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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時學過「製作玩具樂器」單元，對於樂器科學原理有了初步的認

識。在平時，也可以看到一些玻璃杯音樂的表演，我們不禁好奇：為何可以

隨手拿著一個玻璃杯便進行音樂演奏？因此以一連串的研究，仔細探究原因。 

我們將蒐集來的玻璃杯，利用調音器及量筒調整杯中溶液的量，以瞭解

在各種情形下敲擊玻璃杯聲音所發出聲音的高低情形。研究結果發現：「重量」

是決定音高的最主要關鍵。欲使音高變化一個二度，則：玻璃杯中的「水位

高度」、「水量」或玻璃杯和液體的「重量」之變化達到「音程」的比例。利

用這個結果，可以隨手拿起一個杯子，利用簡單的量筒及磅秤加以調音，玻

璃杯就成為成為一種有趣的簡單樂器了。 
 

 

 

 

 

有一次，在電視中看見了一個有趣的表演：一位演出者利用幾個玻璃杯，

裝入高低不同的水，竟然就能演奏出叮叮咚咚，相當美妙的音樂。看完後，

我們深深的為這叮叮咚咚的音樂吸引，決定要一探究竟。 

在五年級時，我們也曾上到「製作玩具樂器」單元，發現：事實上，各

種樂器都有他們的科學原理，這讓我們不禁有點好奇：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

壹、研究動機： 

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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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擊玻璃杯的聲音高低？到底要如何利用玻璃杯訂出音階，用以演奏出音

樂？因此我們決定以此為主題，好好的研究一番。 

 

 

 

 

 

我們希望能取材生活中常見的玻璃杯，瞭解影響玻璃杯聲音高低的因

素。同時，我們想更進一步地瞭解樂器的音階是如何決定的。希望在這個研

究後，我們能以簡單的工具，為隨意一個玻璃杯，訂出音階，敲擊出音樂。 

基於此構想，我們訂定研究目的如下： 

1. 觀察敲擊各種玻璃杯發出的聲音。 

2. 玻璃杯中水位變化與聲音音高的關係。 

3. 玻璃杯中水量變化與聲音音高的關係。 

4. 玻璃杯重量變化與聲音音高的關係。 

 

 
 

 

本研究所需之器材如下： 

1. 各種不同的玻璃杯、馬克杯。 

2. KORG 調音器（型號 DT-2）。 

3. 錄音筆。 

4. Gold Wave 5.06 版（音樂轉檔程

式）。 

5. 20 ml 針筒（代替量筒）。 

6. 500 ml 量杯。 

7. 一公斤磅秤。 

8. 直尺。 

9. 酒精。 

10. 安靜無聲的環境 

貳、研究目的： 

參、研究器材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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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所使用的玻璃杯是我們到處蒐集來的，其中有形狀規則的，也有不

大規則形狀的，由於我們也想知道馬克杯和玻璃杯聲音有何差異。所以，也順

便收集了兩個馬克杯。 

另外，為了知道敲擊玻璃杯所發出的聲音究竟為何，我們使用調音器顯示

音高，但調音器有一個缺點，就是只能顯示音名，以 Do 為例：在調音器中會

顯示出 C，我們無法確定這個音究竟是中央 Do，還是高音 Do。因此，我們採

用錄音筆錄音，並同時使用鋼琴錄製 3 個八度的音階，同時放入電腦，藉由 Gold 

Wave 5.06 這個音樂轉檔程式，我們可以同時聽到兩三組不同的聲音，這樣就可

以比較出這個音究竟為何。同時，這個軟體也可以顯示聲音的波形，讓我們簡

單觀察到聲音的波動，因此我們將它作為一個輔助工具，讓我們更瞭解敲擊玻

璃杯的聲音。 

為了避免外界雜音影響調音器及錄音筆的收音，因此必須選擇一個安靜的

環境，並且反覆數次，以免受外界雜音干擾，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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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  敲擊各種玻璃杯所發出的聲音 
 

器材： 
 

1. 各種玻璃杯。 

2. 一公斤磅秤。 

3. 調音器。 

4. 錄音筆。 

5. 直尺。 

6. Gold Wave 5.06 
 

 

方法： 

 

