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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者身為高中生，平常看到同儕在讀書時會聽音樂，我自身有時候也會有這個習慣，

但常聽師長叮嚀我們，讀書不要聽音樂，因此透過此次研究來瞭解高中生聽音樂對於學習專

注度之影響，並探討學習成效是否有相關性。根據蒐集了 190 份網路問卷發現，大部分的高

中生都有讀書聽音樂的習慣，但他們知道自己的問題點，像是算數學或默背課文時，就有許

多學生是不聽音樂的。此次研究另針對 30 位高中生來進行腦波分析實驗，根據研究結果顯

示，大部分的高中生，不論在讀書時聽哪一種類型的音樂，其專注度及學習成效皆有明顯提

高。其中，又以古典音樂對於學習專注度及成效最明顯。因此，高中生邊讀書邊聽音樂不是

一種壞習慣，反有助於高中生提振學習專注度及成效。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變遷，在科技發達的今日，我們在物質享受中擁有太多選擇。常聽長輩提起：

「現在的小孩都活在 3C 世代。」在我周邊的同儕裡，很多人都是從小就開始接觸 3C 產品，

舉凡智慧型手機、平板、Switch……等，可以說是 3C 產品陪伴長大的小孩，甚至有些同儕

在國小就拿到手機，到了國、高中階段，「人手一機」的現象更是普及，似乎沒有手機的同

學在同儕中是不正常現象。正因如此，現今新一代的青少年，從小就生活在「有聲有色」的

世界，大家似乎已經習慣光彩奪目的畫面，面對硬生生的書本、冰冷冷的文字則顯得無趣、

枯燥乏味，進而在學習時容易分心，無法專注。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現象來觀察，現在有越來越多學生選擇讀書的地點，已經不是以往

的圖書館，而是一些知名咖啡廳、知名速食店等，他們點了一杯飲料或餐點，就戴起耳機聽

著音樂，坐在位置上讀書。在校園中，同儕間聊天的話題，也常圍繞在最近哪一首音樂很好

聽，有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邊讀書、邊聽音樂。究竟，邊讀書、邊聽音樂是好？是壞？對於專

注度及放鬆度是如何？這個議題吸引了我的好奇想要深入研究。 

  專注是指在一段時間中，人類可以專心，且將注意力持續、有選擇的集中在某一項特定

的活動或訊息上，達成「人在，心就在」的境界，進而在專注力提升的情況下，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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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編譯館（2000）出版的《教育大辭書》中，將「注意」一詞定義為：「感覺或思考專心 

一致的心理狀況。」因此，專注是把意志力集中，不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干擾。然而，人類的

意志力是有限的，面對外界形形色色且多元複雜的刺激，不停干擾著我們的感官世界，要是

人類的大腦中沒有一種過濾機制，那麼我們將會認知負載， 無法有效解決這些刺激（楊蕙

綾，2005）。 

  西元 2008 年，《親子天下雜誌》針對三千多位中小學的導師及學生做了一份「專注力調

查」，根據調查結果顯示，有 94%的導師認為，學生的專注力不足已是普遍現象，至於影響

學生專注力不足的原因，前三名分別是：50.7%認為「睡眠時間不足、沒睡飽」、45.8%認為

「教師上課方式太枯燥、無趣」、44.2%則認為「教師授課內容太難，聽不懂在講什麼」。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的主旨，透過腦波儀的偵測，探討高中生在放音樂的情況下，其專注度及放

鬆度的影響程度，以期瞭解邊讀書、邊放音樂之下，其專注度及放鬆度的改變，是否會對學

習成效產生影響之相關性，因此本研究對象鎖定 111 學年度就學的高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

學生，探究他們邊聽音樂、邊讀書的專注度及放鬆度，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音樂對於高中生的學習專注度是否有影響。 

二、比較「不聽音樂讀書」與「邊聽音樂邊讀書」的專注度之關聯性。 

三、比較「不聽音樂讀書」與「邊聽音樂邊讀書」在學習成效上的差異性。 

四、探討音樂的類型是否對於高中生的專注度及學習成效所產生的影響。 

 

三、文獻回顧 

（一）腦波 

  十九世紀末，德國有一位生理學家漢斯˙伯格（Hans Berger）發現電鰻的身軀會釋放出

電波，因此推測人類的身體也應該具有電波的存在，因此他開始研究進行人體研究，想找出

人類身上的電波。另有一說，早在 1875 年，英國的生理學家柯頓（Richard Cotton）就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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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的大腦皮質表面記錄到一種電波，而且這個電波跟呼吸、心跳無關，但當兔子死亡之後

就無法偵測到電波。直到 1929 年，伯格終於觀察到人類的頭蓋骨（大腦）中有著跟電鰻一

樣的電波釋放，他開始記錄、測量電波的活動，這可以說是人類史上首次發現身上的電波，

因此伯格將觀察及測量的記錄公開，將它命名為「腦電波圖」（electroencephalogram，簡稱

EEG、腦波）。隨後，有越來越多學者對腦波感到興趣而投身研究的懷抱，在醫學領域也逐漸

被重視、推廣，應用在人類睡眠時的腦波觀測，或是用以追蹤憂鬱症患者、阿茲海默症患者

的腦波記錄，以期人類能對更多的疾患之病理原因有著更深層的認識。 

 

 

圖 1-1 頭蓋骨中釋放腦波的點。（圖片來源：姚裕評） 

 

