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教育研究院領綱課程手冊教學單元案例參考格式 

一、設計理念 

(一)單元的設計緣起、背景、意涵： 
1.設計緣起：舞蹈教學在國小課程行之有年，然而真正實施舞蹈教學的又有

多少？原因在於舞蹈教學對一般未具有舞蹈素養的教師而言是一大挑戰，

因而不敢進行教學，間接抹煞學生想動、愛動與肢體發展的空間，實為可

惜。因而思考在學生不需要舞蹈基礎的先備經驗進行舞蹈教學，讓學生開

始運用肢體的伸展，藉由肢體表達語言又不失個人的創造性，簡單易學又
有成就感，唯有創作舞的教學。 

2.設計背景：創作舞的本質是獨特的，是獨一無二的，其內涵並不是播放一

段音樂，隨著音樂自由的亂跳，也不是摹仿老師的動作或學習固定的形

式。 
3.設計意涵：所謂創作舞它是一種無止境的探索過程，以適合自己的方法，

將個人潛藏內心資源，轉化為外在身體直接清楚的陳述，且有別於其他舞

蹈類型，差異在於所學習的不是舞蹈技巧，而是舞蹈元素的探索。  

(二)學生學習特質與需求（起始行為或先備知識）： 
本單元教學活動以創作舞教學理念進行設計，從個人的單一動作造型創作到

學習模 仿組員動作，加入不同的創作舞元素(時間知覺─頻率─中斷與連續)之動

作元素(亦即， 相同動作，以不同的動作層次表現，產生不一樣的舞蹈動作語

彙與肢體表情。)與簡易的 隊形變化，配合音樂，即可編創出一首獨具風格的

創作舞，更可進行舞台且全班性的表 演喔！也讓學生了解簡易編舞的方式，

以及舞台表演應注意的事項。 
(三)核心素養的展現(如知識、情意、能力的整合，學習情境與脈絡、學習歷程與

方法、實踐力行的表現) 

1.知識面：認識國內知名舞團以及認識創作舞。 
2.情意面：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創作，並能與小組討論共同創作屬於自己風格的

動作，且能接納組內成員提出的建議或是修改方向。 

3.技能面：能藉由繪圖的簡以線條呈現至體動作上，更能加以修讓動作更具美

感。 

(四)學習重點(表現與內容)的統整與銜接： 
1.本單元教學活動以創作舞教學理念進行設計，從個人的單一動作造型創作到

學習模 仿組員動作，加入不同的創作舞元素(時間知覺─頻率─中斷與連

續)之動作元素(亦即，相同動作，以不同的動作層次表現，產生不一樣的舞

蹈動作語彙與肢體表情。)與簡易的隊形變化、配合音樂，即可編創出一首
獨具風格的創作舞，更可進行舞台且全班性的表演喔！也讓學生了解簡易編

舞的方式，以及舞台表演應注意的事項。  

2.本單元名稱為機器人與音樂盒舞者取其動作模式；中斷動作就如同機器人一

樣每一個動作後都會停住再進行下一個動作，好像閃電一般一閃即停住。而
音樂盒舞者呈現的 動作是一直持續(連續動作)在做，就如同電風扇的葉片

一直在轉一樣。讓學生透過日常 生活的玩具或裝飾品了解本單元教學的主



要創作元素教學。 

(五)議題融入與跨科/領域統整的規劃： 

    議題融入：閱讀素養：單元可以結合閱讀課，將故事內容摘取精華或亦以故
事大綱進行動作的編創，將文字轉變成舞蹈動作，讓文字的情感

藉由肢體動作進行抒發與展示。 

    跨科統整：結合視覺藝術課程與音樂課程：視覺藝術可製作表演道具與背景

幕的繪製。音樂課程可以分析音樂的選取與舞蹈創作內容的適切
性。 

(六)重要教學策略與評量的說明： 

(1)尊重學生的肢體創作，教師僅指導動作的流暢性與肢體動作的呈現，但仍

需刪除不雅的肢體動作。 
(2)若是學生無法將肢體動作轉變成線條圖案，可以由同組的學生一起完成：

一人做動作，一人畫出線條圖案。 

(3)音樂的選擇亦可由學生自己選定，學生更能快速地進入音樂與動作的結

合。教師僅需評估音樂的適切性及可。 
(4)隨時位學生的練習錄製影片並撥放，供學生參考創作過程舞蹈呈現的美感

與流暢性，作為接續創作的調整。 

(5)舞曲完成編創後，可以以舞蹈的主題進行手持道具會式背景的創作(結合

視覺藝術課程)，讓整首舞曲更具由情境畫面。 

(6)評量不單是教師評量，應將他組的評量納入其中，其評量項目與內容參閱
附件一─教學評量表 

  



