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為了使舞蹈專業教師在教學

上能獲得正確的資訊，以不斷改

進教學方式，進而提昇教學效

果，並期使教師能將更完善、更

完美的教學落實在學生身上，故

本研究針對一位特定高中舞蹈教

師進行訪談，其內容以基本資料

調查、教學經驗、對教學的認

知、教學的特色、教學功效、如

何準備課程、教學技巧、教學困

難等進行訪問。

將訪談的內容加以彙整後，根

據訪談內容重點設計一份舞蹈教師

授課滿意度的問卷，再針對此教師

授課之班級華岡藝校舞蹈科二年級

四十一名學生施測，藉以了解教師

是否有效地將教學目標落實教學課

程中，最後以Excel做問卷的統計

分析，並製成統計圖表來表示，分

析其結果及提出建議，提供教師做

一有利參考，以改進教學方式，提

昇教學成效。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詮釋性的研究方

法，使用觀察、晤談、教師自陳

方式及學生問卷調查等方法，自

製工具，逐步歸納出研究結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一位高中的舞蹈科

男教師為研究對象，並以此教師

所教授的四十一名學生為問卷調

查群體。

三、問卷設計與編製

問卷內容設計主要以面談訪

問內容為主。針對訪問內容加以

整理歸納出「教學認知」、「教學

特色」、「教學功效」、「課程準

備」、「教學技巧」、「教學困難」

及「其他」等項目。再以這幾個

項目設計相關問題，問卷題數共

二十題，採用Likert五點量表計分

方式。

四、調查實施

(一) 晤談訪問：在正式問卷設計

編製之前，先與該受訪教師

進行面對面晤談訪問，並以

晤談前所準備的相關問題詢

問該受訪教師，整個晤談過

程以錄音及筆記方式記錄

後，再加以彙整歸納。

(二) 問卷調查：正式問卷調查的

時間為民國八十九年四月上

旬，採課堂調查方式進行，

施測時間為二十分鐘。共發

出四十一份問卷，回收四十

一份問卷，剔除一份填答不

完整之廢卷後，實際獲得可

供分析之有效問卷為四十

份。

五、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百分比方式探討問卷

中之各項結果，並以EXCEL試算

表將各項結果以圖表方式呈現。針

對各項結果百分比分佈情形及晤談

訪問結果加以分析討論，並提出建

議，最後做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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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自己有關的生活空間」取代

屬於表現技能的「1-1-4正常、安

全有效的使用工具」，較為適當。

第一階段課程，也毋需強調

「九、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基

本能力。

(三) 提昇課程統整實施的可

行性

暫行綱要的實施要點，雖已

提示課程統整設計原則與方式，

但教材內容與範圍仍然保留藝術

分類，界限分明，缺乏一致性。

修訂後的教材內容與範圍，概括

的提示各類藝術的共同範疇：包

括鑑賞與創作和歷史、文化的關

係；評價、反思與價值觀的建

立；實踐和應用生活藝術；以及

連絡其他學科等。僅在技能學習

上有藝術分類的區別。因此修訂

後的教材內容與範圍，既與分段

能力指標的修訂相呼應，也與課

程設計原則與方式相符合。

此外，第一學習階段課程既

與「社會」及「自然與生活科技」

統整為生活課程，自當依據生活

課程綱要的提示，也是以課程統

整的理念為基礎。

六、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可見修訂後

的藝術與人文課程綱要的課程理

念與目標，有三個特點：

(一) 矯正人文素養的概念及其與

藝術學習的關係，明確提示

藝術與人文課程是經由藝術

陶冶，涵育人文素養的課

程。

(二) 調整審美與藝術文化學習活

動的關係，擴展審美活動的

範圍與認知成份，以及提昇

藝術文化的審美價值。

(三) 重視藝術知能的生活應用，

強化人文素養的涵育歷程。

由於課程本質、內涵與趨向

的調整，分段能力指標及其與十

大基本能力之關係，以及教材內

容與範圍也隨著大幅修訂，強化

藝術課程統整的概念，並使課程

綱要體系更為完整。

教學要統整，應先在課程設

計上力求統整。(參黃炳煌，1999)