  大腦中有好幾千萬個神經元組成且共同運作，每一個神經元之間會透過「電」的釋放來

連繫彼此，也會接收來自其它神經元的電，等到能量與刺激足夠之後釋放出來，因此，神經

元與神經元之間的電位差就形成了「腦波」。腦波可以依據電位差變動頻率的不同，與人類

的意識活動相互對應，腦波的變動頻率可區分為五種：α 波、β 波、θ 波、δ 波與 γ 波。

這四種腦波在不同的情況下會產生波動，每個腦波影響人類的心理、情緒層面都不相同：α

波在心理狀態平靜且放鬆時會形成強烈的反應，β 波是在集中精神的狀況下產生強烈反應。

而 θ 波和 δ 波是屬於睡眠波，θ 波是在人類剛進入睡眠狀態時會有強烈的反應，δ 波則

是人類進入深層睡眠後，轉變為波段較強的變化（林于凱，2020）。γ 波通常會出現在大腦

受到多重刺激時，或是短期記憶的認知行為才會啟動運作，在腦波的波段中屬於較少出現、

較少使用的一種腦波（林美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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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知，腦波就像是一顆觸發器，每個波段的增加都有助維持注意力（Asadaetal，

1990），因為腦波與專注力的程度有關聯性。腦波會受到外在的感官刺激、認知活動的干擾

而產生不同頻率的變化，像是 α 波的頻率提升時，表示正處於專注狀態（Pfurtscheller & 

Klimesch，1992），因此，當 α 波的頻率出現明顯上升時，表示專注力更加集中。研究者將

各種腦波種類、頻率與特性整理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 α 波、β 波、θ 波、δ 波與 γ 波之頻率與特性（由腦波頻率快到慢排列） 

種類 頻率 特性 

Gamma 

γ 波 
31Hz～100Hz 

腦波頻率 最快 

特性 
γ 波通常只會出現在大腦受到多重刺激或短期記憶

的認知行為時，研究上較少使用 

Beta 

β 波 
16Hz～32Hz 

腦波頻率 第二快 

特性 

β 波通常在人體清醒的狀態下出現，例如：陷入思

考、計算、專注力提高，或是心理產生緊張感、出

現壓力等狀態都容易出現此波。當 β 波大量出現，

人體會逐漸呈現緊張感，並對周遭環境做出相對應

準備，就像開啟防禦模式一樣，此時大腦除了維持

自身系統的運作，還須啟動外在防禦，在這樣的狀

態下會消耗大量人體中的免疫系統，因此容易產生

疲憊感，需要適度休息，若無法有充足的休息，心

理會累積更多壓力，使人體的專注力明顯提高 

Alpha 

α 波 
8Hz～12Hz 

腦波頻率 第三快 

特性 

α 波的頻率較 β 波慢一點，通常會出現在人體處在

放鬆狀態時，例如：放空發呆、全身放鬆，或是閉

眼時（此時腦袋仍然清醒）。α 波是意識與潛意識之

間的橋梁，當人體進入放鬆狀態時，身心靈消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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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較少，下腦部獲得的能量就比較多，使大腦在

運作時更流暢、迅速，因此靈感、直覺也會變得更

加敏銳。依據現今科學的研究顯示，α 波是人類在

思考與學習狀態下的最佳腦波 

Theta 

θ 波 
4Hz～6Hz 

腦波頻率 次慢 

特性 

θ 波通常出現在潛意識的狀態下，容易影響人體的

態度、行為、期望與信念，常出現在剛入眠時。當

人類的意識中斷，身體便會進入到深度地放鬆，這

是一種較高層次的精神狀態。當人體的意識中斷之

後，原本平常清醒時的判斷功能也跟著中斷，此時

大腦對外界傳來的訊息接受度提高，這就是被催眠

的人容易回答催眠師的問題之原因。另外，θ 波與

大腦邊緣的功能有著直接關連，容易觸發人體的長

期記憶，被譽為「直通學習與記憶的大門」 

Delta 

δ 波 
0.5Hz～3Hz 

腦波頻率 最慢 

特性 

δ 波比較慢又振幅較高的波，通常出現在無意識、

深入睡眠或沒有知覺的狀態下。δ 波與人類的睡眠

品質沒有太大的關係，根據科學家研究，δ 波也是

開發人類大腦直覺第六感的雷達系統 

（表格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專注度與放鬆度 

  專注，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最重要的第一步，學生的學習成效受到專注度的影響深遠

（Clark，Nguyen 等，2010）。專注度是否與學習成效有一致性，許多專家學者抱持不同的見

解。臺鳳英（2003）在研究中發現，學生在學習時越專注，能使學習成效提高。 

  專注力係指每個人在學習事物中非常重要的一種現象，也是不可或缺的行為與機制。有

許多教育學家、心理學家針對「專注力」一詞提出各種不同面向的解釋，把專注力區分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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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向度，分別有：方向性、選擇性、分散性、持續性、重視性、集中性及交替性

（Sohlberg & Mateer，1987；Coull，1998；Moran，2004；David 2005），基於不同論述、解

釋，研究者自行將這些定義整理，如下表 1-2 所示： 

 

表 1-2 學者對於「專注力」一詞提出的解釋 

學者 年份 解釋 

Zimbardo 1985 一種複雜且夾雜著多面向的架構，應該以多面向來考慮 

Eysenck & Keane 1995 指將精神專注地集中在某一項特定的事物 

Lewisetal 1996 
一種有限的概括性認知，對某些事物共同本質的屬性，將其內

在規律的反應 

Coull 1998 受到地點、對象或時間上的刺激而有不同的認知 

Dayan 2000 
專注力是一種多元、複雜的心理現象，受到不同神經系統的影

響，涉及到的大腦結構與機制也截然不同 

Mayer & Moreno 2002 將行為及過程的焦點，放置於單一個或多個不同的刺激反應 

（表格來源：研究者整理） 

 

  當個體在學習一項新事物時，是否學習得好，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投入的專注度高低，簡

言之，當我們在學習時，學習的成效及效率，都取決於專注力的高低（Hu & Hui，2012）。

而在專注力程度（attention levels）的區分，有許多學者提出不同方式。 

  根據人類長期以來的實驗發現，腦波的變化與專注力是否集中具有正相關性，其中，又

以 α 波、β 波、θ 波的振幅或頻率變化，會反應出不同的專注力程度。學者 Prinzel et al. 

