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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111-1）課堂共
有21位同學修課，來自
傳音、建文所、音樂系、
美術碩、舞碩、動畫系、
藝跨、文學跨域等不同
系所的學生，也有來自
新媒系10位。

課程實況照



Sound Art : 
DIY AMP

焊接電磁波擴大機



電磁波擴大機ＡＭＰ

可以手持探索周圍的電磁波
聲音，也同步學習喇叭原理
＋電路基本知識＋焊接操作
注意事項，增加更多聲音經
驗。



課堂講義作者

Nicolas Collins尼古拉斯·科林
斯，其擅長領域為自製樂器
作為電子音樂演出，其著作
「Handmade Electronic
Music – The Art of Hardware
Hacking（手工電子音樂）」
一書影響了全球新興電子音
樂。

90年代他旅居歐洲，並曾擔
任阿姆斯特丹STEIM藝術總
監，致力研究發明電子音樂
裝置，同時也擔任DAAD駐柏
林作曲家。1999年起，任教
於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聲音
學系，並擔任Leonardo
Music Journal總編輯。



21The Celebrated Jumping Speaker of Bowers County

fussy, or you can just tape them together with a bit of bare wire held against each end, onto 
which you then clip the leads previously attached to the 9-volt battery terminals.

Instead of using the nail and ! le, you can clip the leads to two paperclips, washers, coins, 
aluminum pop-tabs, or loops of copper wire that you place inside the speaker cone. " e 
cone jumps when contact is made, breaking the contact for a moment, then the metal 
bits fall against each other and the process starts all over—a mechanical oscillator and 
the beginning of what Bowers calls “" e Victorian Synthesizer” (see ! gure 5.3 and track 
4 of the CD).

Hold two contacts (like # ip-tabs) close together against the speaker cone: by varying 
your touch and the location on the cone, you can change the pitch and rhythm of the 
buzzing sounds.

Figure 5.2 Scratching a speaker.

Figure 5.3 The Victorian Synthes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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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HANDMADE ELECTRONIC MUSIC

You can line the cone with aluminum foil or apply metal tape (such as the kind sold in 
hardware stores or Radio Shack for preparing windows for home burglar alarms ), connect 
one lead to the foil or tape and the other to a ! ip-tab or other light metal fragment. " e 
tab gets thrown up from the foil or tape, breaking and making contact as before. Multiple 
speakers can be wired in series (like those frustrating Christmas lights from our childhood) 
or parallel, with contacts resting in each cone, so they interact to produce more complex 
rhythms. You can substitute a tilt-switch (see chapter 16) for the aluminum tabs as another 
way of using the speaker’s own movement to turn on and o#  the current.

Sound doesn’t end at the loudspeaker, it starts there. You can use your hands, bowls, 
or toilet plungers to mute and resonate the sound further. Put gravel, loose change, or 
dried lentils inside the cone for additional rhythmic accents. Place a can on the cone, 
open end down; clip one lead to the can and one to a metal washer placed on top of the 
can (see $ gure 5.4). " e speaker cone will jump, breaking and remaking the contact as 
before, but in addition, as the can jiggles it changes resonance like a trumpet mute; addi-
tional loose coins or beans place on top of the can produce additional percussive accents. 
Alternatively, put some jangly things inside a small glass bottle/vial and place it inside a 
cone—maracas de cristal.

You’ll notice that di# erent speakers sound di# erent, even if in similar con$ gurations. It’s 
mostly a function of size, as with drums, but if you try these experiments with a speaker 
in an enclosure (such as one from a home stereo) you’ll hear that it has considerably more 
bass presence—the box gives a woofer its woof.

 You can further extend the sound world of the jumping speaker by placing a telephone 
tap (see chapter 3) in the cone and connecting it to an ampli$ er. " e sound will change 
as the signal is ampli$ ed into a second (“normal”) speaker, and the bouncing of the coil 
inside the cone produces variations in the speaker’s percussive snap. 

Finally, there’s a visual element: you can $ ll the speaker cone with talcum powder or light 
sand and watch it make patterns as the cone jumps. For a touch of the old Fillmore light 
show, waterproof the speaker cone by painting it with enamel or rubber cement. Fill the 
cone with water or oil and turn down the lights; re! ect a ! ashlight or laser pointer o#  the 
surface, and watch the resulting patterns on the wall or ceiling. " ink Summer of Love.

Figure 5.4 A “prepared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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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講義

「Handmade
Electronic Music –
The Art of Hardware
Hacking（手工電子音
樂 –硬體駭客的藝
術）」一書，書中有
豐富的電子學知識與
電子電路應用在喇叭
/相關硬體改造中，
是學習聲音藝術/科
技藝術必讀的經典原
文書籍之一。

＃電子電路
＃電路擾動
＃聲音藝術
＃科技改造



課堂講義

擴大機使用『LM386晶
片』，LM386是專門
為低損耗電源所設計的
功率放大器。它的內建
增益為 20，透過1、8
號腳位間電容的搭配，
增益最高可達 200，許
多人將這塊晶片用在音
頻訊號的放大上，也就
是依靠電子電路將聲音
放大。

