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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經歷了長時間足不出戶自肅生活，不知不覺
累積了許多壓力，體認到快樂學習的必要性。

因此，此教材的預期目標為，減輕學習壓力的當下，
也使日文得到有效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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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體悟
本人在有壓力時，依賴歌曲放鬆，並在細讀歌詞的當中，無意識的
學到許多新單字與句型。

二、先行研究
寺內弘子(1995) 「如何將困難的日文變得更容易被記住，在教學
上使用歌曲是有體認到實際效果的。」

許志榮(2007) 「音樂對於語言學習的助力在於讓學生放鬆並提升
學習動機；音樂連結了學生的母語與目標語，讓學生產生高度動機
去練習目標語。」

蔡振家(2013) 「音樂就像是隱形的親友，給予支持、帶來溫暖，
音樂的效果似乎類似於親友的陪伴或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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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給大眾帶來鼓勵」的五首日文歌曲作為本教材主體，

各曲目街圍繞著「人生」，講述人生中會遇到的貧頸。

分別是 • 犯錯之時

• 徬徨之時

• 至親離開之時

• 別離之時

• 挫折之時



歌詞 單字

歌詞
分
析筆
記

句型 練習
題

思考
題

出示歌詞全文 統整難於N3~N2程度的單字
並標示其讀音和中文語意

使用句構分析分析歌詞，並將其
翻譯為中文，也包含關於單字、

品詞、修飾語的說明

教
材
內
容

統整歌詞中N3~N2程度的
句型加以說明並提供例句

確認學習者對於單元內容
的了解，共有三種題型

讀者可以將自己對於此單元的
想法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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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錯之時可以聽

LiSA「炎」乃木坂46「きっかけ」King-Gnu「白日」

要抱持著不管多麼後
悔，傷害已經造成，
如何走出後悔勇敢面
對明天的信念。

做選擇的時候切勿隨
波逐流。做出人生中
會遇到的一切決定的
只有你自己，不是別
人。

將那些永遠離開我們
的重要至親放在心上，
並作為心靈支柱，成
為我們努力的動力。
是一首很正向的歌。

徬徨之時可以聽 至親離開之時可以聽

歌曲介紹

2019年2月22日發行
作曲：常田大希
作詞：常田大希

2012年5月25日發行
作曲：杉山勝彦
作詞：秋元康

2020年10月14日發行
作曲：梶浦由記
作詞：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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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離之時可以聽
家入レオ

「君がくれた夏」

桜坂46

「nobody’s fault」

就算和教會我們關於
「愛」這件事的人分開
了。我們要期許下一段
旅程的開始，期待下一
個邂逅。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我們
無法改變的事。想要這
個世界為了你運轉等於
是做夢。因此與其整天
抱怨，不如改變自己。

挫折之時可以聽

歌曲介紹

2015年8月19日發行
作曲：家入レオ
作詞：家入レオ

2019年2月22日發行
作曲：デレク・ターナー
作詞：秋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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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和日文的
表現差異

日文中有些表現要將
之完整翻譯呈現是有
困難的，所以需要反
覆的推敲。

中文和日文的
表現差異

對歌詞的解釋和看法
因人而異，因此有設
置「思考題」使讀者
能夠闡述自己的看法。

將歌曲作為教材
會使它的放鬆感
消失的疑慮

為解決此問題，特別
一改傳統教材的外觀，
讀者可以將本作當作
一般圖書閱讀。

著作權

未來如要出版，將寫
信取得歌曲的版權者
同意，如有不同意的
情況，將刪掉當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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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在助詞和
動詞的活用

聽音樂學日語

• 歌詞分析筆記
• 單字
• 文型
• 練習問題

認識到日語歌曲的美好、並
能一邊學習一邊釋放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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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歌詞

提供單字讀音
和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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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分析筆記

此部分內容特色

• 有相關單字、活用的補充

• 動詞皆會標示辭書型

• 逐字逐句翻譯

• 著重解釋助詞、助動詞的用法和意思

• 標示修飾句

此部分美工特色

• 如同寫在筆記本上背景、字體，避免

帶來教科書給人的壓力

• 顏色鮮豔，整體看起來活潑

• 排版較寬鬆，減少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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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例句
和其
中文
翻譯

適時補充
文型相關
概念

標明
接續

共有三大題

1. 「選出相同

用法的助詞」

2. 「選出意思

相近的單字」

3. 「接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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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的部分設置思考
題，可以練習寫作也能
闡述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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