 美感 教學日期 103/7/28/~/10/3 

活動名稱 太鼓 教學者：呂幼秀 教學時間：30 分鐘 

課程目標  美-２-２ 

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

唱、打擊

樂器或身

體動作進

行創作。 

準備週： 

103 年 7 月 28、30、日 8 月 1 日 

             

前測、注意力檢測 

第一週：103 年 8 月 4、6、8 日 

一、活動 

  １.太鼓的認識  

  ２.基本姿勢的訓練-手 

  ３.基本姿勢的練習-腳 

 

二、教學過程  

    說明太鼓的拿法及架法，同時示

範正確的過程，接著指導鼓棒的拿法

及站姿，也跟幼兒約法三章拿棒時要

注意的安全，並簡要的介紹在一些慶

典上，有太鼓的助興更添加熱鬧氣氛。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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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

唱、打擊

樂器或身

體動作進

行創作。 

第二週 103 年 8 月 11、13、15 日   

   

一、活動 

複習 

１.太鼓的認識  

２.基本姿勢的訓練-手 

３.基本姿勢的練習-腳 

４.太鼓固定拍打法：說白節奏型 

 

練習 ♩♩ 敲奏 

♩ ♩ ♩ ♩ ♩ ♩ ♩ ♩ ♩ ♩ 

有 一 隻 小 蜜 蜂 嗡 嗡 嗡 嗡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 ♩ ♩ ♩ ♩ ♩ ♩ ♩ ♩ ♩ 

有 一 隻 小 蜜 蜂 嗡 嗡 嗡 嗡 

 

二、教學過程  

  1.說明太鼓的拿法及架法，同時示範

正確的過程，接著指導鼓棒的拿法及

站姿，也跟幼兒約法三章拿棒時要注

意的安全。 

 

  2.首先以敲打一下為 一拍的方式練

習，再來以說白節奏型練習♩♩敲奏，

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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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

唱、打擊

樂器或身

體動作進

行創作。 

第三週 103 年 8 月 18、20、22 日  

 

一、活動 

  １.單手擊鼓練習 

  ２.雙手擊鼓練習 

 

說白節奏型：輪奏敲奏 
 

♩ ♩ ♩ ♩ ♩ ♩ ♩ ♩ 

蘋 果 香 蕉 蘋 果 香 蕉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週說白節奏型練習

敲奏，接著以單手擊鼓練習、雙手擊

鼓練習，再來以說白節奏型♩ ♩輪奏敲

奏練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自行

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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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

唱、打擊樂

器或身體

動作進行

創作。 

第四週 103 年 8 月 25、27、29 日 

 

一、活動  

  1.歌曲敲奏：節奏 + 律動 

 

太鼓固定拍打法：說白節奏型 

練習♩♩ 敲奏 

兒歌：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二週說白節奏型

敲奏練習，接著以節奏 + 律動，最

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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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

唱、打擊樂

器或身體

動作進行

創作。 

第五週 103 年 9 月 1、3、5 日 

 

一、活動 

  1.感應快速節奏 

  2.輪奏敲奏 

 

說白節型奏: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三週節奏 + 律動兒

歌: 造飛機歌譜敲奏練習，接著讓幼

生以  

感應快速節奏，以輪奏敲奏練習，最

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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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唱、

打擊樂器或

身體動作進

行創作。 

第六週 103 年 9 月 10、12 日 

 

一、活動 

  1.基本節奏練習：複習說白節奏型

♩♩敲 

    奏、說白節奏型敲奏 

  2.配合音樂律動敲奏：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太鼓固定拍打法：說白節奏型 

練習♩♩ 敲奏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敲奏練習，接著讓幼生

聆聽兒歌曲，再從兒歌曲中熟悉節奏

感，以輪奏敲奏練習，最後請幼兒輪

流打擊並配合音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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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唱、

打擊樂器或

身體動作進

行創作。 

第七週 103 年 9 月 15、17、19 日 

 

一、活動 

  1.基本節奏練習：複習說白節奏型♩

♩敲奏、說白節奏型敲奏 

  2.配合音樂律動敲奏：歌曲敲奏: 節

奏 + 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二週說白節奏型♩ 

♩ 敲奏練習，接著讓幼生聆聽兒歌

曲，從兒歌曲中熟悉節奏感，以輪奏

敲奏練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配

合音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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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唱、

打擊樂器或

身體動作進

行創作。 

第八週 

 