二、單元架構 

 



 
三、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藝術/表演藝術 設計者 郭滿洲 

實施年級 六年級 總節數 共 5節，200分鐘 

單元名稱 機器人 VS音樂盒娃娃 

設計依據 

學習 

重點 

學習表現 

1-Ⅲ-4 

能感知、探索與表現表演藝

術的元素、技巧。 

1-Ⅲ-7 

能構思表演的創作主題與內

容。 

3-Ⅲ-4 

能與他人合作規劃藝術創作

或展演，並扼要說明其中的

美感。 

核心 

素養 

藝-E-A1 

參與藝術活動，探索生活美感。 

藝-E-B1 

理解藝術符號，以表達情意觀

點。 

藝-E-B3 

善用多元感官，察覺感知藝術與

生活的關聯，以豐富美感經驗。 

藝-E-C2 

透過藝術實踐，學習理解他人感

受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學習內容 

表 E-Ⅲ-1 

聲音與肢體表達、戲劇元素



(主旨、情節、對話、人

物、音韻、景觀)與動作元

素(身體部位、動作/舞步、

空間、動力/時間與關係)之

運用。 

表 E-Ⅲ-3 

動作素材、視覺圖像和聲音

效果等整合呈現。 

議題 

融入 

議題/學習主題 閱讀素養 

實質內涵 
將故事內容摘取精華或亦以故事大綱進行動作的編創，將文字轉變成舞蹈動作，讓文
字的情感藉由肢體動作進行抒發與展示。 

與其他領域 

/科目的連結 
視覺藝術與音樂藝術課程 

教材來源 自編 

學習目標 

● 認識現代舞並欣賞專業舞團作品： 

1.觀看雲門舞集─白蛇傳作品。 

2.針對法海與青蛇動作說明與二者動作的對比。 

● 學習創作舞元素動作： 

1.時間知覺：頻率─連續(持續)/中斷(短促)。 

2.關係知覺：與人─群體間 

● 能與同組夥伴協調並且分工，共同創作。 

 

  



 

學習活動設計 

學習引導內容及實施方式（含時間分配） 學習評量 備註 

第一節 

一、白蛇傳舞作賞析： 

導入活動：認識國內知名現代舞中青蛇與法海動作層次之不

同。 

教學內容： 

1.介紹雲門舞集 。 

2.說明青蛇與法海動作層次的不同與角色的詮釋。 

 

二、動腦時間：(個人造型卡繪製)發展活動：利用簡單線條

畫出個人動作造形，與組內成員討論避免相同造型，並

有水平(高/低)與尺寸(大/小)的造形，並完成動作的練

習。 

教學內容： 

1.繪製個人造型卡，注意事項說明： 

(1)先照鏡子或是由組內伙伴相互觀看其動作是否可行。 

(2)避免設計單腳站立的動作。 

(3)自己所獨創的動作組內夥伴亦可完成。 

(4)組內夥伴造型設計時，需分配其水平(高水平/低水平)與

尺寸(大尺寸/小尺寸)的動作。 

(5)繪製造型卡之前，先整組夥伴練習，觀看其動作呈現的

畫面協調及動作可行之後再依個人動作畫到紙張上。 

2.編排順序注意事項說明： 

(1)考慮動作之水平與尺寸變化與連接性。 

(2)實際操作練習之後再確認其動作編排的順序(下圖：造

型圖卡與實際操作)。 

 