而統整的課程應具長遠而與現實

世界關聯的教育觀，著重功能性

學識(functional literacy)，使學生

能從較少的資訊，獲得更多的知

識，並在需要時，知道如何學

習。(參Clark，1997，pp.44-54)課

程綱要為課程設計與實施的指

南。修訂後的課程綱要，使藝術

與人文課程的前景更加明朗開

闊。參與修訂工作的藝術教育同

仁的智慧與用心，值得令人讚賞

與敬佩。█

《參考文獻》

李大偉、孟繼洛(1992)。大學科技 / 人

文科系學生對人文 / 科技知識之需求

研究。國立台灣師大工教系。

呂燕卿等(1999)，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藝

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研究。

教育部。

范錡(1971)。哲學概論。台北市：台灣

商務印書館。

黃炳煌(1999)。談「課程統整」－ 以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為例。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新世紀中小學課程改革

與創新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

49-55。

陳朝平(2000a)。台灣美術教育思想的

演變與跨世紀的思維。國立歷史博物

館，二十世紀台灣美術教育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189-213。

陳朝平(2000b)。藝術概論。台北市：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Carroll, N.(1999). Philosophy of art.

London: Routledge.

Clark, E. T. Jr.(1997). Design and

Implementing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Brandon: Holistic

Educational Press.

Rader, M. & Jessup, B.(1976). Art and

Human Value. Englewood Cliff,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一位高中舞蹈科教師
之教學研究
Research on Teaching by a High-School Dance Teacher

蕭君玲 Chiin-Ling HSIAO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舞蹈講師

鄭仕一 Shih-Yi CHENG 康寧護理專科學校體育講師



■ 美育第131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31 教育采錄 Education   82／83

