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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自遠古時期便已存在，藉著自由自在的舞動身體，使身心靈都達到一種平衡協調的

狀態。在現今社會，人們拘束起軀體以符合社會的禮儀，也因此逐漸失去對身體的敏感知

覺。身為藝術人文教師的我，不斷思索以及嘗試，希望讓學生重新釋放能量，重拾對舞蹈的

熱愛。

「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中指出，人類正面臨「第三次產業革命」－一個以「腦力」

決勝負的「知識經濟時代」。此時，不論是創新思考、批判思考或解決問題之能力，皆是未

來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過去數年來，國家投注相當多的經費用於推廣創造力教學，其

目的便是希望讓未來的下一代是一群心理活動活絡，具有創造力的優秀份子。

創造性舞蹈教學是以學生為創作主體，教師則為引導與啟發學生個人創作潛能的角色，

其特性在於啟發學習者觀察、想像、思考、創造以及表現等能力，由活動中培養其敏捷性、

協調性、以及自我表達的勇氣與自我肯定的信心，進而享受參與的樂趣，產生對團體的歸

屬感與認同感。在此教學活動中，以創造性舞蹈教學為設計的藍圖，將雲門舞集立團之

作—「薪傳」中「渡海」與「節慶」兩片段為教學素材，學生藉由欣賞的方式，體會到舞

蹈的力與美，並藉此知道彩帶舞的揮動方式與隊形變化，以此為立基，學生分組自編一套彩

帶舞，並加以練習、展演。之後透過觀賞自己以及其他同學的展演影片，加以回顧與反思，

形成後設性認知，提高學習效能。

在這個教學活動中，運用彩帶這個媒介，讓學生自行將不同舞蹈的元素加以安排，其舞

蹈元素包含肢體在空間中的造形、層次的高低、方向的改變等，另外力道的輕重、力度的鬆

緊、動力的改變也在其中。在教學時則是運用小組的形式，從動作探索中引發相關經驗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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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讓課程更加樂趣化、生動化。這樣的進行方式所強調的是關係強調個體與個體、個體與

群體間的交互性。

創造性舞蹈教學過程中，除了達成主要目標—創造力被激發、提升外，學生感受到的

尊重以及全然的被接納，也使得自信心提升、群體活動技巧增強，這也是活動設計之初期望

的另項目標，期望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自在的啟發心靈、激發創造力，以成為未來時

代的核心份子。

（一）教學活動設計主題：舞動線條之美

（二）教學對象：國小高年級學生

（三）設計動機與理念：

九年一貫課程架構已將表演藝術納入於藝術與人文領域之中，各版本教科書也都涵蓋表

演藝術的教學內容，但只有極少數的教育大學設有戲劇教育系，因此師資來源並不足夠，也

就造成各校大多未聘有表演藝術之教師。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身為非表演科系的教師，要如

何進行有效的教學 ? 科技當然就可以成為我們的利器。

此教案之發想源自於六上康軒版藝術與人文領域之教科書，此單元之教科書旨在介紹

國內各表演團體，其中便介紹雲門舞集及其作品《薪傳》(除康軒版之外，其他版本亦有提

及 )。雲門舞集是國內極少數在國際享有盛名的表演團體，其立團之作《薪傳》中的〈渡海〉

與〈節慶〉兩片段可說是代表之作，〈節慶〉是利用舞者手持兩條紅彩帶，以揮動的方式配

合隊形的變化，展現線條之美，整個舞作所呈現的畫面相當華麗與震撼。

彩帶舞是舞蹈中較為簡單且學習成效較為明顯的舞蹈，因此作者期望透過彩帶舞的介紹

與學習，讓學生能一探表演藝術之面向。首先介紹雲門舞集及其作品《薪傳》，觀賞《薪傳》

中〈渡海〉與〈節慶〉兩片段，紀錄〈節慶〉片段中彩帶的揮動方式與隊形變化，以此為立

基，加以創作彩帶舞。之後透過觀賞自己以及其他同學的展演影片，加以回顧與反思，形成

後設性認知，提高學習的效能。

（四）教材大綱：

． 教學單元一：「薪」火相「傳」(介紹雲門舞集及其作品《薪傳》)

．  教學單元二：以天空為紙，以彩帶為筆 (介紹彩帶舞，並加以創作 )

． 教學單元三：回顧與反思 (回顧展演片段，加以反思 )

（五）教學目標：

1. 能知道「 雲門舞集」舞團的歷史與重要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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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能用心觀賞《薪傳》中「渡海」與「節慶」兩個片段