1. 測量並記錄各杯子的「杯壁厚度」、「高度」及「杯口直徑」、「重量」。 

2. 輕敲各杯子，記錄調音器顯示的音高，並以錄音筆錄音。 

3. 反覆數次，確認各個杯子的音高。 

4. 將收錄的杯子聲音輸入電腦，以 Gold Wave 5.06 加以比對。 

 

結果： 
 

 各種玻璃杯的聲音波形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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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G H 

 

 

   

I J K L 

 

  

M N O P 

 

    

 
 

 各種杯子的音高及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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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E F G H 

杯子重量（g） 195 235 240 192 185 175 210 235 

杯壁厚度（mm） 2 2 1 2 2 1 2 2 

杯口半徑（cm） 3 3 3.2 3 3 4.2 4.3 3 

杯子高度（cm） 11 14.5 12 11 11 14 13.5 13.3

杯內高度（cm） 10 13.5 11 10 10 13 12.5 12.3

音高 B #F G C B #F B B 

 I J K L M N O P 

杯子重量（g） 265 107 75 70 75 112 210 112 

杯壁厚度（mm） 2 2 2 2 2 2 2 2 

杯口半徑（cm） 3.3 3.4 2.6 2.6 2.5 2.5 3.8 2.5 

杯子高度（cm） 14.5 6 5.5 5.5 5.5 10 9 10 

杯內高度（cm） 12.8 5 5 5 5 9 7.8 9 

音高 #G G #D D D A D D 

 

 與鋼琴聲音對照後，確定各杯子的音高，記錄在鍵盤上，則如下圖： 

 

 

F 
175g 

K 
75g 

N 
112g 

J 
107g 

L 
70g 

P 
112g 

E 
185g 

M 
75g 

D 
192g 

A 
195g 

G 
210g 

O 
210g 

H 
235g 

B 
235g 

C 
240g 

I 
2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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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由於杯子並非專門的樂器，因此，調音器上顯示的音高，和實際的標準音

高會略有偏低或偏高的現象。另外，即使聽起來相似，但不同的玻璃杯敲擊後，

音高確實有微小的差異。經歸納整理後，我們發現： 

1. 「K、L、M」三個杯子由於重量相近，因此所得到的音高也都大致接

近；而「E、D、B、G」以及「H、A、C」兩組的杯子也有此情形出現。 

2. 依據各杯子音高分佈的情形大致可以看出：「重量輕的發出的聲音較

高，重量重的發出的聲音較低。」 

3. 因此可以推定『重量』是影響敲擊玻璃杯發出的音高之一項重要因

素。但微小的重量差距對於敲擊玻璃杯所發出的音高並沒有明顯的

影響。 

4. 除了 C、F兩個杯子外，其餘個杯子杯必厚度均為 2mm，但音高卻差

異甚大。因此，玻璃杯「杯壁厚度」似乎不是影響音高的關鍵因素。 

5. O、P 兩個馬克杯，均較相同重量的玻璃杯聲音的音高要高出許多，

可能是因為材質不同的原因，但是由於我們收集的馬克杯數量不

足，因此無法加以推測。 

 

由以上結果可知：杯子的「重量」，是決定敲擊所發出音高的一個重要關鍵，

因此我們決定藉由在玻璃杯裡面裝水，改變玻璃杯重量，試驗看看。 

但是，杯子重量的改變，原因可能來自「水位高度」、「容量」及「重量」

三方面，究竟其中的哪一項對聲音的改變最具影響？我們決定逐一加以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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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  玻璃杯中水位變化與聲音音高的關係 
 

 

 

器材： 
1. 編號 A、B、F、G、H、I的玻璃杯。 

2. 直尺。 

3. 20 ml 針筒（去掉針頭）。 

4. 調音器。 

 

 

 

方法： 

 

1. 將玻璃杯裝滿水，測量此時的水位高度，及音高。 

2. 針筒緩緩抽出水，加以調節，直到水量使

音高改變，測量並記錄此時的水位高度。 

3. 重複步驟三，直到音高無法再發生任何改

變為止。 

 

 

結果： 
 

 編號 A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水位高度（㎝） 10.3 音高 E F G A B 