（2001）研究發現：α 波的減少及 θ 波的增加，對於學習的負荷量與專注力的程度有明顯的

關連性；另有研究指出，當個體專注在計算測驗時，其 α 波的振幅會比平常減少很多，並且

θ 波及 β 波會有明顯提升，使個體的專注力更加集中，記憶力也會增加。因此，θ 波及 β 波

的增強，明顯有助於學習成效的提升（Mecklinger et al. ，1992；Kilmesch et al，1993）。當

專注度滿足需求時，個體的認知表現就會上升。專注度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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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注度指數＝
   In（ high β + low β ）

  In（ high α + low α ）
 

  上述的專注度公式，即為 eSense™參數，用來描述受試者進入專注狀態的程度，也就是

注意力集中程度。eSense™參數是以 1～100 的具體數值來表達受試者的專注程度。eSense™

數值若介於 40～60 之間，即為中間範圍，以此作為「基線」；若數值位於 60～80 之間，表

示參數值在「較高值區」；若數值在 80～100 之間，表示參數值在「高值區」；若數值位於

20～40 之間，表示此參數落在「較低值區」；若數值位於 1～20 之間，則為「低值區」。 

 

         表 1-3  eSense 指數（專注度指標） 

eSense 指數 分類 

1～20 低度專注 

21～40 中低度專注 

41～60 中度專注 

61～80 中高度專注 

81～100 高度專注 

                 （表格來源：研究者整理） 

 

  另外，學者 Sauseng et al. 2007 也提出不同的見解，θ 波與個體維持專注力、情緒反應及

內化注意力有關，也與注意力的持續性、感覺訊息的處理過程，以及學習任務的複雜性有 

正相關性。α 波會受到感官的刺激、自主認知而降低振福，當 α 波振幅降低且頻率提升時，

表示腦部正在激發專注力的提升（Pfurtscheller & Klimesch，1992）。 

  早期也有學者研究指出，在人體的腦部結構及訊息的運輸處理，主要是由額葉負責思想

的區域，也就是我們的額頭，這個區塊系統主要是負責處理人格、情緒、專注力、創意及理

性等方面。個體的專注力集中在學習或工作時，大腦中的額葉與頂葉的神經系統則扮演重要

角色（Chen & Desmond，2005），由此我們推論，大腦在執行學習工作任務時，主要是由額

葉區負責，且區域之間的神經系統運作是個體在執行複雜任務與作業時的重要指標，其中又

以額葉區與頂葉區間的神經系統之運作連結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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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設備及器材 

  此次的研究設備，採用獲得 NCC 核准的勝宏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的 Mind Sensor 智能腦波感測儀及海

量腦波數據行動平臺作為實驗分析器材；歌曲部分，則以

流行音樂、古典音樂、搖滾音樂、抒情音樂等四種類型的

音樂，並以 KKBOX 作為播放音樂的軟體。因此，本實驗

以這四種音樂類型在 KKBOX 去年度點播排行榜第一名的

音樂歌曲作為實驗。 

  而受試者在進行國文閱讀理解測驗部分，以全臺各高

中最多學校選用的翰林版作為實驗版本；數學計算題測驗，

則以最多學校選用的龍騰版作為實驗版本，並且搭配翰林

版及龍騰版的線上命題系統作為測驗的命題依據。 

 

使用器材 

及腦波儀器 
筆記型電腦 

勝宏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ind Sensor 智能腦波感測儀 

使用軟體 
KKBOX 

（播放音樂軟體） 

勝宏精密科技 

海量腦波數據行動平臺 

（腦波數據分析軟體） 

 

翰林雲端命題大師 

龍騰線上命題系統 

（命題測驗卷） 

流行樂音檔 
告五人 (AccuseFive) 

《好不容易》 

小阿七 

《從前說》 

古典樂音檔 
莫扎特 

《G 小調第四十號交響曲》 

貝多芬 

《F 大調第六號交響曲──田園》 

搖滾樂音檔 
茄子蛋（EggPlantEgg） 

《浪子回頭》 

陳芳語 

《小缺點》 

抒情樂音檔 浪漫抒情鋼琴音樂 唯美抒情鋼琴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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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流程及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兩種方式： 

（一）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採用 google 表單的形式來進行「問卷調查法」，主要是希望透過量化的研究方式，

瞭解高中生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比例，以及探討他們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原因，

檢視自己在讀書時是否會被音樂干擾、影響的情形。 

 

（二）實驗法 

  本研究找了 30 位高中一年級普通科的學生來進行實驗，分別有 15 位男生、15 位女生，

這 30 位學生的起始點相當，都是參與去年度 111 學年度國中教育會考，且積分都是 20 分

（亦為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自然科、社會科的會考各科成績都是 B）。 

  本次實驗主要是想瞭解高中生在閱讀理解及計算時，「不聽音樂讀書」與「邊聽音樂邊

讀書」等面相是否有差異性，因此針對這 30 位高中生進行測驗，測驗單元皆是以教育部審

定通過的翰林版高中國文科第一冊範圍及龍騰版高中數學科第一冊範圍，並透過國文老師與

數學老師的協助，以這兩項版本的命題系統來命題測驗試題，國文科每一份試題都是以 25

題選擇題為原則，且試題的難易度皆設定為 10 題簡單、10 題中等、5 題較難的模式，每題 4

分；數學科則是 20 題選擇題，1 題 5 分，題目難易度則為 5 題簡單、10 題中等、5 題較難，

並配戴無侵入式的腦波儀在頭上，本實驗的地點都是在同一個空間，以求控制變因都是在相

同的情況下。 

確認研究主題 

與研究目的 
蒐集文獻回顧 

資料收集 

與分析 
製作調查問卷 

分析問卷結果 
挑選自願學生 

參與腦波量測實驗 
研究結論與建議 

整理與歸納 

問卷及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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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及實驗法的方式來進行，希望藉此探討音樂對於高中生的專注度

與放鬆度之影響，從中瞭解高中生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情形，以及對於專注力及學習成效是