教學功效

一、 技巧成熟、肌力增強。

二、 動作質感提昇。

三、 學習態度積極。

四、 思考能力提昇。

五、 習慣改變，例如對拍子的習慣。

六、 提昇學生對舞蹈的觀念、認知及關心度。

如何準備課程

一、 以對宗教的態度來準備舞蹈課程。

二、 設計課程時，強調音樂的功能與使用。

三、 課後自我檢討，不斷的修改課程內容。

四、 參考教育心理學、心理衛生、戲劇方面的理

論來準備。

善於應用何種教學技巧

一、 善於製造輕鬆舒適的氣氛使學生接受枯燥的

基礎訓練。

二、 善於引導學生發揮想像力，以提昇動作質

感。

三、 經常使用日常生活的物品來當道具，使學生

動作更精準。

四、 善於以學生的語言或表達方式來做回應或解

釋。

五、 經常結合現代生活現象來引發學生的興趣。

六、 最常使用音樂來製造教學氣氛，提昇教學成

效。

教學困難

一、 教學理念、對舞蹈的觀念與主政者不同，易

產生衝突。

二、 每位老師對學生的處理方式不同，造成同儕

間需相互承擔學生的反應與壓力。

其他

一、 尋找舞蹈素食，回歸舞蹈的真實本質。

二、 與同儕間的共事，不強調自己的對或別人的

錯。

三、 舞蹈是很簡單的、親近的、生活化的。

四、 從教學可以觀到人生哲學。

五、 不眷戀舞台，喜歡戶外即興。

六、 教師最大的成就感來自學生的成長。

七、 教學成功或失敗完全靠自己。

基本資料

姓　　名： ○○○教師

學　　歷： 國立藝術學院研究所

專　　長： 現代舞、創作

年　　齡： 40歲

舞　　齡： 21年

性　　別： 男

教學經歷

教學年資： 14年

經　　歷： 1986年舞蹈社教授現代及芭蕾舞。

1991年起陸續於台南家專、中正高中、

蘭陽高中、國光藝校、復興高中、桃園

高中及華岡藝校任教。

教授科目： 起初以現代舞為主，從1998年起教授科

目增加即興、舞蹈排演、芭蕾舞及演出

實習。

對教學的認知

一、 學生均擁有無限潛能，課程上儘量開發學生

的潛能。

二、 鼓勵學生升學，但不以藝術學院為主要目標。

三、 強調基礎課程的重要。

四、 保持高度的自我反省度，教學上要求自我突

破。

五、 跟學生保持良性溝通，不要將教學壓力放在

學生身上。

六、 不斷地解決學生的問題。

七、 教學須不斷創新、改進，以完成實質教學目

標。

教學特色

一、 能夠掌握課程靈活度。

二、 以輕鬆的方式上課。

三、 上課老師本身不換緊身衣。

四、 要求學生動作的乾淨度。

五、 結合現代時勢來引導學生。

六、 上課幽默，以青少年的方式或角度來表達。

七、 強調學生的發問、寫筆記與思考。

八、 不喜愛學生只是模仿，經常反問學生「為什

麼」，引導學生的自主空間。

九、 教授跳舞的方式，而非只教授舞蹈技巧。

十、 善用重覆原則，以培養學生的質感。

十一、 課後五分鐘與學生互動溝通。

參、舞蹈教師專訪內容

筆者針對以上訪談的內容設計問卷，再對此位教師所教學的學生施測，以下是教師授課滿意度的問卷內

容和所測得的結果分析。

肆、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01. 老師的課程準備非常充份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 2% 

同意 9 22% 

沒意見 20 49% 

不同意 11 27%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將近一半的學生由老師上課的內容無法得知老師

是否準備充分。

2.在同意與不同意二個選項中以幾近相等的百分比呈

現。表示將近半數的學生可能具備判斷老師課程內

容是否準備充分的能力，而這些學生的意見是相左

的，各有一半同意老師的課程是準備充份的，另一

半則不同意。

3.對於學生是否有能力作客觀的判斷保持懷疑態度。

建議 1.不定時地傳達老師準備課程的過程、資料收集、流

程安排等，也是一種潛在教育作用，更可使學生得

知老師用心的態度。

02. 老師很強調基礎課程的重要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1 27% 

同意 19 47% 

沒意見 10 24% 

不同意 1 2%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74%的學生認為很同意或同意，可見老師平時的

確很強調基礎課程的重要性。

2.另外有24%的學生持沒意見，表示仍有為數不少的

學生對於老師的強調並未吸收或了解。

建議 1.繼續保持。

03. 我可以感受到老師很用心地開發學生的潛能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 2% 

同意 19 47% 

沒意見 11 27% 

不同意 10 24%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幾近一半(49%)的學生很同意或同意，意即有近一

半的同學可以感受到老師用心地開發學生的潛能。

2.沒意見或不同意的合佔51%，此數字顯示的情況亦

不容忽視。由此可見老師的教學方式有可能造成兩

極的學習反應，當然在此無法做此定論，仍需更精

細的評量與測驗方可得知更正確的結果。

建議 人是被認為有能力的，這種能力來自遺傳的稟

賦，它在未開發時是潛藏的，所以它又可稱為「潛

能」。當人開始發展時，能力便逐漸地顯露出來(黃光

雄，民87)。所以人的潛能可經由教師的刺激得到發

展。

建議老師可以教學目標與計畫來設計不同的評量

方式，以測驗出學生的潛質開發成果，並將結果告知

學生，給予學生有良性的回饋。

04. 老師會解決學生的問題，包括學習上、升學

上、生活上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 2% 

同意 8 20% 

沒意見 15 36% 

不同意 13 32% 

很不同意 4 1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由訪談得知老師平時很關心學生在學習上、升學上

