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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 「愉」音繞「注」———音樂對於讀書之記憶效率的影響 

一、摘要 

學習生活中有許多輔助讀書的方法，音樂即是一大熱門方式，許多人都在各大音樂平

台創建專門學習的歌單以供大家使用，但是這些歌單究竟有沒有用？我們假設並驗證，音

樂對於不同能力人群的影響是不同的。我們召集了若干名受試者，並且設計一個多數歌單

都採用的音樂風格——安定、平穩的單曲來進行實驗，利用前測區分能力並且通過實驗問

卷進行分群，以此驗證我們的假設。為了實驗真實與正確性，我們也通過閱讀文獻來推論

我們的假設和作結我們的探究。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探究題目：「愉」音繞「注」———音樂對於讀書之記憶效率的影響 

題目取自「音樂」環繞著「專注」的意象， 以此為主軸探討音樂對於讀書之記憶效

率的關聯及影響。 

探究動機： 

讀書，是我們作爲學生首要的事情。衆多學生們也爲了如何讀書而絞盡腦汁、費盡心

思的去嘗試衆多方法，我們也是其中的一員。而在衆多方法中，好像聼音樂是最普遍的。

然而，聼音樂對不同人的影響，卻好像有些微差距。不同能力的學生在同一音樂影響下造

成的讀書效率差異，是我們這次主要想研究並且證實的。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探究目的：探討有無音樂對專注度、閱讀效率、學習吸收的影響 

探究假設：音樂對於讀書效率、記憶效率有一定影響。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 

實驗思路： 

實驗主要針對 99 位六年級小學生為研究參與者，年齡在 11~12 歲之間，具有基礎閱

讀能力，且願意配合參與本實驗者。研究主要評估音樂對於專注力之影響，利用問卷以及

閱讀相關文章並作答題目測驗，探討有無音樂對於結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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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準備： 

1. 前測問卷：製作難易度較低且與正式測驗稍微相關的題目問卷進行基本調查，共六題並

限制時間五分鐘作答，以確認基礎能力高低。 

2.  閱讀文章：文章分為兩份閱讀題目，由實測者整理後分成兩個主題，巧克力及輪胎，聽

音樂及不聽音樂以打亂的方式分配，限五分鐘內閱讀完畢。 

3.  測試題目：與閱讀文章相關之題目，共有兩份，題目内容需受試者記憶文章内容（例如：

文章中出現之年份、人名等）共五題，限五分鐘內作答完畢。 

4.電腦 40 台，人員分成四批（照班級分批測試）進行測試。 

 

 

 

 

 

 

 

 

 

 

 

 

 

 

 

 

 

圖為前測、輪胎、巧克力（由左至右）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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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爲輪胎和巧克力（由左至右）的文章 

實驗方法： 

主要以音樂聆聽與文章閲讀的方式進行，受試者其中一組於安靜並且無干擾之環境下

進行文章閱讀，另一組則聆聽音樂，長度為五分鐘一篇，共計兩篇，十分鐘。音樂為｢德彪

西的月光｣，為純音樂。 

題目測驗共十分鐘，受試者需在五分鐘內盡可能記住文章內容，並在剩餘五分鐘之內作

答完畢 

 

 

 

 

 

 

 

圖為實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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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步驟：  

1. 前測：作答前測問卷，根據分數統計進行普遍能力分類。分成普遍能力普通、中等、高

等的測試。 

2. 測試：分為將已完成能力分群之受試者隨機分配聽音樂與不聽音樂測試，共需閱讀兩篇

文章。 

3. 分析：利用答題正確率分析聽音樂與不聽音樂的專注度。 

實驗分析： 

根據前測進行能力分類（分類過程為用學號以及對應的答題數據交叉比對，全程匿名

進行）。10~22 分者為能力普通，共 38 份，其中聼音樂者占 20 份，未聼音樂者占 18 份；

24~30 分為能力中等，共 28 份，其中聼音樂和未聼音樂者各占 14 份；32~40 分者為能力

高等，共 33 份，其中聼音樂者占 15 份，未聼音樂者占 18 份。 

分析得知，以純音樂為例，對普通能力而言，短時間內有無聽音樂對學習而言並無顯

著影響；對於能力中高等而言，短時間內有無聽音樂對學習相較而言比較有影響，有聽音

樂的效率會高於未聽音樂的效率，兩者間有相對來說比較明顯的差異。 

 

下表為能力普通、中等、高等的分數平均值以及標準差 

 

 

 

 

 

 

 

 

 

 

 

 



5 

 

實驗結果： 

根據不同能力分群測試的結果來看，能力越高，音樂對效率的正面影響越大，然而總體來

説影響並不顯著。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聽音樂對於能力中、高的受試者的專注力比較有影響，而對於能力普通的受試者，不論是

有聽音樂還是沒聽音樂，結果都相差不多。所以分析，或許對於本身已經有一定基礎，能

夠自律專注的人群來說，聽音樂能夠幫助他們提升專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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