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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這是天賦的自然反應 。

樂的反應並沒有經過
一 個學習的階段 ,

性的聲音和音樂聲 , 由於初生嬰兒對音

愛聽的 , 便是媽媽的聲音 , 其次就是女

& M a d s e n , 199 0) 顯示 , 發現初生嬰兒最
項初生嬰兒對聲音反應的研究 (S ta n d le y

顯示了嬰兒對音樂的正面反應 。 另據
均可以提早五至六天出院 , 這些研究都
樂的一 組嬰兒比沒有聽音樂的

一 組 , 平
(C a in e , 199 1)的發 現 , 聆聽音

メ し 二二 的 。 根據
一 項早產嬰兒的研究

四百 每二個人對音樂都有先天的

周雪甄 註冊音樂治療師及社エ

目聞脏興音兼治瞭

專

星爆
· s in g 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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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治療並非聽聽音樂而 已 ， 音

境界 。 因此音樂治療師需要先為參加者訂立 一 些治療 目標 ， 然

進 · 改善或維持個人之身心健康及生活質素 ， 達到身心和諧的

要 ， 促

"

音樂 5Éi  W h a t is m u s ic t h e r a p y ?

麼是音樂治療 ? 下 文 將 作 解 釋

象的資料 ， 她建議自閉症治療計劃中應該包括音樂治療 。 但甚

至無法記憶別人所說的話 ， 而旋律就是她唯 一 可以記憶的非圖

圖象的思維方法作思考方式 ， 並難以憑聽覺處理聲音資料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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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能 · 認知及社交訓練等 。 自閉症人仕的學習確實需要很多的
當配合了音樂活動的設計 ， 可應用於很多不同的訓練如言語

。

然地給予自閉人仕 「預 知 ゴ 的 感 覺 , 這種感覺既安全又新鮮 ,

就是歌詞及旋律都經常重覆的段落 , 這些重覆的音樂結構很自
歌曲中有相同的旋律但有不同的歌詞 又如歌曲內出現的副歌 ,

加者放鬆及擴大想像空間 。 音樂內蘊藏著重覆的結構 , 如
一 首

入 。 音樂的流動感 (s e n s e  o f  m o v e m e n t  a n d 且 o w ) 可以促進參
(B r u s c ia , 198 7 ) , 從而令他們容易對喜歡的音樂產生共鳴 · 投
間」即 治 療 師 與 參 與 者 之 間 藉 由 音 樂 的 進 行 而 建 立 的 治療關係

性的互動行為可由 「音 樂 空 間 」 的 形 式 呈 現 , 所謂 「音樂空

全的空間 (c o n t a in m e n t ) 。 以 自閉症的兒童為例 ， 建立社會

音樂本身有嚴謹的結構及曲式 , 同時亦能為參加者提供一

個安

疇作治療目標 。

療則發展到以認知 · 溝通 · 社交 · 心理及大小肌發展這五個範

傷兵 , 希望能減輕他們身心的壓力和傷痛 。 時至今 日 ， 音樂治

世界大戰期間 , 有些音樂家嘗試以音樂演奏 · 歌唱方式來安撫

其實早在遠古時代 , 人類已懂得用音樂作為治療媒介 。 在こ次

音兼治糠的原理

星樂 · S in g 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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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強調表達性而非接收性的治療形式 。

沪療師本身必須是具
情境和J\1頁序 , 參加者也同時參與主動性的音樂 「創 作 / 即 興 J 歷
意」音 樂 治 療 , 主要是因為治療的進行強調創作治療性的音樂 。

(N R M T )諾 多 Ř · 羅賓斯音樂治療 。 N R M T 模 式 之 所 以 稱 為 「創
發展的 一 套模式 , 因此又稱 N o r d o f f - R o b b in s  M u s ĺ c 丁 h e r a p y

是 由 P a u l N o r d o f f 及 C liv e  R o b b in s 在 19 5 9 至 19 7 6 年 之 間
意音樂治療 J ( C r e a t iv e  M u s ic 丁 h e r a p y )

。 厂創 意 音 樂 治 療 J
音樂治療亦分為不同的門派 , 是次介紹的是筆者所屬派別 ， ľ 創

刞意音兼治糠

化 ， 便可作重覆的練習而不沉悶 , 亦提高了重覆學習的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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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智慧學將人類生命本質歸結於身體 · 心室 · 精神三種層友

内在的力量 (W ig r a m ， P e d e r s e n ， & B o n d e , 2002 ) 。

身體展現 ， 因此這些調和的規律性動作 ， 對身心發展具有較發

作中 ， 言語的母音或子音 · 音樂的音階或音程都各有其特定的

律J 包 含 了 使 音 樂 · 言語 · 或其他聲音可被看見的動作 ， 在動

(R u d o lp h  S t e in e r )所發展的 「韻 律 J ( e u r h y th m y )概念 。 「韻

「創 意 音 樂 治 療 J 的 理 論 基 礎 源 自於 人 類 智 慧 學 創 始 者 史坦納

慢建立出互動的音樂對話 。

樂治療師及參加者的心裡 ， 而音樂治療師則以音樂作回應 ，慢

只要參加者所演繹的音樂是出內心 自發 , 訊息便可以傳遞到音

因此 , 在音樂治療中 , 參與過程往往比音樂製成品更為重要，

有安全結構下 , 建立即興表達 , 這可說是自閉症人士的轉淚點。

再而跟據前段落提及 , 將旋律及節奏加以變化 ， 慢慢在音素既

則稱為臨床即興法 。 道亦是自閉症人士從固有的重覆性需要，

治療師使用音樂即興法的技巧填補及滿足參加者的身心需要，

法 。 而臨床即興法 , 這概念在二個信任與支持的環境中 ，

鲫

設計及旋律創作 , 以展示其音素或個人風格 ， 均稱為音素即興

星樂 · S in g 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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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人士亦有這份體驗自我 , 並與外界接軌的權利 。

強專注力和記憶力 ， 而這些都是學習的先決條件 。 即使是自閉

和處理的感官刺機外 ， 音樂多重感官的特性 , 可以協助他們加

只o b b in s , 2 0 05 ) 。 因此音樂除了是 一 般自閉症人仕較容易接受

要之務 , 主張給予自由發展的經驗 (N o 「d o f f & R o b b in s , 2 007

通的能力 ， 因此治療的目標也以重視個人內在自我的發揮為首

性對音樂的回應經驗當中 ， 發展出接受 · 認知 · 表達與自我溝

周遭環境的機會 ， 治療師創作音樂 · 提供樂句 · 參加者從自發

因此為了使內在 m u s ic  c h ild 發揮 , 必須有體驗自我 · 他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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