否有關連性。本研究以 google 表單的形式，先進行問卷調查及蒐集，瞭解高中生在邊讀書、

邊聽音樂的情況，再從中找來 30 位高中生進行實驗，自 111 年 9 月開始進行實驗，至今經

歷了七個多月的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一、問卷調查法 

  本次研究，採取以 google 表單的形式進行「問卷調查法」，在刪除答題不佳（例如：每

一道題目都回答同一個答案）的問卷後，共計回收了 90 份有效問卷，資料呈現的樣本數據

如下： 

（一）基本資料部分 

1、填答者的性別，如圖 4-1 所示： 

 

     

                                    圖 4-1 

 

  在本次 190 份的有效問卷中，填答者有 142 位女生，占比 74.7%；48 位男生，占比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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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答者就讀的年級，如圖 4-2 所示： 

 

        

圖 4-2 

 

  在本次 190 份的有效問卷中，填答者就讀高中一年級的有 60 人，占比 31.6%；就讀高中

二年級的有 96 人，占比 50.5%；就讀高中三年級的有 34 人，占比 17.9%。 

 

3、填答者國中教育會考的國文科與數學科成績，如圖 4-3、圖 4-4 所示： 

 

      

圖 4-3 國中會考國文科成績         圖 4-4 國中會考數學科成績 

 

  本次的問卷中，有詢問填答者國中教育會考各科的成績，但因本研究僅針對閱讀理解及

計算部分進行實驗，因此選定以國文的閱讀、數學的計算來進行，故僅列出填答者參與國中

教育會考的國文科及數學科成績。 

  在 190 位有效問卷的填答者中，參與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成績獲得 A 的人數為 60 人，

占比 31.6%；獲得Ｂ的人數為 122 人，占比 64.2%；獲得Ｃ的人數為 8 人，占比 4.2%。 



12 
 

而參與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成績獲得 A 的人數為 54 人，占比 28.4%；獲得Ｂ的人數為 100

人，占比 52.6%；獲得Ｃ的人數為 36 人，占比 18.9%。 

 

（二）哪些學習行為會聽音樂？ 

1、在「讀書」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5 所示： 

 

 

                                   圖 4-5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讀書」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44 人，占比 23.2%；時常會聽音樂

的有 46 人，占比 24.2%；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64 人，占比 33.7%；非常少的有 28 人，占比

14.7%；而不曾聽音樂的僅有 8 人，占比 4.2%。由此可知，高中生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情形非

常普遍，超過九成的高中生都有邊讀書、邊聽音樂的經驗。 

 

2、在「訂正試卷」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6 所示：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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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訂正試卷」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42 人，占比 22.1%；時常會聽

音樂的有 28 人，占比 14.7%；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38 人，占比 20%；非常少的有 46 人，占

比 24.2%；而不曾聽音樂的僅有 36 人，占比 18.9%。從此圖可以發現，高中生在「訂正試卷」

會邊聽音樂的比例也是很高，但與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比例對照，在總是、時常、有時候的

頻率中都有下降的趨勢，反之非常少、不曾的比例提高，由此推估，因為訂正考卷所需要花

費的時間較短暫，沒有讀書來得久，因此非常少或不曾的比例有較多的現象。 

 

3、在「寫作業」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7 所示： 

 

   

                                   圖 4-7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寫作業」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60 人，占比 31.6%；時常會聽音

樂的有 36 人，占比 18.9%；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50 人，占比 26.3%；非常少的有 34 人，占

比 17.9%；而不曾聽音樂的僅有 10 人，占比 5.3%。從此圖可以發現，高中生在「寫作業」

會邊聽音樂的比例與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比例差不多，不過可以觀察到，「寫作業」時總是

會聽音樂的比例上升許多，將近 1/3 的比例，由此推估，有約 8%的高中生可能還是會擔心

在讀書時聽音樂會干擾吸收，因此只會在寫作業時聽音樂。 

 

 

 

 

 



14 
 

4、在「背課文」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8 所示： 

 

   

                                   圖 4-8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背課文」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16 人，占比 8.4%；時常會聽音

樂的有 14 人，占 7.4%；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20 人，占比 10.5%；非常少的有 50 人，占比

26.3%；而不曾聽音樂的卻高達 90 人，占比 47.4%，接近一半。從此圖可以發現，高中生在

背課文時會聽音樂的比例較少，約兩成多，不曾在背課文時聽音樂的接近五成，由此推估，

大部分的高中生認為在默背課文時聽音樂，會被音樂的歌詞干擾背誦的文字，而選擇不聽音

樂的居多。 

 

5、在「閱讀」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9 所示： 

 

   

                                   圖 4-9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閱讀」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32 人，占比 16.8%；時常會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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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40 人，占 21.1%；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48 人，占比 25.3%；非常少的有 36 人，占比

18.9%；而不曾聽音樂的約 34 人，占比 17.9%。從此圖可以推估，約七成以上的高中生在閱

讀時仍然會選擇聽音樂。 

 

6、在「思考」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10 所示： 

 

   

                                  圖 4-10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思考」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26 人，占比 13.7%；時常會聽音樂

的有 28 人，占 14.7%；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38 人，占比 20%；非常少的有 42 人，占比

22.1%；而不曾聽音樂的人數有提高的趨勢，約 56 人，占比 29.5%。從此圖可以推估，有近

三成的高中生可能覺得在思考時需要專心，擔心聽音樂時會被干擾，因此不選擇聽音樂。 

 

7、在「計算數學或計算題」時聽音樂的比例，如圖 4-11 所示： 

 

   

                                   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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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計算數學或計算題」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26 人，占比 13.7%；

時常會聽音樂的有 34 人，占 17.9%；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24 人，占比 12.6%；非常少的有