音高 
＃D 水位高度 9.3 8.5 7.2 6.15 3.75

水位高度比值 1.11 1.09 1.18 1.17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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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B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水位高度 13.7 音高 A B C D E F ＃F 

音高 G 水位高度 12.5 11.2 10.5 9.1 7.4 6.8 4 

比值 1.1 1.12 1.07 1.2 1.23 1.09 1.7  

 

 編號 F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水位高度 13 音高 G A B C D E F 

音高 #G 水位高度 11.8 10.9 10 9.5 8.5 7.1 6 

比值 1.10 1.08 1.09 1.05 1.12 1.20 1.18  
 

 編號 G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水位高度 12.5 音高 D E F G A B 

音高 #D 水位高度 11.3 10.2 9.7 8.4 6.8 2.3 

比值 1.11 1.11 1.05 1.15 1.23 2.96 
 

 編號 H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水位高度（㎝） 12.3 音高 F G A 

音高 #F 水位高度 10.9 9.8 8.5 

水位高度比值 1.13 1.11 1.15 
 

 編號 I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水位高度 12.8 音高 C D E F G 

音高 #C 水位高度 12.4 11.6 10.8 9.9 9.1 

比值 1.03 1.07 1.07 1.09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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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整理以上結果，我們發現： 

1. 玻璃杯杯中的水位逐漸降低時，敲擊所發出得音高逐漸上升，顯示：「水

位降低、音高上升的現象」。 

2. 杯中的水位下降量並不大時，則不會顯現出其對於音高的影響。 

3. 每次水位降低的量並無一個定值，也未具有明顯的關係。也就是說：每

變化一個音高，其水位變化量並不一定。但是如果檢驗水位高度的比

值，則大致接近 1.1。當我們進一步找到資料，發現，兩個音高之間的

頻率震動比例就是「音程」，而音程的比值（如下表）： 

 

音
名 C D E F G A B C′ 

唱
聲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頻
率 262 294 330 349 392 440 494 524 

音
程  

9╱8 

（1.125） 

10╱9 

（1.11） 

16╱15 

（1.07）

9╱8 

（1.125）

10╱9 

（1.11）

9╱8 

（1.125） 

16╱15 

（1.07）

 

若將「音程」，與我們所得到的比值相比較，發現比 11 個接近我們所得的比

值，整理如下： 

 

A 玻璃杯 B 玻璃杯 
 

音高變化 比值 音程 音高變化 比值 音程 

E→F 1.09 1.07 G→A 1.1 1.11 

F→G 1.18 1.125 A→B 1.12 1.125 

G→A 1.17 1.11 B→C′ 1.07 1.07 

A→B 1.64 1.125 C′→D′ 1.2 1.125 

   D′→E′ 1.23 1.11 

音 

高 

變 

化 

   E′→F′ 1.09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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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4. 每變化一個音高，杯中的水位變化量比例需達到「音程」的比例。 

5. 在實驗中，杯中的水位不斷降低達到某一個固定音高之後，即使杯中的

水位繼續降低，音高也不會改變，這與一般樂器相似，都有其音高變化

的固定區域，也就是樂器的「音域」 

6. 最初與最後幾組杯中水位變化量比值，誤差較大，依據我們的推想，可

能原因有二： 

（1） 玻璃杯本身在裝滿水後並非「標準音高」。 

（2） 音域的限制。 

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出計算變化一個音高後玻璃杯中的水位高度。 

即：  「公式：（原來水位高度）÷（音程的比例）」 

 

但 A、B兩玻璃杯是「形狀均勻」的，若為「F、

G、H、I」這幾個形狀不大規則的玻璃杯，則玻璃

杯中水位的變化比例會變得不規則，且和音程的

比例差異變大： 

 

 

音高變化 音程 F杯比值 G 比值 H 杯比值 I 杯比值 

C→D 1.125    1.03 

D→E 1.11  1.11  1.07 

E→F 1.07  1.11  1.07 

F→G 1.125  1.05 1.13 1.09 

G→A 1.11 1.10 1.15 1.11 1.09 

A→B 1.125 1.08 1.24 1.15  

B→C′ 1.07 1.09    

C′→D′ 1.125 1.05    

D′→E′ 1.11 1.12    

E′→F′ 1.07 1.12    

 