及生活上的問題，並用心解決，但問卷結果得知在

很同意及同意二項合計為22%，所佔比例並不高。

2.沒意見者佔36%，不同意及很不同意者合計42%，表

示老師平時解決學生的問題，可能是個別處理的方

式，而且所佔人數並不多，所以問卷結果會有如此

的差異現象。

建議 人是離不開生活範圍，在人的生活範圍中有實際

的生活因素，需要教育去解決，也有一些情緒的現

象，如信任、希望、恐懼、愉快也須要教育去處理(黃

光雄，民87)。所以處在第一線與學生接觸的教師，除

了在教導技能外，對學生的情緒現象也應多關心。

同時老師在個別處理解決學生的問題，可以令學

生知道所發生的問題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應當以此為

例來告知所有的同學，然後在適當的時機將問題與解

決的建議告知所有同學。

05. 老師會創新教學方式，讓學生產生興趣學習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 2% 

同意 8 20% 

沒意見 15 36% 

不同意 11 27% 

很不同意 6 15%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很同意或同意者僅佔22%，與訪談時老師提及喜愛

創新教學方式有認知差異存在。

2.不同意與很不同意者合佔42%，另外沒意見者佔36%

為數最多，換言之，有將近八成同學無法明確感受

到老師所創新的教學方式，但或許老師的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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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創造力的有效工具。

1.建議保持此項特色，由此可知老師在教學方法上很

用心。

13. 老師上課會引導學生發揮想像力，創造想像空間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5 12% 

同意 17 41% 

沒意見 18 45% 

不同意 0 0% 

很不同意 1 2%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 53%的同學同意或很同意老師上課會引導學生發揮

想像力，創造想像空間。

2.但仍有45%的同學沒意見，表示老師在引導同學發

揮想像力時，有幾近一半的同學並未感受到或有所

體驗。

建議 學生是否能將個人的創意展現在舞蹈藝術上，端

賴教師的教學技巧及想像力的運用，葛賴德(1960)認

為，具有創造資質的教師其創造才藝是與生俱來的，

因之能有效地將創造的意境釋放出來，不論是體能或

是藝術教育，其目的都是為了啟發人們的想像力和創

造力。

建議教師仍需在引導的方法、過程或步驟再做檢

討，令所有同學都能按照老師的引導而發揮想像力，

創造想像空間，以避免教學效果打折扣。

14. 老師上課時無法清楚表達教學內容

人數 百分比

很清楚 2 5% 

清楚 5 12% 

還好 27 66% 

不清楚 7 17% 

很不清楚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17%的同學認為不清楚，雖然佔少數，但仍需注

意，因為清楚表達教學內容是教學行為的基礎。

2.有66%的同學填寫「還好」，顯示老師在表達上還需

加強。

建議 1.建議老師要善用媒介，而不是只有透過語言的表達

方式，還可用文字、圖形、影像或實物等方式來加

強表達內容。

15. 老師經常給予負面的評價如批評、指責

人數 百分比

每次 10 24% 

經常 17 42% 

偶而 13 32% 

不常 1 2% 

同意 17 41% 

沒意見 4 10% 

不同意 0 0%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高達九成的同學認為老師上課時缺乏耐心。

建議 發揮教師的愛心與耐心，才能深入了解學生的需

要，主動接觸學生，以拉近師生間的距離，這是增進

師生和諧關係的途徑。

1.如此高的百分比，老師應確實檢討上課時的態度、

言詞、語氣及肢體動作等。

2.老師應確實了解身教所引發的潛在教育作用是很大

的，所以老師應隨時觀察學生學習時與老師的共鳴

度、對老師的認同度與學習情緒等。

11. 老師會談論對舞蹈的觀念、態度、認知與關心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2 5% 

同意 15 37% 

沒意見 18 43% 

不同意 6 15%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42%認為很同意或同意，顯示老師的確有談論對

