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從站在琴鍵上看日出:一位旅居澳洲兒童音樂治療師的心得記

錄 

一、閱讀動機 

這本書吸引我的最大因素是提及「音樂」，我從小有學鋼琴與古箏，音樂是伴著

我長大的好夥伴，曾經，我的志向是成為一位能在大舞台上彈奏曲子的演奏家。

每當我彈奏樂曲時，總能將自身情感投入其中，當我鬱悶煩躁時，彈奏些悲憤小

曲能將心中那口怨氣釋放出來；當我歡喜當頭，輕鬆快板的曲調令人翩翩起舞。

在音樂世界裡，我是享受的，旋律響起，腦中便浮現畫面，心中哼著曲調，身體

更是不自主地擺動。音樂對我而言是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一個重要板塊，然而音樂

如何與治療扯上關係，更加深我的好奇心。閱讀完這本書，想不到不單單讓我了

解音樂治療，更讓我想朝「音樂治療」這領域發展,沃維納格曾經提過，懶人總

希望有所作為。希望各位能用心體會這段話。就我個人來說，音樂對我的意義，

不能不說非常重大。黃庭堅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佳節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塚只生

愁。這句話改變了我的人生。普列漢諾夫曾說過一句意義深遠的話，對節奏的敏

感，預期一般的音樂能力一樣，是人類的心理和重量本性的基本特質之一。這句

話讓我們得到了一個全新的觀點去思考這個問題。做好音樂這件事，可以說無法

成為了全民運動。若無法徹底理解音樂，恐怕會是人類的一大遺憾。 

 

二、獲得書籍或文章啟發的章節內容 

一般人都會認為音樂怎麼會能治療一個人呢？在外表看來，音樂治療就像是跟孩

子玩音樂遊戲一樣，但我了解到，最簡單的事件總會有最不簡單的意義深藏其中。

從外顯特徵來看，音樂治療可以訓練孩子的大小肌肉發展。音樂治療師會給予孩

子自行選擇喜歡的樂器做即興創作，有時敲敲鈴鼓，從手腕活動到手臂，有時彈

彈鋼琴，讓手指在琴鍵上跳舞。從孩子的內化而言，這些孩子天生有缺陷，本身

缺乏自信，就馬斯洛的需求論來說，孩子雖滿足了生理需求及不受威脅的安全，

但若缺乏社會給予的愛與歸屬感及被尊重感，就會導致於無法自我實現、達到期

許。若要讓孩子成長，環境必須讓孩子不會感到黑暗，滿滿的愛可以造就開心快

樂的氣氛，這才是讓孩子進步的方式，責罵及挨打只會讓孩子覺得自己不好、什

麼都是自己的錯，與其做什麼都錯，倒不如什麼都不做，就會衍伸出自我放棄的

心態。可見音樂治療給予孩子的不只是生理上的加強，更有心理上的安慰。再來，

音樂與情緒有極大密切的關係，如同前段所言，音樂是跟著我的心情在走，一旦

心情不好，彈再歡樂的曲調都無法使我得以紓解，一旦心情是愉悅的，再悲傷的

旋律我也可以唱得很歡樂。但在音樂治療過程中，是孩子的情緒要跟著音樂走，



通常有情緒障礙的孩子，面對自己的情緒會不知道該如何正確的表達。音樂治療

師會觀察孩子的心理，清楚知道孩子心裡所想的或欲表達的，以幫助他表現正確

的反應。經由這點，我原本認知的音樂皆由人控制，沒想到有一天，音樂也能控

制人，甚至有療效的作用！ 

如果沒有音樂的存在，那麼後果可想而知。鄧拓曾經提到過，越是沒有本領的就

越加自命不凡。這讓我的思緒清晰了。要嚴肅認真的看待。對於一般人來說，音

樂究竟像徵著什麼呢？世界需要改革，需要對音樂有新的認知。巴爾扎克曾經說

過，痛苦跟歡樂一樣，會創造一種氣氛的。走進人家的屋子，你第一眼就可以知

道它的基調是什麼，是愛情還是絕望。這影響了我的價值觀。把音樂輕鬆帶過，

意識到並不適合。我認為，在人類的歷史中，我們總是盡了一切努力想搞懂音樂。 

 

三、反思自己的論述或觀點 

我反反覆覆的翻閱此書，每次閱讀皆有不同的感受，有時覺得有趣，有時覺得鼻

酸。這本書不只是為了推廣音樂治療而單單介紹音樂治療，從內容看來，作者投

注了相當大的心力在此塊領域，對於每個個案的描述，作者寫得栩栩如生，就算

症狀相同的孩子，所表現出的特質也會不同，作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帶讀者看到不

一樣的觀點。舉例來說，書中提到自閉症的孩子會活在自己的小圈圈裡，我們能

做的是擴大他的圈圈，而不是打破他的圈圈，孩子不能接受我們打破他的秩序，

那就以他的秩序來讓他接受我們。作者總是站在對方的立場為對方想，以對方的

角度看事情，就能知道為何他對某人事物如此反抗，心防也才會慢慢解開，接受

及改變的程度才會擴大以達成效果。在此，我看見「同理心」的重要，想要治療

他人，必須站在對方立場設想，才會知道對方真正需要的東西。同樣地，許多人

看到特殊疾病的朋友，難免會以異樣的眼光看待，換個方式說，我認為特殊朋友

的可憐之處不是他們得了什麼疑難雜症，而是這社會對他們的想法，是多麼令人

感到不舒服，若是有更多人能了解這群朋友跟我們沒有什麼不同，我想這世界會

變得更為友善！ 

 

儘管如此，我感到非常可惜的是音樂治療不能在台灣普遍的為人所知，這不單只

是政府推廣的問題，更是台灣家長的心態。許多人覺得家裡有個特殊兒很丟臉、

不敢承認，或以為大器晚成、再過幾年長大之後就會好，因為這些想法，不知道

有多少特殊兒因此錯過了黃金治療時期，不管是任何治療法，一旦錯過這時期，

等於斷送了孩子回復正常軌道的那條路。看到這現象，讓我更堅定想成為音樂治

療的決心！用樂觀並正面的心態傳播到各個角落，我相信在努力的推廣之下，未

來音樂治療一定會越來越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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