103 年 9 月 22、24、26、29 日、10 月

1 日 

一、活動  

  1.基本節奏練習：複習說白節奏型♩  

♩ 敲奏 

  2.配合音樂律動敲奏：歌曲敲奏: 節

奏 + 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二週說白節奏型

敲奏練習，接著讓幼生聆聽兒歌曲，

從兒歌曲中熟悉節奏感，以輪奏敲奏

練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配合音

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80 
 

活動

名稱 
學習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３ 

運用哼

唱、打擊樂

器或身體

動作進行

創作。 

後測 103 年 10 月 3 日 

 

一、活動  

  兒歌曲:火車快飛 

 

二、教學過程  

   從兒歌曲中熟悉節奏感，以輪奏敲

奏練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配合音

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

0 至 

10:3

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後測 

注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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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實驗 A 組:太鼓活動教學大綱 

領域 美感 教學日期 103/9/29/~/12/5 

活動名稱 太鼓 教學者：呂幼秀 教學時間：30 分鐘 

課程目標  美-２-２ 

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

３ 

 

運用

哼

唱、打

擊樂

器或

身體

動作

進行

創

作。 

準備週前測 

注意力檢測 

103 年 9 月 29 日 10 月 1、3 日 

 

第一週 103 年 10 月 6、8 日 

一、活動 

  １.太鼓的認識  

  ２.基本姿勢的訓練-手 

  ３.基本姿勢的練習-腳 

 

二、教學過程  

    說明太鼓的拿法及架法，同時示範正

確的過程，接著指導鼓棒的拿法及站姿，

也跟幼兒約法三章拿棒時要注意的安全，

並簡要的介紹在一些慶典上，有太鼓的助

興更添加熱鬧氣氛。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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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

３ 

 

運用

哼

唱、打

擊樂

器或

身體

動作

進行

創

作。 

第二週 103 年 10 月 13、15、17 日   

      

一、活動 

複習: 

１.太鼓的認識  

２.基本姿勢的訓練-手 

３.基本姿勢的練習-腳 

４.太鼓固定拍打法：說白節奏型 

 

             練習♩♩ 敲奏 

♩ ♩ ♩ ♩ ♩ ♩ ♩ ♩ ♩ ♩ 

有 一 隻 小 蜜 蜂 嗡 嗡 嗡 嗡 

♩ ♩ ♩ ♩ ♩ ♩ ♩ ♩ ♩ ♩ 

有 一 隻 小 青 蛙 呱 呱 呱 呱 

 

二、教學過程  

  1.說明太鼓的拿法及架法，同時示範正確

的過程，接著指導鼓棒的拿法及站姿，也

跟幼兒約法三章拿棒時要注意的安全，並

簡要的介紹在一些慶典上，有太鼓的助興

更添加熱鬧氣氛。 

  2..首先以敲打一下為 一拍的方式練

習，再來以說白節奏型練習♩♩敲奏，最後

請幼兒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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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

３ 

 

運用

哼

唱、打

擊樂

器或

身體

動作

進行

創

作。 

第三週 103 年 10 月 20、22、24 日  

 

一、活動 

 １.單手擊鼓練習 

 ２.雙手擊鼓練習 

 

說白節奏型： 輪奏敲奏 

♩ ♩ ♩ ♩ ♩ ♩ ♩ ♩ 

蘋 果 香 蕉 蘋 果 香 蕉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週說白節奏型練習敲

奏，單手擊鼓練習、雙手擊鼓練習，再來

以說白節奏型♩ ♩輪奏敲奏練習，最後請幼

兒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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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

大- 

２-

２-

３ 

 

運用

哼

唱、

打擊

樂器

或身

體動

作進

行創

作。 

第四週 103 年 10 月 27、29、31 日 

 

      

  1.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二週說白節奏型敲奏練

習，接著以節奏 + 律動兒歌，最後請幼兒

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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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

３ 

 

運用

哼

唱、打

擊樂

器或

身體

動作

進行

創

作。 

第五週 103 年 11 月 3、5、7 日 

 

一、活動 

  1.感應快速節奏 

  2.輪奏敲奏 

說白節型奏: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我的媽呀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敲奏練習，接著讓幼生以

感應快速節奏，以輪奏敲奏練

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自行創作。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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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

大- 

２-

２-

３ 

 

運用

哼

唱、

打擊

樂器

或身

體動

作進

行創

作。 

第六週 103 年 11 月 10、12、14 日 

 

