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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蓮 │ Shu-Lien HUANG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系講師

認識創造性舞蹈

許多幼教教師一直苦思不著到底怎麼��舞蹈、怎麼��律動，多數教師多以現有的MV律動光碟，

或在幼兒體能教學研習學一些流行音樂搭配動作，回到教學現場現學現賣，但是此模仿式的教

學卻是最容易扼殺掉幼兒創意的模式，幼兒在動作學習上也缺乏探索與體驗的過程，動作發展

也確實容易受限，筆者引薦從事動作教學者一項教學工具 —「創造性舞蹈」。

創造性舞蹈是什麼？相信對於從事幼兒教育的教師而言，它是一個很陌生的名詞，但對從

事動作教學或舞蹈教育工作者卻是最熟悉不過的一項舞蹈教學工具。簡單來說「創造性舞蹈是

屬於動作教育的舞蹈類型」，它是一個以學生為中心主體，教學過程中鼓勵學生去發展個人創

造性，將內心感受與想法轉化成「創造」與「表現」的行為，以一種貼近自我情緒感受的創造

性藝術形式的肢體作呈現。正因為如此，創造性舞蹈很容易被教學者運用在各年齡層與不同的

教學對象實施教學，達到體驗動作與享受跳舞的樂趣，尤其在喜歡活蹦亂跳的幼兒，創造性舞

蹈更是一把開啟他們身體動作學習的鑰匙，透過創造性舞蹈將能帶領他們感受肢體舞動的樂趣。

「幼」來「幼」有趣
 舞動肢體玩創意

   The Creative Danc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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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知的幼兒能力

幼兒階段彷彿拼圖式的學習世界，由許多不同

形狀的區塊經由拼裝才能成一幅圖畫，不論是音樂、

美術、遊戲、舞蹈、語文或數理等等科目，都是拼圖

區塊上的色彩，都是為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創造性

舞蹈在幼兒身體動作的學習扮演的是畫筆，它將幫忙

幼兒勾勒出身體動作的框架，塗鴉的部分則由幼兒自

己完成。進入幼兒舞蹈教學之際，教師本身的專業知

能必須具備充分，因為在不可預測的教學實際場域

中，充實的準備能夠幫助自己在臨場應變能力的提

昇，讓教學活動流暢與順利，正因為教學工作是教

導，不是實驗。由於每個幼兒有著不同的心理情緒反

應與身體能力，教學者必須知道所教導的幼兒發展各

階段的身心能力，因為幼兒發展是一連續過程，具系

統性的交互作用而身心發展過程與學習狀況皆環環

相扣，舞蹈教學不單只是教幼兒跳舞，教學者應清楚

瞭解幼兒發展理論，除提供教師在實務工作中一個論

證的途徑，也幫助教師將理論與實務作整合實踐。

皮亞傑（Jean Paul Piaget, 1896-1980）提出發展

是連續且分階段的，每個階段是前一階段的自然延

伸，也是後一階段的前提衍生。幼兒階段包含了感

覺動作與前運思期，在這時期的幼兒有幾項行為動作

特徵：（一）憑感覺與動作發揮基模的功能；（二）

本能性反射動作到目的性活動；（三）能用語言表達

概念，有自我中心傾向；（四）能用符號代表實物；

（五）能思維但不合邏輯，不能見到事物全貌。教師

若能從理論中清楚幼兒在不同階段的動作與思想特

徵，教學中給予肢體探索的過程，引導幼兒從探索中

發現新知，提供幼兒以圖畫的方式，記錄他所發現的

學習新知，課程的學習會更具完整性。

幼兒透過感官動作的經驗來瞭解自己的身體，

學會如何使用身體。幼兒初期的發展，仍以運動機能

為基礎，引發認知情緒的發展。幼兒身體動作發展所

需要具備的能力分為兩項，第一項是一般動作能力，

如平衡感；第二項是動作技巧，如扭轉或滾翻。一般

動作能力發展就像是蓋房子（如圖 1），從地基開始

建立，一層一層往上堆疊逐步建立，每一個步驟都是

下一個步驟的能力累積，當幼兒具備相當動作能力

時，也是準備好嘗試與發展其他動作技能的時候。        

幼兒透過動作來認識世界，當幼兒動作能力發

展成熟時，教師要提供幼兒高層次的動作發展練習機

會，除了讓他認識動作的正確名稱，發展個人動作語

彙，更提升身體知覺的能力。因此在動作技巧方面分

為三類型：

基本動作技巧

分別為移動性動作與非移動性動作。移動性動

作是指身體在空間穿越移動，從 A 點移動到 B 點，

動作類型有：走路、跑步、跳躍、滾動、翻轉、爬行、

滑行等等。非移動動作指身體單部位、多部位或全

身的動作在進行中沒有移動空間，在原地完成動作，

動作類型有：彎曲、延伸、擺動、扭曲、上舉、下放

等等。

1   動作能力發展圖（引自楊聯綺譯，1980/1989，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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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技巧