舞蹈的觀念、態度、認知與關心等。

2.但有43%認為沒意見，有15%不同意，此表示可能老

師的傳達方式或媒介無法令58%的同學有所感受或

感受不深。

建議 學校的舞蹈教師非但是藝術家也是教育家(邦正

美，民83)。所以舞蹈教師在教授舞蹈技能時，應保持

談論舞蹈的各種觀念、態度、認知與關心的行為，如

此可以破除目前舞蹈教學的某些缺失，例如學生並不

知舞蹈的定義為何？舞者的專業態度與觀念？

12. 老師上課經常使用許多不同的音樂來營造上課

氣氛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25 62% 

同意 14 34% 

沒意見 1 2% 

不同意 1 2%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高達96%的同學認為老師上課經常使用許多不同的

音樂來營造上課氣氛，與訪談時老師所提相符合。

建議 許多的舞蹈，音樂是不可或缺的伴奏工具，音樂

是能使人愉快和表達情意的一種藝術。音樂可以喚醒

人們困倦的意識。若合宜的應用，可以當作是一種激

很不同意 1 2%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佔49%認為老師上課很幽默風趣，與訪談結果差異

不大。

建議 幽默感的人格如同中藥中的甘草，有調和各種不

同性格的功能，又如同沙漠中的甘泉，人人喜歡(李德

高，民85)。

建議教師保持幽默風趣的特色，因為沒有人是喜

歡呆板乏味的學習氣氛。

08. 老師經常反問學生「為什麼」，以提昇學生的

思考能力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22 54% 

同意 15 37% 

沒意見 3 7% 

不同意 1 2%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表示很同意或同意者高達91%，顯示老師的確經常

反問學生「為什麼」，與訪談時結果相同。

建議 有助於學生思考的回饋方式包括：提供思考的線

索、暗示學生探討更合理的答案、接納學生的意見、

對學生的某一觀點，要求學生進一步說明或提出證

據。一般來說，教師如能採用這些反應，對於學生批

判性的培養，將有相當的助益(黃光雄，民87)。

1.保持這項特色，因為舞蹈教育本身已經有一個很大

的危機，那就是舞蹈教育的過程中並不太強調思考

能力的訓練，常過度著重於肢體技巧的訓練。藝術

本身是源自於思想的，所以應以此為惕，在舞蹈教

育中，多注入思考性的訓練。

09. 老師不喜歡學生學習時只是模仿而已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6 39% 

同意 18 44% 

沒意見 6 15% 

不同意 0 0% 

很不同意 1 2%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高達83%同意老師不喜歡學生學習時只是模仿而

已，與訪談結果相同。

建議 1.老師強調此觀念的出發點應予以肯定，此觀念的建

立對舞蹈教育的根本有深遠的影響。

10. 老師上課時較缺乏耐心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20 49% 

是屬於潛在的、不明顯的，當然這也需更進一步的

研究調查才能得知。

建議 老師的創新教學，應有某些程度是以引發學生學

習動機與興趣的目的為主，因為學生的學習動機是造

成學習效果好壞的最關鍵因素。

若規定劃一的方式呈現教材，沒有讓學生有變通

的機會，學生學習起來枯燥乏味，效果較差(黃光雄，

民79)。

創造教學可使教學效果提高，革新教學方法，使

教學進入更高的藝術境界。無論創造教學是教導學生

創造或教師自己創新的教學，都必須先了解有關創造

的特質，方能把握要點，作有效的創新教學(方炳林，

民84)。

06. 老師對學生的評量標準不一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5 12% 

同意 13 32% 

沒意見 14 34% 

不同意 9 22%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有44%很同意或同意老師對學生的評量標準不一，