三、實際操作：(個人造型卡操作)綜合活動：將個人繪製的

造型卡，透過節拍表現出來。 

教學內容： 

1.根據節拍(包含進場每人有一個八拍，可完成進場及動

作呈現)實際操作個人獨特的造型，  並依其編排的順

序進行動作的呈現。 

2.教師敲打節拍，全體組別同時依其排定的順序，進行

個人造型動作練習，觀其動作流暢性。 

3.相互觀摩及檢討：教師敲打節拍，依其組別序號(第一

組到第四組)進行觀摩。 

教學提示： 

1.編排順序時，教師要特別提醒學生水平的呈現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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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在動作編排的流暢性是否順暢，以免無法在固定

拍數上完成造型動作。 

 

第二節 

一、機器人體驗營─1.2.3 木頭人 

引導活動：教師敲打手鼓，學生跟著老師所敲打的節奏

移動，當教師的鼓聲停住時，學生立即停住並

做出獨特的造型，且每一次的造型皆要不同。 

教學內容與提示： 

1. 教師敲打節奏，學生自由移動，待，教師的鼓聲停

住，學生立即停止移動並做出靜止任意造型(中斷動

作的練習)。 

2. 教師可隨性的加快鼓聲的速度亦可將速度變慢。 

教學提示： 

1. 遊戲活動前先對學生說明，每次所靜止的造型最好不

同。 

2. 遊戲過程的靜止動作，教師可立即告知下一個靜止造

型要求的要素，例如：二人有一個部位是接觸的，或

是要比老師的還要低等等。 

3. 利用靜止造型進行原地中斷的練習，當學生站立時，

告知學生四拍完成與地面接觸的造型，當學生完成後

再告知，利用四拍完成站立的造型(教學小技巧：教

師有時在敲打到第二拍停住，看學生是否已經站立等

候，如此則犯規，表示學生並未平均分配拍數於動作

之上) 

二、 機器人〝加工廠〞 

發展活動：藉由遊戲的引導，讓學生了解時間知覺─

頻率動作─中斷層次如何呈現。並配合各組

所編排的動作順序完成一一模仿學習並練

習。 

教學內容提示： 

1. 了解中斷動作之後，進行組內動作造形的順序編

排。 

2. 進行造型動作的初次練習，觀看其流暢度，在進行

局部修改。 

3. 告知學生每一個中斷動作有四拍(共有 3×8)，隊形變

換有一個八拍(1×8)。 

教學提示： 

1.動作造形編排注意事項： 

(1)注意前後動作之流暢度。 

(2)造型的水平與尺寸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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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每個動作要在固定拍數完成之可行性。 

 

三、 機器人跳舞〝趣〞 

綜合活動：配合音樂旋律，完成個人進場與組內依序中斷動

作練習與表演。 

教學內容與提示： 

1. 教師先播放一次音樂，讓學生熟悉音樂旋律，並告

知段落動作拍數。 

2. 播放音樂，各組依教師指定的拍數完成動作與隊形

變化。 

教學提示： 

1.學生進行中斷動作會經常發生：腳重力踩地，聲音

明顯是短促的(中斷)，上半身卻能持續且緩慢的做

動作，亦即，上下半身未連接起來，教師需提醒手

部的動作有如完 1.2.3木頭人一樣，立即停住。 

 

第三節 

一、 音樂盒舞者〝初體驗〞─彩帶操作 

引導活動：每位學均有一條皺紋紙條，透過操弄看出

手部在空中行進的軌跡。 

 

教學內容與提示： 

1.每位學生手持一條彩帶，在不設限的情形，自由揮

動，並請學生說出手會動的方式與彩帶在空中飄動

的關係。 

2.教師提問題：如何讓彩帶在空中的行進路線是弧線

或是圓形的。 

3.學生操作後回答問題。 

教學提示： 

1.在不設限的情形下，教師觀察每位學生操弄的動作

與彩帶空中行進路線進行，當下立即性的回饋，並

於事後請該位學生示範。 

2.教師提問題，讓學生操作的過程仍需一一觀察學生

操弄彩帶的情形，並告知手肘伸直與彎曲有何不

同？ 

 

二、音樂盒舞者〝製造廠〞 

發展活動：各組分開練習每一個動作連串起來是連

續，且四拍才完成一個造型動作，中間造型動作只是過

門動作，並不呈現靜止造型。 

教學內容與提示： 

 

欣賞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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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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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透過彩帶的操弄，若學生仍無法體會動作如何連續