38 人，占比 20%；而不曾聽音樂的人數亦有上升的趨勢，約有 68 人，占比 35.8%。從此圖

可以推估，高中生在計算數學或計算理工題目時，總是、時常及有時候會聽音樂的人數有下

降現象，可能高中生認為計算時需要專心解題、抽絲剝繭，擔心音樂會干擾思緒而導致粗心

計算錯誤，因有近 1/5 的高中生非常少在此時聽音樂，更有超過 1/3 的比例是不會在計算題

目時聽音樂。 

 

8、在「讀自己最喜歡的科目」時聽音樂的比例，以及高中生「最喜歡的科目」比例，如圖

4-12、圖 4-13 所示： 

 

      

                    圖 4-12                   圖 4-13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讀自己最喜歡的科目」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38 人，占比 20%；

時常會聽音樂的有 44 人，占 23.2%；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42 人，占比 22.1%；非常少的有

38 人，占比 14.7%；而不曾聽音樂的人數約有 28 人，占比 20%。而在高中生所喜歡的科目

中，又以英文科、生物科的比例最高，皆為 15.8%，接著是國文及其它科目，都是 14.7%。

其中，由於本研究是針對高中生，高中生又有普通科及職業類科的區分，因此其它學科可能

是職業類科的科目，像是汽車科可能有引擎學、動力學，或是餐飲科有調酒、烘焙等學科，

因此，高中生最喜愛的科目前三名為英文、國文、生物。從這兩張圖可以推估，高中生在讀

自己喜歡的科目時，時常會聽音樂的比例超過七成，表示大部分的高中生在讀自己喜歡的科

目時，會搭配音樂保持愉快的心情，但也有近三成的高中生，可能覺得讀自己喜歡的科目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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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愉快，不太需要音樂就可以讀得很開心。 

9、在「讀自己最不喜歡的科目」時聽音樂的比例，以及高中生「最不喜歡的科目」比例，

如圖 4-14、圖 4-15 所示： 

 

      

                   圖 4-14                         圖 4-15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讀自己最不喜歡的科目」時總是會聽音樂的有 42 人，占比

22.1%；時常會聽音樂的有 40 人，占 21.1%；有時候會聽音樂的有 24 人，占比 12.6%；非常

少的有 30 人，占比 15.8%；而不曾聽音樂的人數約有 54 人，占比 28.4%。而在高中生不喜

歡的科目中，又以數學科的比例最高，有 32.6%，將近 1/3，緊接著是化學科，有 14.7%，再

來是物理科，有 13.7%，由此可以推知，高中生最不喜歡的科目前三名皆為數理，需要計算

題目，因此在讀這三科時，專注度要比較高，選擇不聽音樂的人數較多，且與前面詢問的需

要計算題目時或需要思考時，選擇不聽音樂的人數差不多。 

 

（三）讀書時聽音樂的行為有什麼幫助？ 

1、讀書時聽音樂可以幫助我「更專注」的比例，如圖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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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6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認為讀書時聽音樂有助於「更專注」的比例，非常認同的有 40

人，占比 21.1%；認同的有 42 人，占 22.1%；普通的有 72 人，占比 37.9%；不認同的有 24

人，占比 12.6%；非常不認同的有 12 人，占比 6.3%。從此圖可以推估，有超過四成的高中

生認同邊讀書、邊聽音樂可以讓自己更專注，但也有接近四成的高中生認為還好，另有約

1/5 的高中生是不認同聽音樂會讓自己讀書時更專注的。 

 

2、讀書時聽音樂可以「陪伴我」的比例，如圖 4-17 所示： 

 

      

                                   圖 4-17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認為讀書時聽音樂是一種「陪伴」的比例，非常認同及認同的人

數皆為 64 人，都是占 33.7%；普通的有 44 人，占比 37.9%；不認同的有 12 人，占比 6.3%；

非常不認同的有 6 人，占比 3.2%。由此可以推估，有接近七成的高中生可能覺得讀書需要

一點陪伴，因此認為邊讀書邊聽音樂是陪伴的一種，有約 1/4 認為還好，僅有約一成的高中

生不認同此想法。 

 

3、讀書時聽音樂可以「降低無聊感」的比例，如圖 4-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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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8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認為讀書時聽音樂是為了「降低無聊感」的比例，非常認同的

有 68 人，占比 35.8%；認同的人有 66 人，都是占 34.7%；普通的有 40 人，占比 37.9%；不

認同的有 4 人，占比 2.1%；非常不認同的有 12 人，占比 6.3%。由此可以推估，有約七成的

高中生可能覺得讀書很無聊、枯燥乏味，需要一點音樂的滋潤才可以提升讀書的樂趣，因此

他們會邊讀書邊聽音樂來增加趣味，降低無聊感，另有 1/5 的高中生認為還好，僅有不到一

成的高中生不認同此想法。 

 

4、讀書時聽音樂可以讓自己「放鬆」的比例，如圖 4-19 所示： 

 

        

                                     圖 4-19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認為讀書時聽音樂可以讓自己「放鬆」的比例，非常認同及認

同者皆有 70 人，都是占 36.8%；普通的有 34 人，占比 17.9%；不認同的有 10 人，占比 5.3%；

非常不認同的僅有 6 人，占比 3.2%。由此可以推估，有超過七成的高中生認為邊讀書邊聽

音樂可以讓自己放鬆，所以在讀書較令人感覺無趣的情況下，聽音樂有助於放鬆自己的身心

靈，進而可以專注在讀書上，僅有不到一成的高中生不認同此想法。 

 

5、讀書時聽音樂會使我「無法專心」的比例，如圖 4-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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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0 

  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認為讀書時聽音樂可以讓自己「放鬆」的比例，非常認同的有

24 人，占比 12.6%；認同的人有 42 人，都是占 22.1%；普通的有 74 人，占比 38.9%；不認同

的有 40 人，占比 21.1%；非常不認同的僅有 10 人，占比 5.3%。由此圖可以發現，有 1/3 的

高中生認為邊讀書邊聽音樂會讓自己無法專心，有接近四成的高中生覺得還好，而不認同或

非常不認同此想法，也就是覺得邊讀書邊聽音樂不會讓自己分心的約有 1/4 的比例，也就是

說，大部分的高中生都認同聽音樂會讓自己無法專心，但卻為了降低無聊感或需要陪伴而選

擇聽音樂。 

 