顯示老師在評量時的施測方式、標準或態度可能與

學生的看法有所差異。

2.認為老師評量標準無不一現象僅佔22%，此為少數

部分，故老師應對評量的整體程序、標準及態度做

一仔細的規劃與評估。

建議 教學評量乃是判斷教學活動是否達成教學目標的

過程，進行評量時必須搜尋有關資料加以判斷，以了

解學生的學習預備狀態，學習現況和學習結果，供教

師訂定教學計畫或進行決策時之根據。

教師在教學前應使學生了解工作目標、成績評量

標準、作業方法與步驟，使學生可由之獲得具體的概

念而減少挫折和焦慮感(張春興、林清山，民70)。

1.現今民主意識高漲，所以對評量與測驗的建立應具

備科學觀，主觀因素的評量應減低至30%以下，另

外70%為客觀標準測量。

2.於教學前或測驗前應告知學生整體的測驗標準分

數、程序步驟與注意事項等，使學生完全了解測驗

的整體架構與程序。

07. 老師上課很幽默風趣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2 5% 

同意 14 34% 

沒意見 15 37% 

不同意 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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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意見 33 81% 

不同意 4 10% 

很不同意 1 2%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 81%認為沒意見，顯示老師給予的課程是適當的，

只有少數認為太難或太簡單。

建議 教師若將教學目標定的太高，學生無法達到此一

水準必然灰心喪志，有失敗及挫折感。教師所期望的

成就水準，較學生現有的能力稍高一點即可，依循序

漸進激發學生的潛能，若操之過急可能適得其反(黃光

雄，民87)。

建議教學前教師應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了解學生

身心發展的程度，包括智能成熟階段、學習上的心理

需求、舊學習的基礎、當前的經驗背景，在初學時作

評量。以了解學生確實的程度所在，再針對教學計畫

作修正，以提高整體的學習效果。

18. 老師不接受學生的建議，無法與學生溝通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7 17% 

同意 13 32% 

沒意見 15 36% 

不同意 6 15% 

很不同意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 49%的同學認為老師不接受學生的建議，無法與學

生溝通。

2. 36%認為沒意見，15%認為老師並不會不接受學生的

建議，也能和學生溝通。

建議 有幾近一半的反應老師不接受學生的建議，無法

與學生溝通，這數字值得老師注意並檢討。

教師如果能接納學生的感受，多使用誇獎與鼓

勵，以及了解學生的想法，則對學生的學習態度及成

效均有良好的影響。容易引發雙向溝通，不但教師的

想法容易傳達給學生，學生的疑難也較容易有機會反

應給教師，而達到真正溝通的目的。(方炳林，民84)

19. 你認為老師的教學方法能達到有效的學習效果

嗎？

人數 百分比

非常良好 1 2% 

良好 7 17% 

普通 25 62% 

不佳 7 17% 

效果很差 1 2%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認為效果非常良好或良好者與效果不佳或效果很差

者各佔19%，有62%認為普通。表示在學生的反應

從來沒有 0 0%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 24%認為每次上課、42%認為經常、32%認為偶而發

生負面的批評或指責，只有2%認為並不常發生。

2.由此表示老師的確經常給予負面的評價如批評、指

責，但在此並無法得知當學生經常得到負面的評價

或指責時，對其學習效果是否產生正面的影響。

建議 在實際教學時，究竟如何使用獎懲以引起並維持

學生的動機？

第一，一般言之，獎勵的效果大於懲罰。受到獎勵的

行為，多為個人自知而且能做到的；而批評只能阻止

某種不良行為，並不能培養出一種良好的行為(張春

興，民78)。

第二，懲罰批評並非絕不可用，但使用時務必要對以

下幾點加以考慮(張春興，民78)：

(一) 獎勵與懲罰批評兼用。

(二) 要顧到學生的能力。

(三) 要顧到學生的性格。

(四) 要先公開行為標準，讓學生了解什麼樣的過失是

錯誤的，並養成他的法治觀點。

1.建議老師給予負面的評價，最好針對全體同學而非

單一學生，以免焦點過於集中，造成的傷害也較

大。

2.有負面的評價來做為學生成長的推力，也應有正面

的鼓勵做為學生成長的拉力，二者應互相配合。

16. 老師上課會談論現今社會發生的現象或事件

人數 百分比

每次 0 0% 

經常 2 5% 

偶而 18 44% 

不常 18 44% 

從來沒有 3 7%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從來沒有或不常佔了51%，偶而佔了44%，此顯示與