所以，雖然玻璃杯的「水位變化」可以作為決定音階的方式，但「玻璃杯

必需形狀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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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  玻璃杯中水量與聲音音高的關係 
 

 

 

器材： 
1. 編號 A、B、F、G的玻璃杯。 

2. 20 ml 針筒。 

3. 調音器。 

4. 酒精。 

 

 

方法： 

 

1. 將玻璃杯裝滿水，記錄所需水量及音高。 

2. 針筒緩緩抽出水，加以調節，直到改變一個音高為止，記錄抽出水

量。 

3. 重複步驟三、四，直到音高無法再發生任何改變為止。 

4. 將杯中的「水量」相除求得比值，並加以記錄。 

5. 改以酒精試驗。 

 

 

結果： 
 

 

 編號 A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音高 E F G A B 
水量（ml） 236 

抽出水量 10 20 35 28 60 

音高 
＃D 杯中水量 226 206 171 143 83 

比值 1.04 1.09 1.20 1.19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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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B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音高 A B C D E F ＃F 水量

（ml） 
360 

抽出水量 15 35 20 40 50 30 60 

音高 G 杯中水量 345 310 290 250 200 170 110 

比值 1.04 1.11 1.06 1.16 1.25 1.18 1.55  

 
 

 編號 F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音高 G A B C D E F 水量 

（ml） 
550 

抽出水量 65 45 50 30 55 70 50 

音高 #G 杯中水量 485 440 390 360 305 235 185

比值 1.13 1.10 1.13 1.08 1.18 1.30 1.27  

 
 編號 G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音高 D E F G A B 水量 

（ml） 
465 

抽出水量 25 55 30 60 75 160 

音高 #D 杯中水量 440 385 355 295 220 60 

比值 1.06 1.14 1.09 1.20 1.3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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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由以上結果，發現： 

1. 玻璃杯中水量逐漸減少時，音高逐漸上升，當「水量變化」微小時，並

不會對玻璃杯音高產生影響。 

2. 每次「抽出的水量」及「剩餘的水量」並沒有明顯的關係。比值則接近

11，也與研究二中的音程資料接近： 

 

音高變化 音程 A杯比值 B 比值 F 杯比值 G 杯比值 

D→E 1.11    1.14 

E→F 1.07 1.09   1.09 

F→G 1.125 1.20   1.20 

G→A 1.11 1.19  1.10 1.34 

A→B 1.125 1.72 1.11 1.13 3.67 

B→C′ 1.07  1.06 1.08  

C′→D′ 1.125  1.16 1.18  

D′→E′ 1.11  1.25 1.30  

E′→F′ 1.07  1.18 1.27  

 

由此，欲變化一個音高，需使水量變化的比例達「音程」比例。我們可以以

此推論出計算變化一個 2度音高後玻璃杯中的水位高度。 

即：  「公式：（原來玻璃杯中水量）÷（音程的比例）」 

 

 

我們在研究中使用的是「水」，但是我們不禁有些好奇：若是換成其他溶液

時溶液的容量變化比值，是否也會與音程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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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將杯中的水換成換成以酒精加以試驗，發現： 

3. 同樣的容量時，裝酒精時敲擊玻璃杯的音

高會比裝水時高。 

4. 裝酒精後，變化一個音高，杯內容量的變

化比例變得很不規則，且比值與「音程」

差異較大，將結果整理如表： 

 

 

音高變化 音程 A杯比值 B 比值 F 杯比值 G 杯比值

D→E 1.11    1.06 

E→F 1.07 1.04   1.16 

F→G 1.125 1.10   1.10 

G→A 1.11 1.21  1.13 1.24 

A→B 1.125 1.20 1.04 1.10 1.43 

B→C′ 1.07 1.72 1.11 1.13 12.87 

C′→D′ 1.125  1.07 1.08  

D′→E′ 1.11  1.16 1.18  

E′→F′ 1.07  1.25 1.30  

F′→G′ 1.125  1.18 1.27  

 

由上面結果可知：雖然「容量」可不受玻璃杯形狀限制，作為訂定玻璃

杯音階依據。但是，僅僅適用於「水」，若將杯中液體，換成其他液體時，

這個規則就不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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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  玻璃杯重量變化與聲音音高的關係 
 