二、實驗法 

（一）實驗說明 

1、研究者透過自己認識的同儕，或是同儕的朋友，在自願受測的情況下共計找了 30 位本學 

  年度就讀高中一年級普通科的學生（15 位男生、15 位女生）來進行非侵入式的腦波測量

實驗。 

2、本次實驗為了維持控制變因，因此這 30 位高一學生在去年度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的各科 

  成績皆為 B（包含 B++、B+、B），因此會考積分都是 20 分（會考成績單科拿Ａ為 6 分、 

  B 為 4 分、C 則拿 1 分，因此 5 科成績都是 B，積分共 20 分），讓受測者的起始點都保持 

  一樣的情況下，且本實驗受測地點相同，讓控制變因幾乎接近平等的前提下來進行本次 

  實驗。 

 

（二）實驗目的與流程 

1、實驗目的及實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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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驗目的 

  本次實驗，主要是希望瞭解高中生在閱讀理解及計算時，「不聽音樂讀書」及「邊聽音

樂，邊讀書」的差異性，並探討音樂類型是否對學習成效有影響等不同面相。 

（2）實驗器材 

  本實驗以我國勝宏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產製造的 Mind Sensor 智能腦波感測儀，如

圖 4-21 所示，另圖 4-22 為研究者配戴腦波儀示意圖，本實驗一樣選定使用同為勝宏科技發

明的海量腦波數據行動平臺來進行腦波數據分析。 

 

                

     圖 4-21 Mind Sensor 智能腦波感測儀     圖 4-22 研究者配戴腦波儀示意圖 

   （圖片來源：勝宏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網）       （圖中紅框處） 

 

（3）實驗方式 

  本實驗針對這 30 位高中生分別進行國文科閱讀理解及數學科計算題的測驗，國文科測

驗的單元選定教育部審定通過的翰林版高中國文第一冊範圍，並都以白話文的單元作為實驗，

數學科則選定教育部審核通過的龍騰版高中數學第一冊範圍；透過國文老師與數學老師的協

助，以這兩項版本的命題系統來命題測驗試題。國文科每一份試題都是以 25 題選擇題為原

則，且試題的難易度皆設定為 10 題簡單、10 題中等、5 題較難的模式，每題皆為 4 分，滿

分 100 分；數學科則是設定 20 題選擇題，每題 5 分，滿分 100 分，題目難易度設定 5 題簡

單、10 題中等、5 題較難。 

 

（4）實驗流程 

  本實驗分成兩種模式，分別是測驗受試者在「讀書不聽音樂」的情境之下，以及「邊讀

書、邊聽音樂」的情境，探討這兩種模式在學習上的差異性，並且分成四種類型的音樂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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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測試，分別以流行音樂、古典音樂、搖滾音樂及抒情音樂，實驗流程如下： 

a、一種是讓 30 位受試者在不聽音樂的情況下，先讀書 30 分鐘，接著做測驗。 

b、一種是讓 30 位受試者在邊聽音樂邊讀書的情境下進行 30 分鐘，接著關掉音樂做測驗。 

  不論有無聽音樂，受試者在讀書的過程都須配戴無侵入式的腦波儀在頭上，本實驗的地

點都是在同一個空間及週邊都是寧靜的狀態下進行，以求控制變因相同。 

3、實驗結果 

（1）國文閱讀理解部分 

聽古典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52  56  64  84  72  72  68  84  76  66  64  72  92  88  68  

邊讀書，邊聽音樂 48  68  76  92  88  92  88  72  92  84  84  80  96  92  72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76  60  60  56  72  80  44  52  76  88  92  44  56  52  40  

邊讀書，邊聽音樂 84  80  84  64  96  72  52  68  88  92  76  68  56  64  64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67.53    標準差分數：14.57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77.73    標準差分數：13.15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4 人（4 人皆沒有讀書聽音樂的 

   習慣） 

 

聽抒情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52  44  72  72  76  64  72  80  88  80  72  56  80  64  56  

邊讀書，邊聽音樂 64  72  80  84  80  72  76  64 96  88  76  76  88  72  64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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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44  56  72  72  80  60  72  52  72  72  60  60  56  68  64  

邊讀書，邊聽音樂 56  68  68  72  72  64  64  80  84  76  52  72  68  72  88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66.27    標準差分數：11.10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73.60    標準差分數：9.89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5 人（4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聽搖滾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68  56  68  76  68  48  76  76  72  76  40  96  88  64  68  

邊讀書，邊聽音樂 60  76  80  72  80  72  84  88  68  88  68  72  88  88  72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72  56  68  88  80  84  72  68  76  80  72  60  76  76  68  

邊讀書，邊聽音樂 80  68  68  76  80  76  68  52  84  88  68  72  72  76  80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71.20    標準差分數：11.57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75.47    標準差分數：8.39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9 人（7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聽流行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72  44  72  72  76  64  72  80  88  80  72  52  80  64  56  

邊讀書，邊聽音樂 64  72  80  84  80  72  76  76  96  88  76  64  88  72  64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44  56  72  60  80  56  56  52  72  72  60  60  64  68  72  

邊讀書，邊聽音樂 56  72  68  72  68  64  64  68  84  76  80  72  52  72  88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69.07    標準差分數：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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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75.87    標準差分數：12.23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5 人（4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總結 

  從國文科閱讀理解的實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聽古典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

成績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10.2 分；聽抒情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

成績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7.33 分；聽搖滾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

成績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4.27 分；聽流行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

成績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6.8 分。 

  從國文閱讀理解整的測驗成績推論，不論是聽哪一種音樂，大多數的受試者，「邊讀書

邊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都比「不聽音樂讀書」的測驗成績來得高，其中又以古典音樂的成績