一、活動 

  1.基本節奏練習：複習說白節奏型敲奏 

  2.配合音樂律動敲奏：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敲奏練習，接著讓幼生聆聽

兒歌曲，再從兒歌曲中熟悉節奏感，以輪

奏敲奏練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配合

音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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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

３ 

 

運用

哼

唱、打

擊樂

器或

身體

動作

進行

創

作。 

第七週 103 年 11 月 17、19、21 日 

 

一、活動 

  1.基本節奏練習：複習說白節奏型敲奏 

  2.配合音樂律動敲奏：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二週說白節奏型練

習，接著讓幼生聆聽兒歌曲，從兒歌曲中

熟悉節奏感，以輪奏敲奏練習，最後請幼

兒輪流打擊並配合音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88 
 

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

大- 

２-

２-

３ 

 

運用

哼

唱、

打擊

樂器

或身

體動

作進

行創

作。 

第八週 

103 年 103 年 11 月 24、26、28 日、12 月

1、3 日 

 

一、活動  

  1.基本節奏練習：複習說白節奏型敲奏 

  2.配合音樂律動敲奏：歌曲敲奏: 節奏 

+ 律動 

       

兒歌: 火車快飛 

火 車 快 飛 火 車 快 飛 

♩ ♩ ♩ ♩ ♩ ♩ ♩ ♩ 

飛 過 高 山 飛 過 小 溪 

♩ ♩ ♩ ♩ ♩ ♩ ♩ ♩ 

不 知 走 了 幾 百 里  

♩ ♩ ♩ ♩ ♩ ♩ ♩  

快 到 家 裡 快 到 家 裡 

♩ ♩ ♩ ♩ ♩ ♩ ♩ ♩ 

媽 媽 見 了 真 歡 喜  

♩ ♩ ♩ ♩ ♩ ♩ ♩  

 

二、教學過程  

    首先複習第一、二週說白節奏型敲奏

練習，接著讓幼生聆聽兒歌曲，從兒歌曲

中熟悉節奏感，以輪奏敲奏練習，最後請

幼兒輪流打擊並配合音樂合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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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名稱 

學習

指標 
教 學 活 動 內 容 與 過 程 

時間

(分) 

教學 

資源 

 

太 

鼓 

 

 

 

美-大- 

２-２-

３ 

 

運用

哼

唱、打

擊樂

器或

身體

動作

進行

創

作。 

後測 

103 年 12 月 5 日 

 

一、活動  

兒歌曲:火車快飛 

 

二、教學過程  

   從兒歌曲中熟悉節奏感，以輪奏敲奏

練習，最後請幼兒輪流打擊並配合音樂合

奏。 

 

三、討論 

 

 

早上

10:00

至 

10:30 

分 

 

教室 

太鼓 

鼓棒 

音響 

 

 

 

後測 

注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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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學齡前幼兒實施「太鼓活動」對注意力表現影響之研究 

家長同意書 

 

根據各項研究顯示，學前幼兒透過太鼓可以改善孩子的注意力，並 

提升孩子的學習成效，因此幼兒園將藉由本次活動提供孩子太鼓活動，

並執行非侵入性神經生理注意力評量。依據研究規定，研究者需將研究

過程向受試者說明清楚，且研究者應盡其所能保護受試者之健康狀況與

權益。若受試者於過程中改變心意或感到身體不適，可以隨時退出而不

受限制，但應事先通知研究者。 

活動名稱：「太鼓活動」 

 

活動時間：每週三天、每天三十分鐘，持續八週（預定於 7 月 28 日開始） 

承辦人員：呂幼秀老師       聯絡電話：0933661097 

    (測驗所獲得資料僅供本研究之用，並絕對保密以保障學生之隱私

權) 

 

 

 

學生姓名：                  

 

家長簽名：                                 日期:10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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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學齡前幼兒實施太鼓活動對提升注意力表現影響之研究 

教師對於太鼓活動的支持度訪談內容: 

 

第一次訪談內容 

103 年 7 月 28 日早上 10 點 

研究者:關於太鼓在班上實施老師您覺得如何?     

A 老師:嗯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小孩子們都還滿喜歡敲敲打打的。 

研究者:孩子們有打過太鼓的經驗嗎? 

A 老師:有耶我們每到過年的時候都會敲鑼打鼓耶就是大家一起敲我們

老師就敲幾個簡單的節奏這樣子就是好玩。  

 

研究者:學生家長會喜歡孩子打鼓嗎? 