訪談時老師所提的有差異存在。

2.或許老師在談論現今時事時的時機點，學生並不易

發覺，因為老師有可能只是用時事來加強所要表達

的感覺而已，也或許老師並未經常提及時事現況，

在此問卷中並無法得知，此問卷數字只是表達學生

的反應。

建議 1.是否有必要在上課時提及現今時事，應視教學目標

與重點而定。

17. 老師高估學生的能力，給予太困難的課程

人數 百分比

很同意 1 2% 

同意 2 5% 

伍、結論

此篇報告針對教學者做了二

次的訪談，以這二次訪談的內容

整理設計出二十題問卷，再針對

華岡藝術學校學生施測，藉以了

解教師是否能將知識與技能有效

地傳達給學生。

此問卷代表學生的一部分反

應，施測時可能包含許多主觀的

因素，並無法確實反應出真實的

狀況，故此問卷的任何數字僅供

參考。由問卷得知老師有幾項個

人教學特色是值得保持的。

一、使用適當音樂以增強上課氣

氛。

二、強調思考的重要性。

三、教授跳舞的態度、方式，而

不強調舞蹈技巧。

四、課前充分的準備。

但也有許多值得老師深思

的，例如：

一、老師對評量與測驗的知識應

加強涉獵。

二、與同儕之間的相處應加強。

三、教學較缺乏耐心。

四、給予學生負面評價太多，缺

乏鼓勵性的言語。

從以上的分析與討論，發現

教師在訪談時所提的觀點對學生

都是非常有益，對舞蹈教學的認

知也很清楚，個人也深表贊同。

但因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扮演

著策劃與領導的角色，教師的性

別、情緒、人格特質與教學態度

均對師生關係的建立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朱文雄，民81)。所以在教

學的施行過程中教師是否會因為

本身過度自信，太以自我為中心

而忽略了學生及共事者的感受。

弗蘭基納主張應重視學生的自

律、自由、民主、快樂，貶抑紀

律、痛苦、處罰。這種理論頗符

合現代民主精神及人文主義教育

之原理，唯有在尊重人的價值尊

嚴與人格，「我與汝」的關係才

會建立起來。(陳照雄，民88)。理

想的教學是在互動當中師生相互

成長，如何在民主與權威當中游

走，將考驗著老師的智慧。

在這知識爆增、科技發達的

時代，教師所擔任的角色已從被

動的知識輸出者轉變為主動的教

學設計執行者，包含「分析學習

者特性、訂定教學目標、擬定教

學計畫、實施教學活動及評估教

學效果」都需面面俱備、環環相

扣的。故教師應該透過各種客觀

的、科學的方法來得知與檢視自

我的教學狀況，以利隨時修正，

提昇教學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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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師的教學方法及態度並未使學生的學習效果

增加。

2.可能學生認為的學習效果與老師的認定有差異存

在，此點可針對學生再作深入訪談進行了解。

建議 時代在進步，思想觀點在改變，技術和發明在增

進，教師的教學方法也因此有許多的發展和改進。同

時依教學目的或教材性質不同而有各種不同教法。建

議教師多主動了解學生、深入了解學生的需要，才能

運用較適合學生的方法讓學生獲得更好的學習效果。

20. 你對老師上課教學的整體表現

人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1 2% 

滿意 8 20% 

普通 28 69% 

不滿意 3 7% 

很不滿意 1 2%

分析與建議

問卷 1. 69%認為老師上課教學的整體表現普通，22%認為很

滿意或滿意。

建議 1.老師不論在教學上、態度上、觀念上、教法上都應

力求突破，以提高學生對其整體表現的滿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