進步較為顯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聽古典音樂的實驗中，有 4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

聽音樂邊讀書」來得高，且這 4 人平常讀書都沒有聽音樂的習慣；在聽抒情音樂的實驗中，

有 5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聽音樂邊讀書」來得高，其中 4 人平常讀書沒有聽音

樂的習慣；在聽搖滾音樂的實驗中，有 10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聽音樂邊讀書」

來得高，其中有 7 人平常讀書都沒有聽音樂的習慣；在流行滾音樂的實驗中，有 5 人「不聽

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聽音樂邊讀書」來得高，其中有 4 人平常讀書都沒有聽音樂的習慣。

由此可知，有些受試者平常沒有讀書聽音樂的習慣，要他們突然在讀書時聽音樂，其專注度

反而下降影響學習成效，尤其以 26 號受試者被音樂影響學習成效最為明顯，且聽搖滾音樂

影響學習表現的人占了 33%，表示搖滾音樂對於受試者在學習專注度的影響較大。 

 

（2）數學計算題部分 

聽古典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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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55  55  55  45  45  75  70  65  60  55  35  70  75  80  45  

邊讀書，邊聽音樂 40  55  65  55  60  60  75  75  80  65  50  75  85  65  60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35  45  50  50  35  50  45  70  60  55  50  25  60  70  55  

邊讀書，邊聽音樂 45  65  55  40  50  45  50  80  75  70  40  45  50  75  60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54.67    標準差分數：13.39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60.33    標準差分數：13.26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7 人（5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聽抒情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55  45  35  40  40  70  65  60  60  55  70  65  70  65  60  

邊讀書，邊聽音樂 45  60  60  60  45  75  60  55  80  55  75 70  65 75  65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70  55  60  65  45  65  65  50  25  75  85  75  40  45  35  

邊讀書，邊聽音樂 85  70  50  75  70  55  55  60  35  80  40  80  45  40  45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56.33    標準差分數：14.2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62.33    標準差分數：13.9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9 人（7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聽搖滾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35  60  20  50 70 55 75  45  45  55  40  60  60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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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讀書，邊聽音樂 25  55 45  55  50  55  55  60  55  40  70  65  35  55  70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40  30  35  50  55  60  35  60  65  60  65  35  70 80  35  

邊讀書，邊聽音樂 55  55  60  45  60  50  50  35 70  70  45  50  45  75 70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52.50    標準差分數：15.35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54.17    標準差分數：11.30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13 人（9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聽流行音樂 

 ※表中是否有聽音樂習慣：Y→有、N→沒有 

 ※表中淺黃底色代表該受試者「讀書不聽音樂」的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的成績高 

受試者代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N Y Y Y Y Y N N Y N Y N N N Y 

讀書不聽音樂 35  45  65  65  75  65  55  50  45  55  50  45  70  75  40  

邊讀書，邊聽音樂 40  50  50  75  75  60  60  40  55  50  65  35  75  70  65  

受試者代碼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是否有聽音樂習慣 Y Y Y Y N N N N Y N N Y N Y N 

讀書不聽音樂 35  65  60  55  40  55  40  50  65  70  65  70  50  45  60  

邊讀書，邊聽音樂 50  55  65  60  55  50  45  60  70  85  55  75  45  50  60  

a、讀書不聽音樂   → 平均分數：55.33    標準差分數：11.89 

b、邊讀書，邊聽音樂 → 平均分數：58.17    標準差分數：12.01 

c、「讀書不聽音樂」成績較「邊讀書邊聽音樂」成績高：10 人（7 人沒有讀書聽音樂習慣） 

 

總結 

  從數學科計算題的實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聽古典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成

績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5.67 分；聽抒情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成

績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4 分；聽搖滾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成績

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1.67 分；聽流行音樂方面，「邊聽邊讀書」的測驗成績

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高了 2.83 分。 

  從整體的數學測驗成績推論，不論是聽哪一種音樂，受試者「邊聽邊讀書」的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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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讀書不聽音樂」的測驗成績來得高，其中又以古典音樂的成績進步較為顯著。 

  另外，數學計算題的實驗方面，在聽古典音樂中，有 7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

「邊聽音樂邊讀書」來得高，其中有 5 人平常讀書沒有聽音樂的習慣；在聽抒情音樂的實驗

中，有 9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聽音樂邊讀書」來得高，其中 7 人平常讀書沒有

聽音樂的習慣；在聽搖滾音樂的實驗中，有 13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聽音樂邊

讀書」來得高，其中有 9 人平常讀書都沒有聽音樂的習慣；在流行滾音樂的實驗中，有 10

人「不聽音樂讀書」的成績較「邊聽音樂邊讀書」來得高，其中有 7 人平常讀書都沒有聽音

樂的習慣。由此可知，有些受試者平常沒有讀書聽音樂的習慣，要他們突然在讀書時聽音樂，

其專注度反而下降影響學習成效，也是以 26 號受試者被音樂影響學習成效最為明顯，且聽

搖滾音樂影響學習表現的人占了 43%，表示搖滾音樂對於受試者在學習專注度的影響較大。 

  然而，若將數學計算題的測驗成績與國文閱讀理解的測驗成績相比，數學計算題的整體

進步幅度較小。這也印證了問卷結果，在計算數學題時，有近 1/5 的高中生非常少聽音樂，

更有超過 1/3 的比例是不會在計算數學題目時聽音樂。 

 

（3）腦波專注度 

  30 位受試者在戴上腦波儀之後，以讀書 30 分鐘的方式進行實驗，時間終止時取下腦波

儀，並從海量腦波數據行動平臺擷取數據資料進行分析，由於 30 位受試者的樣本數較多，

受到篇幅限制無法一一呈現，故在此以 30 位受試者在聽古典音樂進行國文閱讀理解及數學

計算題的腦波數據變化圖來呈現： 

   