3 . 能明白彩帶舞的揮動方式以及隊形的變化。

4 .能快樂的與人合作。

5 .能發揮創意，創作自己的彩帶舞。

6.能大方的在眾人面前表演彩帶舞。

7 .能對於此次活動進行反思。

（六）活動內容

     教案內容 教材教具

教學單元一：「薪」火相「傳」

活動一：介紹「 雲門舞集」舞團
       1 . 學生討論事先所收集到的相關文章與資料。
       2 .老師加以統整說明，並介紹「 雲門舞集」網站。

活動二：介紹「 雲門舞集」舞團立團之作—《薪傳》

       1 .說明當時中美斷交的國際情勢與社會情形。
       2 .  播放「 雲門舞集〉成團三十年時於中正紀念堂公演的 DVD

感謝片段 (播放片段為 1分 15秒—7分 52秒 )。
活動三：觀賞《薪傳》重要片段〈渡海〉

       1 .觀賞〈渡海〉。
       2 .共同討論〈渡海〉所要表達的故事情境與其內涵。
       3 .再次觀賞〈渡海〉片段，並注意聆聽音樂與動作的配合。

教學單元二：以天空為紙，以彩帶為筆

活動一： 觀賞《薪傳》重要片段〈節慶〉
       1 .觀賞〈節慶〉。
       2 .共同討論彩帶舞所展現的線條美。

活動二：彩帶舞的介紹

       1 .   再度觀賞《薪傳》，並記下彩帶舞的揮動方式以及隊形的變化。
       2 .分組討論彩帶舞的揮動方式以及隊形的變化。

活動三：彩帶舞的創作 
       1 .試著揮動彩帶，練習不同的揮動方式。
       2 .分組討論，共同創作彩帶舞。
       3 .分組展演。

教學單元三：回顧與反思

活動一： 回顧與反思
       1 .觀賞各組的展演影片。
       2 .各組分享創作經歷與反思。
       3 .寫下自己的反思歷程。

「 雲門舞集」網站

成團三十年紀念 DVD

「渡海」片段 DVD

「節慶」片段 DVD

錄影機

展演影片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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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料整理與分析

學習單的五個題目，是期望學生在活動的尾聲能藉由省思來回顧他們的學習歷程，前兩

題是畫下彩帶舞的揮動方式與隊形變化，後三題則是希望學生思考，這個活動對他們所產生

的意義為何 ?茲將學習單內容整理如下：

1.學習單第一題：請畫下你比較喜歡的幾個彩帶舞揮動姿態

學生簡單畫下了他們所喜歡的揮動方式，其實彩帶舞揮動的方式大同小異，並無

太多的變化，從學習單中，可以了解學生清楚的知道這幾種變化，摘錄幾件作品作為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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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習單第二題：請畫下你比較喜歡的幾個舞蹈隊形變化

因著每組人數不同，學生畫下的隊形也變化多端，真是創意無限，摘錄幾件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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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單第三題：到目前為止，你覺得你喜歡這個活動嗎 ?為什麼 ?其回答統計如下：

希望藉由這題回答的內容，作為下一次教學設計的參考。此次的有效問卷為 106

份，第三題統計如下：

班 級 601 602 603 604
總計

有效問卷為 106份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百
分
比

女生

人數

百
分
比

問卷總數 12 16 12 13 13 14 13 13 50 56

喜歡 7 12 11 8 7 13 6 7 31 62% 40 71%

也喜歡也

不喜歡
2 3 0 4 2 0 4 5 8 16% 12 21%

不喜歡 3 1 1 1 4 1 3 1 11 22% 4 7%

   從統計表中可看出，不管性別，男女生對於這個活動都是偏向喜歡，不過舞蹈對於男

生吸引力較小，不喜歡的比例為 22%，相較於女生的 7%，高出不少。  將喜歡之原因統計，

表列如下：

班級 601 602 603 604 小計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人 
數

百
分
比

可以和同學合作 3 10 3 2 4 4 1 2 29 27%

好玩有趣 2 0 6 2 3 4 4 1 22 20%

學會如何跳彩帶舞 3 3 2 5 0 4 0 0 17 16%

有機會發揮創意 0 7 2 3 0 1 0 1 14 15%

成果令人自豪 0 1 2 0 0 1 1 0 5 4%

有表現機會 0 0 0 0 1 1 0 0 2 1%

性別

人數
項目

性別

人數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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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表可看出，有大約 1/3的同學很享受和同學合作的機會，1/5的同學則覺得這個活