A 老師:還好耶沒聽在講不喜歡我們也不是每天在打去年練習的時候有

小朋友嚇到哭了真是好好笑。 

B 老師:真的呢可能較小也有關係那是去年了現在應該比較好了長大了。 

 

研究者:那接下來的日子就請老師多多幫忙了。 

老師們:沒問題你比較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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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訪談內容 

103 年 8 月 29 日早上 10 點 30 分 

研究者:實驗了四週了孩子反應怎樣有沒有特別的反應或說不喜歡的?     

A 老師:常常聽到他們在唱火車快飛連小的也一起唱手也會在那邊比來

比去的。 

B 老師:我看孩子都還滿開心的。 

 

研究者:謝謝可以在下午家長來接孩子的時候幫忙問看看孩子回家的反

應嗎? 

老師們:OK 啊沒問題看怎樣再告訴你。 

 

研究者:好謝謝喽。 

 

第三次訪談內容 

103 年 9 月 29 日早上 10 點 30 分 

研究者:今天的實驗之後下星期就要進入測試了請問老師這八週孩子在

注意力方面有比較明顯的表現嗎? 

A 老師:有感覺孩子比較開心在工作時跟小朋友比較不會有衝突。 

B 老師:像其其阿威威阿在做成品時比較之前要專心很多。 

 

研究者:真的呀真好孩子們真的很努力真是謝謝他們了。老師記得上次請

你們幫忙問家長在家裡表現的狀況不知問了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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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老師:我有問了幾個因為時間的關係沒辦法講很久只能大概的問了一

下家長家長都說還好啦明明爸爸說是有聽到他跟哥哥兩個人拿東西敲來

敲去的。 

B 老師:其其的阿公也是在說回去家裡兄弟兩人也是在敲敲打打都沒時

間吵架了。 

 

研究者:老師我想說在下個星期幫我約幾個住在園所附近的家長我有問

卷想訪問一下他們孩子在家時在做事情有沒有比較有注意力些可以幫忙

一下嗎? 

老師們:好阿就其其和新新阿公、嗯嗯媽媽還有啞啞媽媽他們三個就住在

幼兒園旁邊而已。 

 

研究者:謝謝那就他們三個好了那下週我就先問嗯嗯媽媽和啞啞媽媽好

了 

       因為他們兩人是實驗第一組的。 

老師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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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學齡前幼兒實施太鼓活動對提升注意力表現影響之研究 

家長對於太鼓活動的支持度訪談內容: 

家長 A: 嗯嗯媽媽       

時間:家長下班接小孩時     

日期:103\8\8 

一、對於幼兒經過太鼓活動的實驗，在家的注意力表現如何?  

研究者:嗯嗯媽媽你好我是右右老師最近我們都有在上打鼓的課目的是想

訓練 孩子的注意力我可以一次問你一個問題嗎不會耽誤你太多時間的 

嗯嗯媽媽:喔有什麼問題嗎?時間會很久嗎?  

 

研究者:嗯就一個想知道ㄣ恩最近在家的時候注意力有沒有比較好? 

嗯嗯媽媽:喔好阿 

 

研究者:那嗯嗯媽媽等一下你講的話我可以錄音嗎因為要寫下來怕會忘記

了可以嗎? 

嗯嗯媽媽:喔好阿 

 

研究者:那嗯嗯媽媽就請你說一下ㄣ恩最近在家的時候注意力有沒有比較

好? 

嗯嗯媽媽:嗯嗯在家有時候會聽到他在唱火車快飛手也會在桌子上拍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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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真的呵謝謝嗯嗯媽媽可能歌曲比較簡單也有聽過的關係ㄣ恩在上

打鼓課的時候看他也很高興的樣子，那ㄣ恩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做什麼呢

會幫忙嗎 

嗯嗯媽媽:叫他幫忙拿東西也都會幫忙爸爸常常晚回家ㄣ恩就是滿貼心叫

他做事他也都能做好算滿專心的有時候還會自己抄飯呢 

     

研究者:自己炒飯哇真厲害會不會危險阿 

嗯嗯媽媽:不會啦我都有在旁邊 

     

研究者:是喔嗯嗯真的很乖 

嗯嗯媽媽:嗯嗯一個人的時候沒事時會看電視嗯嗯喜歡看電視看電視就很

專心哈哈哈、、、 

     

研究者:是喔小孩子都喜歡看電視嗯嗯媽媽就不耽誤你的時間了那我們下

次再聊了謝謝妳謝謝謝謝騎車小心喔 

嗯嗯媽媽:好阿沒問題好好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