    圖 4-22 國文閱讀理解部分         圖 4-23 數學計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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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4-22 可知，在國語閱讀理解部分，邊聽音樂邊讀書時，大部分

受試者的專注度落在 20～40 的中低度專注，進行到約 9 分鐘後，專注度

開始有上升的趨勢，並在 15 分鐘達到顛峰，落在 60～80 的中高度專注

區間。 

  從圖 4-23 可知，在數學計算題部分，邊聽音樂邊讀書時，大部分受

試者的專注度落在 20～40 的中低度專注，進行到約 12 分鐘後，專注度

開始有上升的趨勢，並在 18 分鐘達到顛峰，落在 60～80 的中高度專注

區間。 

  從圖 4-22 及圖 4-23 交叉比對後可以得知，大部分的受試者，邊聽

音樂邊讀國文閱讀理解的專注度，比邊聽音樂邊計算數學題的專注度還

要高，而且邊聽音樂邊讀國文的專注度提升時間約需要 9 分鐘，且在 15

分鐘達到高峰；但要提升邊聽音樂邊計算數學題的專注度，則需要花費 12 分鐘的時間，且

在 18 分鐘達到高峰。因此，由此可知，大部分的受試者邊聽音樂邊計算數學時，其專注度

雖然比沒有聽音樂來得高一些，但與邊聽音樂邊讀國文閱讀理解相比，有被影響的現象。 

  圖 4-24 是受試者戴著腦波儀所呈現出來的腦波專注度等數據畫面。 

 

伍、討論 

  根據我們的研究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兩點討論： 

一、邊讀書，邊聽音樂不是壞事 

  從小，我們常聽到父母親或師長告誡我們讀書時不要聽音樂，但根據研究與實驗結果，

邊讀書聽音樂這件事情對成績有正向提升。 

 

二、個人的性格、體質或個人習慣有所差異 

  從這次的實驗過程中，也是有少數人在邊聽音樂邊讀書的情況下，成績是退步的，因此

主要是依據個人的性格、體質（像是有些人天生怕吵），或是從小父母親的教育方式、讀書

環境等，都換間接影響到一個人對於讀書聽音樂的感受不同。而且對於習慣邊聽音樂邊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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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而言，有時候因現實考量無法做到，像是在學校上課，不可能讓學生邊聽音樂邊上課

或邊聽音樂邊自修、讀書，這個現象也會造成學生在課堂上的吸收程度有所不同。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高中生聽音樂對於學習的專注度有明顯提升效果 

  依據腦波儀的實驗數據可以發現，當受試者邊聽音樂邊讀書時，其專注度較不聽音樂讀

書來得高，尤其在實驗的過程中，有些人明顯在沒聽音樂讀書的情境中，已呈現發呆、昏睡

的現象，當受試者聽到音樂後，整個人就又活了過來。由此可知，以大部分的高中生而言，

音樂的播放對於讀書的情境是有一定成效的。 

 

（二）「邊聽音樂邊讀書」的學習成效明顯優於「不聽音樂讀書」的效果 

  以往，大家都認為讀書要在安靜的環境下，因此長輩們總是告誡晚輩，讀書時不要聽音

樂，但從此次的實驗證明，對於大部分的高中生而言，邊讀書邊聽音樂是有助於學習成效的

提升，不論是聽哪一種音樂，成績都有顯著的進步。 

 

（三）古典音樂對於學習成效的提升優於其它音樂類型 

  此次實驗的過程中，以目前高中生最常聽的四種音樂類型──古典音樂、搖滾音樂、流

行音樂、抒情音樂來做測驗，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古典音樂對於高中生的學習成效之助益最

大。由此推測，因為古典音樂沒有歌詞，只有輕快、舒服的旋律，可以幫助高中生在讀書時

提振精神、專注力提升，進而使成績更加進步。 

 

二、建議 

（一）父母可尊重孩子在讀書時是否聽音樂的選擇 

  從本次實驗進行「邊聽音樂邊讀書」及「不聽音樂讀書」的前測、後測結果顯示，有少

數孩子在這兩種情境下，其後測成績有比前測成績稍微退步的情形，尤其平常就沒有邊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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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聽音樂習慣的學生，突然要求其邊聽音樂邊讀書，反而形成一種干擾現象。因此，我們建

議，父母親可適時尊重孩子的讀書習慣，不用刻意強求其讀書時要聽音樂，或是剝奪其讀書

時聽音樂的習慣。 

 

（二）各縣市圖書館可在館內撥放古典音樂 

  依據實驗結果顯示，大部分的高中生對於讀書聽音樂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因此各縣市

政府管轄的圖書館，其實也可以考慮參採此實驗結果，在圖書館播放古典音樂，或許可以讓

這些到圖書館讀書的莘莘學子，不但可以在讀書時提升專注力，又可以對學習成績有更顯著

的提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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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52710 

這篇研究想探討讀書聽音樂對於學習的影響，研究先透過問卷調查高

中生在做不同學習活動時的聽音樂習慣，例如閱讀，背誦，計算，喜

愛的科目，等等，再根據活動性質，做主觀的解釋，每一項調查之間

並沒有統計比較。建議可以有更深入的討論，例如：四成學生認為聽

音樂提升專注力，但也有很多不認同，那麼不認同的，為什麼還是要

聽音樂？ 

其他的調查，例如降低無聊感，放鬆，等等理由，也可以考慮探討不

同音樂類型，是否達到不同的效果。 

有關對學習成效的研究，並無事先區分有無聽音樂習慣，以及分音樂

類型，個別比較，另外，並無比較前測的狀態，分數看起來有差異，

但標準差很大，建議要做統計檢定，在進行結果是否有差異的討論與

解釋。 

腦波的部分，主要是呈現聽音樂時，隨著閱讀時間的專注力變化，但

並無比較沒聽音樂跟有聽音樂，隨著讀書時間的變化，也沒有跟學習

成效的部分統整分析比較，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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