LM386可使用電池為
供應電源，輸入電壓範
圍可由 4V~12V，無作
動時僅消耗 4mA電流，
消耗的功率非常低，很
適合用在靠電池供應電
源的喇叭上。



課堂講義

焊接教學



DIY AMP焊接擴大機
課程實況照



課程實況照



課程實況照



同學完成的擴大機



Sound Art : 
Electrical 

walks
聆聽校園電磁波



聆聽校園電磁波 實況照/保全系統



聆聽校園電磁波 實況照/繳費機



聆聽校園電磁波 實況照/飲水器



聆聽校園電磁波 實況照/密碼鎖



聆聽校園電磁波 實況照/保全系統



Sound Art : 
HomeWork

Gallery
回家作業：採聲電磁波



Title：聲聲不息

當調音器還未發達之前，
人們在調音時都是透過音
叉敲擊後所發出的泛音聲
響作為音的標準。本作品
利用音叉原理，透過app演
奏聖誕歌曲，利用蜂鳴片
將聲音更清楚地表現出來。

＃蔣佳蓉（音碩三）

Gallery 



Gallery 
Title：食鋁箔

利用課堂製作的蜂鳴片來創作一場聲音實境秀。

＃陳采廷（新媒系三）



Gallery 

Title：韋伯

把電磁波擴放器想像成韋
伯太空望遠鏡在太空中遨
遊時，探索135億前的星際，
配上的聖詩合唱團的歌聲
及印尼的敲擊樂，電磁波
發出的雜訊不再只是噪音，
而是充滿了人類對未知的
渴求，一切的未知變得令
人振奮

＃黃素嬋（文學跨域碩一）



Title：活著的痕跡

影片呈現課堂製作的擴大機加上木工成為一
組完整音箱的過程，搭配自己的文字詩。

＃謝秉勳（新媒系一）

Gallery 



Title：機器說

創作自述：一開始透過感測器收3D列
印機的獨白開始，再漸漸混入其他機
器的聲音。

3D列印機本身就有許多聲響，因此作
為一個記者的角色採訪他，想錄製他
的聲音，而透過感測器所錄製到的聲
響卻遠比人耳能聽見的還更多更豐富。
於是更多延伸到其他機器，似乎這些
機器看似沈默的運作，所發出的訊號
我們人耳無法感知，但期間其實是不
斷地發聲且透過機器之耳（即感測器）
使其得以被傾聽。從機器的角度理解
機器才能接收到機器的語言，機器所
說的話，必須透過機器之耳來傾聽。

＃王嘉郁（新媒系四）

Gallery 



Title：失戀的記憶

利用課堂製作的擴大機來創
作一場聲音回憶片段。

＃簡志霖（建文所三）

Gallery 



Sound Art : 
DIY APC

手工電子 Atrari Punk Console帶光敏電組合成器













手工電子APC帶光敏合成器上課實況照



手工電子APC帶光敏合成器上課實況照



手工電子APC帶光敏合成器上課實況照



手工電子APC帶光敏合成器上課實況照



手工電子APC帶光敏合成器測試實況照



手工電子APC帶光敏合成器測試實況照



Sound Art : 
Improv

課堂即興表演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聲音本質可視為單純物理震動傳遞，藝術家賦予意義後，聲音開始有了自
己獨特之處的面貌。當聲音被主觀意識呈現,如何以藝術方式展現?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聲音本質可視為單純物理震動傳遞，藝術家賦予意義後，聲音開始有了自
己獨特之處的面貌。當聲音被主觀意識呈現,如何以藝術方式展現?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課堂討論實況照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聲音的課堂即興表演即興實況照



Sound Art : 
Listen & See

校外教學



台灣聲音藝術家面對面：王仲堃個展 實況照



台灣聲音藝術家面對面：王仲堃個展 實況照



課堂作業：
一日聲音藝術小編

介紹展覽作品後，寫下宣傳
文字/感想文字＋用手機拍照
現場，圖文並茂上傳於自己
的社群媒體。

＃聲音藝術
＃動力
＃流感
＃疫情

台灣聲音藝術家面對面：王仲堃個展











Listen&See

展中其一的作品為台灣聲音藝術家張
永達作品《Without Composing_n°1》
聲音裝置是由一個相同的小單元（蓋
格計數器和蜂鳴器組成的電路模組），
各自上下左右等距連接，所拼接而成
的電路模組矩陣。蓋格計數器基本上
就是用來偵測和採集放射粒子。因為
這一類的放射粒子稍縱即逝，且以完
全無法預知的方式在宇宙中輻散，於
是當不可見的放射粒子穿過蓋格計數
器，便會觸發蜂鳴器發出聲響，因此
每一個電路模組就在當下連成一片聲
音的網絡。

＃蜂鳴器
＃自動聲音生成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實況照



Listen&See

展中其一的作品為許家維的作品：
《電子流動》的聲音是透過六〇
年代台灣松下所生產的真空管收
音機播放，而影像呈現在液晶螢
幕上，整體所需的電力則是來自
於行競科技的電池。真空管時代
的技術與當代半導體及電池技術，
兩者在這裝置中交融，其電子流
動的方式展現了這段技術的歷史
與其未來的可能性。

＃電池製作的生產流程
＃真空管收音機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Listen&See

展中其一的作品為台灣藝術家鄭先家
《Annoyanony》作品，奠基在當代的
資訊隱私的權利觀念，以及合成資料
技術成熟的基礎上：創建出一組虛擬
的電信電話號碼，及相對應的、通話
方的視覺化個人資料，並藉由SIP
（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對話啟
動協定，用於營造即時多媒體互動會
談功能）網路電話方式，隨機選取資
料中的號碼進行通話，接通之後，將
會藉由作品路由至同一線路，建立一
個匿名的通話群組。在展場的觀眾則
可以藉由揚聲設備以及視覺影像，作
為第三方完全旁觀這一場對話的全貌。

＃SIP網路電話伺服器
＃網路聲音對話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實況照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實況照



參觀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轉接器 實況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