動好玩又有趣，另外有 1/6的同學則是在揮動彩帶的過程中或是發揮創意方面得到滿足。另

將不喜歡之原因列出加以統計，表列如下：

班級 601 602 603 604 小計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人 
數

百
分
比

很麻煩 1 0 0 0 1 0 3 1 6 5%

彩帶很難耍 0 0 1 1 0 0 0 1 3 3%

原本就不喜歡跳舞 0 0 1 0 0 0 1 0 2 2%

同組有人不合作 0 0 0 0 0 0 2 0 2 2%

很花時間 0 0 0 0 2 0 0 0 2 2%

很累 0 0 0 0 2 0 0 0 2 2%

時間不夠 1 0 0 1 0 0 0 0 2 2%

害羞 0 2 0 0 0 0 0 0 2 2%

原本就不會跳舞 0 0 0 0 0 0 0 1 1 1%

 

  結果顯示有少數同學覺得很麻煩，6位同學中有 4位是男生，另外彩帶很難耍動、不

喜歡跳舞、有人不合作、很花時間 ..等，都是造成學生不喜歡這個活動的原因。

性別

人數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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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單第五題：如果還有機會進行類似的活動，你覺得你會怎麼做，讓自己更進步 ! 

希望學生能將此一學習加以延伸，因此設計此題目，統計如下：

班級 601 602 603 604 小計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男生

人數

女生

人數

人 
數

百
分
比

出現“合作”或其概

念之次數
1 6 3 4 2 3 7 9 35 33%

出現“熟練”、“整齊”

或其概念之次數
4 4 5 5 4 4 4 3 33 31%

出現“舞姿”、“舞

步”、“隊形”等舞蹈

名詞或其概念之次數

5 7 5 2 3 3 3 2 30 28%

出現“要更努力”、

“更投入”或其概念

之次數

3 4 3 1 4 2 1 2 20 19%

出現“創意”或其概

念之次數
0 5 3 6 2 3 1 0 20 18%

出現“大方些”“不

要害羞”相關概念之

次數

1 4 0 0 0 0 0 0 5 5%

出現時間管理相關概

念之次數
1 1 0 0 0 0 1 1 4 4%

結果顯示，有三成的學生對於改進合作關係視為下次改進的重要項目，另外在觀賞影片

的同時，他們也發現舞蹈的熟練度相當不足，以致與自己想像的畫面有所誤差，所以下次能

將熟練度好好的提升；也因為觀賞別人的舞蹈，有三成的學生發覺其實有許多舞步、舞姿、

隊形的變化都很有趣，值得作為下次編舞的依據；有兩成學生則是希望能再多多發揮創意。

性別

人數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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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照片剪輯

分組討論彩帶舞的揮動方式以及隊形的變化

共同創作彩帶舞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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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展演

圖 4-7 圖 4-8

圖 4-9 圖 4-10

圖 4-11 圖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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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後語

透過親身體驗的學習，是最直接且最親切的學習方式。在觀賞的過程中，學生相當專

注，專注的原因來自於藝術的本體。藝術所傳遞的動感深深吸引著學生，這也是藝術最吸引

人的地方。

在創作過程中，學生可說是半玩半認真，他們常常舞弄著手中的彩帶，嘴巴斷斷續續的

參與討論，有時不小心還會忙著玩自己的彩帶，卻忘了要集體創作，這些看在我的眼裡，非

但不會不高興，反而是感到感動，對於這樣的教學內容，學生的學習主動積極，老師要做的

只是在旁提醒，在旁協助。

最令人驚喜的還是孩子們的表現。透過觀賞影帶，學生很快就體會到彩帶舞的美麗，所

創作出的作品雖不能說是完整成熟，但不論是學科或是學習能力好的、差的，都能愉快且努

力的完成自己的作品。展演之後，透過回顧，孩子更明白整個舞蹈所呈現出的畫面與形式，

對於未來，有更多的自信與期盼，這也是身為藝術人文教育者所想要給予孩子的。希望未來

能利用這樣相當簡單但教學效能良好的教學模式，設計出更多適合孩子的教案，讓孩子活在

自信中、快樂裡。

（十）後續發展

在活動結束後便放寒假了，寒假中驚聞雲門八里練習場被火燒，雲門數十年累積的心血

付之一炬，對雲門人而言，傷心的不只是所以的道具、服裝、設備在一夕間化為灰燼，更讓

人感傷的是有許多回憶是在那個場域中。為了讓學生體會到藝術之於人，貴在關懷、重在那

份貼心與用心，我利用 youtube上有關雲門此次大火的數段影片，讓學生觀賞並加以討論，

在討論之後，學生也製作了祝福信與祝福卡，希望雲門能將悲痛化為力量，繼續將藝術的

美、藝術的愛傳遞給每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