時，此時亦可繼續手持彩帶練習組 

內的連續動作。 

2.教師敲打手鼓(連續共有3×8，隊形變換 1×8)，各組

分開練習，每一個動作需做滿四拍，不需將造型停

格呈現。 

 

教學提示： 

1.提醒學生中斷的動作是每一個造型都要呈現出來，

然而連續的是將每一個造型當做〝過門〞(BRIDGE)

帶過去，不需停留在造型動作上。 

2.動作進行中如何讓彩帶不停留，或是呈現直線的路

線。 

 

三、音樂盒舞者跳舞囉綜合活動：相互觀摩與檢討。教師敲

打手鼓，各組先分開練習，在全班一起進行各組組內的動 

作。之後配合音樂旋律，相互觀摩。 

教學內容與提示： 

1.配合音樂分組練習，從進場開始配合音樂實際練

習。 

2.相互觀摩與檢討改進。 

教學提示： 

1.教師可跟著音樂打節拍，讓學生對音樂旋律更清

楚。 

2.音樂行走過程，教師可提示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麼？

或是隊形變化等等。 

 

第四～五節 

一、摩拳擦掌─各組與全體創作舞練習與彩排 

引導活動：各組進行動作練習與舞台走位的練習。全班

一起進行整首創作舞的舞台彩排。 

教學內容與提示： 

1.各組先分開練習，要求每一個動作、節拍與對形變

化路線。 

2.全班一起練習，教師敲打手鼓，並針對各組進退場

加強路線練習。 

3.播放音樂實際操作一次，視為正式舞台表演。 

教學提示： 

1.舞台位置的走位(隊形變化)，需要讓各組學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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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以免左右弄不清楚。 

2.全班進行進退場的練習，需要多次的操作練習，加

強學生進退場的路線。 

二、上場囉！(舞台表演)發展活動：正式上台表演 

正式上台表演。 

教學提示：用最輕鬆的笑容展現多節課練習的成果。 

 

三、我上電視囉！(創作舞欣賞、檢討與回饋) 

綜合活動：觀看全班創作舞的影帶。回饋：針對舞台表演的

優點檢視與回饋，缺點的修改與調整。 

1.完成舞台表演之後立即將錄影畫面在螢幕上播放，

先完整播放表演的畫面。 

2.再以倒帶，停格的方式ㄧㄧ解釋各組舞台表現的優

缺點。 

3.針對整個單元進行學習的檢視及回饋（參閱學評量

表）。 

欣賞 

回饋 

自我反省 

教學設備/資源： 

● 電腦，網路，投影幕，投影機（或是大屏）手鼓，紙張，蠟筆，手機具有錄影功能 

參考資料： 

● 李宗芹(1991)：創造性舞蹈。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 林貞吟(1996)：由感性與理性之間談舞蹈創作之過程。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  

● 郭滿洲(2006)：讓身體會說話─創作舞教學。美育雙月刊，149 ，P72-79。  

● 教育部主編：(1997)：學校體育教材教法與評量五。台北市：教育部 

附錄： 

● 教學評量表,學生互評表,單元學習單,教學檢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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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成果與省思 

教學成果 

● 本單元的設計針對未有舞蹈基礎的學生藉由圖形的繪製進而進行肢體的呈現,讓學生對肢體伸展有

初步的概念,進而將單一的肢體造型一一連串成連續的動作,期間可以將動作分配為連續與中斷。因

此學生在學習無須顧及有無舞蹈基礎而是盡情地伸展肢體,教小組的動作記住即可。 

● 為了在舞台有較佳的呈現方式，因此在第四節的作品練習須將學生拉到表演舞台實際練習，包含

走位，舞台空間的運用，舞者定位點的確認等等。 

● 學生在最後的舞台展現學習的成果，是有別於現今流行舞蹈的表演方式，各個也能充分展現這單

元所學以及小組的創作。 

 

教學省思： 

● 此一課程模式亦可適用於三年級的學生，讓學生對身體各部位肢體的探索，可從伸展/收縮，身體

高位/身體低位進行教學，讓學生能有機會探索肢體動作。 

● 若是以三級學生設計類似創作舞課程，在音樂的選擇上可以選擇節拍較為明顯的音樂。亦可將因

分段給各組表演的時間，最後在全部一起表現各組的動作，如此即完成班級的一項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