器材： 
1. 編號 A、B、F、G、H、I的玻璃

杯。 

2. 一公斤磅秤。 

3. 20 ml 針筒（去掉針頭）。 

4. 調音器。 

5. 酒精。 

 

方法： 
 

1. 玻璃杯裝滿水，分別秤出重量及音高。 

2. 針筒緩緩抽出水，加以調節，直到重量使音高改變為止，再利用

磅秤秤重。 

3. 重複步驟三，直到音高無法再發生任何改變為止。 

4. 以酒精重複上述步驟。 

 

 

結果： 

 
 編號 A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重量（g） 430 音高 E F G A B 

音高 ＃D 重量 420 400 365 340 280 

比值 1.02 1.05 1.09 1.0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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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B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重量（g） 600 音高 A B C D E F ＃F 

音高 G 重量 575 540 520 480 430 400 340

比值 1.04 1.06 1.03 1.08 1.12 1.075 1.18

 
 編號 F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重量（g） 725 音高 G A B C D E F 

音高 #G 重量 660 615 565 535 480 410 360

比值 1.10 1.07 1.09 1.06 1.11 1.17 1.14  
 

 編號 G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重量（g） 675 音高 D E F G A B 

音高 #D 重量 650 595 565 505 430 270 

比值 1.04 1.09 1.05 1.12 1.17 1.59 

 
 編號 H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重量（g） 545 音高 F G A 

音高 #F 重量 520 480 428 

水位高度比值 1.05 1.0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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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I 的玻璃杯： 
 

全滿 抽水後 

重量（g） 565 音高 C D E F G 

音高 #C 重量 535 505 480 465 425 

比值 1.06 1.06 1.05 1.03 1.09
 

 

 

討論： 

 

由以上結果，發現： 

1. 重量逐漸減少時，音高逐漸上升，但微小的重量變化並不能改變玻璃杯

音高。 

2. 玻璃杯每次的「重量變化」並未具有明顯的關係。但若是與研究二所收

集到的資料對照，則每變化一個 2度，其重量變化比值與「音程」相近。

整理如表： 

 

音高變化 音程 A 杯比值 B 比值 F杯比值G杯比值 H杯比值 I 杯比值

C→D 1.125      1.06 

D→E 1.11    1.09  1.05 

E→F 1.07 1.07   1.05  1.03 

F→G 1.125 1.125   1.12 1.08 1.09 

G→A 1.11 1.11 1.11 1.07 1.17 1.12  

A→B 1.125 1.125 1.125 1.09 1.59   

B→C′ 1.07  1.07 1.06    

C′→D′ 1.125  1.125 1.11    

D′→E′ 1.11  1.11 1.17    

E′→F′ 1.07  1.0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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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欲使音高變化達到一個音，需使重變化比例需達到「音程」比例。依

此，我們可推論出計算變化一個 2度音高後玻璃杯中的水位高度。 

 

即：  「公式：（原來重量）÷（音程的比例）」 

 

當我們改以酒精試驗，發現雖然杯內裝酒精

後，音高變得比較高，但是，每變化一個音高，

重量的比值與「音程」直相近，整理如下表： 

 

 

音高變化 音程 A 杯比值 B 比值 F杯比值G杯比值 H杯比值 I 杯比值

C→D 1.125    1.04  1.06 

D→E 1.11 1.02   1.09  1.05 

E→F 1.07 1.05   1.05 1.03 1.03 

F→G 1.125 1.09 1.03 1.09 1.11 1.08 1.09 

G→A 1.11 1.08 1.06  1.07 1.17 1.12  

A→B 1.125 1.20 1.04 1.09 1.55   

B→C′ 1.07  1.08 1.05    

C′→D′ 1.125  1.11 1.11    

D′→E′ 1.11  1.07 1.16    

E′→F′ 1.07  1.16 1.13    

 

因此，玻璃杯「重量」，可以不受「玻璃杯形狀」及「液體密度」的限制，

可以作為訂定玻璃杯音階依據。 

綜合研究二、三、四：雖然「水位高度」、「杯中水量」以及玻璃杯「重量」

三種方式，均可以用來訂定玻璃杯的音階。但是，「水位」、及「水量」，均有使

用上的限制。所以，為玻璃杯並定音階時，最適用的方式就是以玻璃杯「重量」

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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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研究結果，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1. 由研究一的結果可知： 

