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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聖詠團的使命



堂區聖詠團的使命

以我們的歌聲，為天主傳遞福音的喜訊

透過侍奉及讚美，拉近信友及我們和天主
之間的距離；並幫助信友們及我們自己在
靈性上不斷成長，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實踐
天主的誡命

聖奧思定：“He who sings well, prays twice”

以我們的歌聲讚美及侍奉天主



一般的誤解 / 忽略



一般的誤解 / 忽略

• 任何人也可以成為一名指揮

• 只需懂得基本簡單的指揮動作，便可以
成為一名指揮了

• 指揮是「人肉拍子機」



指揮的定義、重要性、功能及使命



• 透過清晰的動作去指示合唱團 / 樂隊成員有效地把樂曲演譯出來。

• 指揮需要能把自己的訊息/感覺傳遞給團員，必須能使團員能感覺
他所感覺的去演奏/演唱，這樣指揮的情緒才能和團員互相溝通，
並透過指揮對音樂的熱誠，温暖及感染團員們的心，只有這樣才
能使指揮、團員們及所演譯的音樂融合成為一體，而使音樂能光
芒四射，活現眼前。

指揮的定義、重要性、功能及使命



• 指揮運用各種手勢和姿態的目的，主要在於能使合唱團 / 

樂隊的成員能整齊地演奏音樂的節奏，進而能詮釋音樂的內涵

• 因此，最有價值的手勢(gestures)和姿態(postures)，莫過於能

同時表示節奏及詮釋音樂了

• 指揮是音樂藝術的再創造者，他必須設法根據作曲家的曲意，

把作曲家在樂曲中的涵意及精神表達出來

指揮的定義、重要性、功能及使命



指揮在合唱團中的身份 / 角色



• 合唱團的靈魂

• 音樂家的角色

• 啓蒙的角色

• 行政的角色

• 教師的角色

• 領導 / 領袖的角色

• 輔導員/醫生的角色

• 家人/朋友的角色

指揮在合唱團中的身份 / 角色



成為一名優秀指揮的要求



•良好的視唱能力

•彈奏樂器的能力：最好是鋼琴

•良好及敏銳的聆聽能力:

絕對音高 (Perfect Pitch) VS 

相對音高 (Relative Pitch)

成為一名優秀指揮的要求



• 對唱歌技巧有一定程度的認識：例如正確的呼吸
方法、發聲法、發聲位置、站立姿勢、吐字等
(參考附圖)

• 能分辨合唱團聲音優劣的能力及改善方法

• 能為合唱團團員編排合適的聲部

成為一名優秀指揮的要求



聲帶結構丶呼吸及發聲位置圖



• 良好的觀察及分析能力

• 良好的想像力及創造力

• 良好的溝通技巧及能力

• 良好的組織及表達能力

• 良好的語文能力

• 良好的音樂理論基礎及音樂修養：如音樂史、

曲式學、和聲學、對位法等

成為一名優秀指揮的要求



• 指揮技巧的掌握

• 要求要合理及嚴謹

• 有恆心及耐性、不輕易放棄

• 擇善固執，並應有高瞻遠矚的目光

• 熱愛音樂

• 虛心學習、不斷求進等等

成為一名優秀指揮的要求



指揮基本概念簡介及示範



禮儀中指揮及司琴的職責



禮儀中指揮及司琴的職責

• 帶領歌詠團及信眾透過音樂讚美及侍奉天主

• 帶領歌詠團及信眾透過音樂和歌聲，為天主傳遞福音的喜訊

• 透過侍奉及讚美，拉近信友及我們和天主之間的距離；並幫助

信友們及我們自己在靈性上不斷成長，在日常生活中一起實踐

天主的誡命



另外，指揮還需要:

• 花時間分析和了解樂曲 / 作曲家的背景，因為:

-- 不同時期的作品，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和風格特色

-- 不同的作曲家有不同的創作風格

-- 了解樂曲的背景，把樂曲更準確地演繹出來

*  不同的指揮亦會對同一首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處理，可參考不同合唱團及指揮的錄音，

從多角度瞭解樂曲和加深對樂曲的認識



• 瞭解歌詞的正確讀音

• 瞭解歌詞所表達的訊息、內容及(深層)意義

• 需要時可查閱字典及請教別人(特別是拉丁文或外文歌曲)

另外，指揮還需要:



樂曲 / 歌詞內容及其意義

* 了解了歌詞的意思，再配合歌曲的旋律、節奏等

音樂元素，才能把歌曲原本的意境及面貌呈現出來



指揮及司琴的關係和合作



指揮及司琴之間的關係和合作

• 需要時刻保持互相尊重丶互相扶持的合作關係

• 需要時間互相瞭解丶磨合和培養默契

• 如時間許可，指揮應儘早把選好的樂曲交給伴奏練習 (因

此需提早決定演唱的曲目)

• 綵排前可向伴奏解釋指揮對樂曲的要求及演繹方法及其它

細節，請伴奏配合，使綵排能更順暢及有效地進行



• 如指揮能預先告知司琴樂曲的練習次序，讓司琴預先排好樂譜，

這樣能夠提升練習的流暢度和效率

• 綵排前可向伴奏解釋指揮對樂曲的要求及演繹方法及其它細節，

請伴奏配合，使綵排能更順暢及有效地進行

• 如能與伴奏於正式綵排前進行事前綵排，則效果更佳

指揮及司琴之間的關係和合作



當禮儀指揮及司琴的條件

• 謙虛的僕人–侍奉天主丶服務他人

• 常常倚靠天主

• 定時靈修及祈禱

• 細心和為他人著想

• 反應快和懂得臨時應變

• 指揮技巧的掌握

• 要求要合理及嚴謹

• 有恆心及耐性、不輕易放棄

• 擇善固執，並應有高瞻遠矚的目光

• 熱愛音樂

• 虛心學習、不斷求進等等



1. 童聲合唱團

2.  男聲或女聲合唱團

3.  男女混聲合唱團

合唱團的種類



聲部分類

1. Soprano  女高音 ( S1, S2)

2. Alto 女低音 (A1, A2)

3. Tenor      男高音 (T1, T2)

4. Bass 男低音 (B1, B2)



各聲部的音域 (參考資料)



合唱團的編排



(一) 混聲合唱團的編排



(一) 混聲合唱團的編排



(一) 混聲合唱團的編排



(一) 混聲合唱團的編排



(一) 混聲合唱團的編排



(二) 同聲合唱團的編排



(三) 合唱團與伴奏的編排



合唱聲部分配的建議



兩個高音譜號



實驗(一):

第一部: Soprano + Alto

第二部: Tenor + Bass 



實驗(二):

第一部: Soprano + Tenor

第二部: Alto + Bass 



兩個聲部在同一高音譜號

















選曲對彌撒的重要性及影響



選曲對彌撒的重要性及影響

•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topics/music/su/text4_B.htm

http://www.catholic.org.tw/theology/public/liyi/topics/music/su/text4_B.htm


今日臺灣教會彌撒中的歌唱 (節錄)--陳琦玲



今日臺灣教會彌撒中的歌唱 (節錄)-- 陳琦玲



今日臺灣教會彌撒中的歌唱 (節錄)-- 陳琦玲



答問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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