（1） 儘管聽起來聲音相似，但實際上各個玻璃杯仍有其音高上微小

的差異。 

（2） 就我們所收集的玻璃杯而言，「重量」是影響音高的關鍵因素。 

（3） 我們所收集到的馬克杯，秤出來的重量雖然較玻璃杯重，但是

測出來的音高卻較高，可能是因為材質影響，但因樣本數不

夠，因此無法斷定。 

2. 由研究二的結果得知： 

（1） 玻璃杯中水位越低，聲音越高。 

（2） 「水位高度」可以決定音階的產生，其比例符合音程的比例。

但玻璃杯必需「形狀規則」。 

（3） 當玻璃杯「形狀均勻」時，可用研究二之結果來作為決定音高

的依據，即： 

「（水位高度）÷（音程的比例）」。 

3. 由研究三的結果得知： 

（1） 玻璃杯中水量減少，則聲音升高。 

（2） 玻璃杯中「水量」可決定音階的產生，水量變化量比例符合音

程的比例。 

（3） 利用水量訂定音階可以免去「形狀」的影響，但所裝的液體必

須為「水」。 

（4） 當玻璃杯中所裝液體為「水」時，可用研究三之結果作為決定

音高的依據，即： 

「（玻璃杯中水量）÷（音程的比例）」。 

4. 由研究四的結果得知： 

伍、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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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玻璃杯及液體的「重量」減少時，則聲音升高。 

（2） 「重量」可以決定音階的產生，其變化比例符合音程的比例。 

（3） 利用玻璃杯及液體的「重量」訂定音階，是我們所能找出最不

受條件限制的方式。其方法為： 

「（玻璃杯重量）÷（音程的比例）」。 

5. 本研究幾次的實驗均發現：「微小的變化量」無法造成音高上的改變。

同時，在調整水量時「最初」及「最後」幾組實驗都出現計算數值結

果誤差較大的情況，經過探討後，我們認為可能原因有： 

（1） 玻璃杯本身並非「標準音高」。 

（2） 調音器靈敏度的限制。 

（3） 使用的測量工具精確度的限制。 

6. 研究二、三、四中，最後均出現無論改變量多大，音高均無法變化的

情形，此係樂器的「音域」。在「音域」範圍內音高可自由變化，若超

出此範圍則無法改變。 

 

原本，我們期望能夠找到一種更加簡便的方式，來訂定音階。但在事實上，

聲音音高的變化遠比我們的想像複雜。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所有的變化比

例都與「音程」相關。「音程」是兩個音高間震動「頻率」的比值，所以其實可

以說是一種「頻率的比例」。由我們收集的資料，得到各音階的頻率及音程的關

係如下表： 

 

音名 C D E F G A B C′ 

唱聲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頻率 264 297 330 350 396 440 495 528 

音程  9╱8 10╱9 16╱15 9╱8 10╱9 9╱8 16╱15  

頻率比 24： 27： 30： 32： 36： 40： 4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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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杯本身並非專門的樂器，因此我們所能得到的音準與標準音高有些微差

距。使用調音器來測試音高，可能會受到外在環境中雜音的干擾，造成誤差。

原本，我們想藉助樂器行中販售的「收音麥克風」來加以改善，卻發現效果並

不如預期，甚至造成調音器無法測試，因此只有放棄。我們使用 Gold Wave 5.06

來顯示聲音的波形，但僅僅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出每一個玻璃杯敲擊出來的聲音

確實不同，對於測定實際的音高、音準，並無太大幫助，這些都是我們這個研

究不盡完善之處。在幾次討論後，我們認為：若能夠找到直接測試音波「頻率」

的儀器，直接觀測頻率的改變，所得的結果將會更為精準。 

在進行本研究的同時，除了讓我們更瞭解樂器製造的原理，也在這叮叮咚咚

的聲音中體驗如水晶音樂般的質感，這才是我們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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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 

本件作品以就地取材及隨手可得的各式玻璃

杯探討各項變因與音高的關係，並且從中找出

關係式，就實用性而言是值得嘉許，就器材使

用上是有環保概念及鄉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