此技巧是指幼兒在握持、控制不同物體的肌肉

使用。由於大肌肉的發展是先於小肌肉發展，以呼拉

圈道具而言，教師可以在教學引導中讓幼兒嘗試用身

體搖動呼拉圈，再教導用手指頭旋轉呼拉圈，最後讓

身體不同部位穿越數個呼拉圈，讓幼兒藉由操作物體

過程中發展協調能力、空間知覺與身體控制力。

韻律性技巧

人天生就有韻律感，心跳、呼吸都是跟韻律有

關，而韻律性技巧指幼兒從知覺刺激轉為動作反應。

知覺刺激可以是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的方

式，例如請學生聽到大鼓的聲音時，感受鼓聲的振動

後，用腳踏出他對「重」的感受反應在動作上；請幼

兒看著教師手上的一片落葉，在教師鬆手後落葉落下

時，幼兒模擬落葉落下的速度與落地的動作。幼兒從

不同感官知覺刺激，將心中的感受與身體動作結合，

產生了豐富的身體韻律。

身體動作發展是經驗的累積，其過程必須有連

續性、系統性，如前所提及，動作能力發展是動作

地基的建立，動作教學忌「揠苗助長」，因此教師

必須注意動作教學要符合幼兒不同階段的身體能力，

瞭解幼兒先備動作能力，以符合幼兒身心發展需要。

「玩弄」舞蹈動作元素

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說：每一種藝術都會

使用到工具和媒介，舞蹈的工具是人的身體，動作則

是它的媒介（李立亨，2000）。創造性舞蹈是一門提

供學習者覺察身心改變與發現的課程，創造性舞蹈教

育教學就是以身體為學習工具，動作為媒介，目的在

拓展不同感官的學習，培養學習者身體動作能力與

創造力。創造性舞蹈的動作元素包括：身體、空間、

時間、勁力和關係，舞蹈教師教導創造性舞蹈課程，

可運用「動作元素」作為教導學生肢體探索與創作的

教材，為創造性舞蹈課程設計的探索主體，以學習者

最習慣的基本動作做為學習出發點，引導學習者在舞

蹈經驗中，透過動作探索瞭解身體，也為提供知悉動

作學習模式的舞蹈教育工作者多一項教學思考。

2   我們可以用身體各種部位共同蓋出一間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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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在教學活動設計時，以六 W 開放性問答

引導策略：what（做什麼）、how（如何去做）、

when（何時）、where（哪個地方做）、who（何人）、

why（為什麼），以問答法鼓勵幼兒用不同角度思考

身體與舞蹈元素的關係。動作元素也提供了教學者在

教導幼兒肢體探索時，鋪陳過程的參考，讓教學者幫

助幼兒清楚哪些身體部位在移動、往何處動、何時動

以及如何移動，提供學習者瞭解能夠透過動作，體驗

身體與時間、空間、勁力及環境之間關係與舞動的過

程，進階思考不同舞蹈元素單一或組合的運用探索。

掌握創造性舞蹈教學要領五要素

創造性舞蹈教學中為了避免教師流於制式的模

仿式教學，教學者必須提醒自己扮演「創意十足」

的引導者角色，隨時「創造」不同情境與「有意思」

的教學方式，能善用各種方法引導、刺激、誘發學習

者的「創造性」，引發學生自在地運用想像力，激盪

其腦力與創造力，提供學習者覺察身心變化，探索動

作經驗、瞭解身體能力、學習動作意義及發展更多創

意的學習機會。

上述動作元素的運用著重動作教學層面，筆者

以身體、時間、空間、勁力與關係等元素，分述說明

五要素在教學要領所扮演不同的角色與意義，並輔以

範例做說明。

身體

指令傳達是指教師使用口語引導，學生對於教

師指令不清楚時，教師可運用身體動作做說明或展

示。舉例而言，玩「鏡子遊戲」時學生不清楚相對方

向的跟隨動作是如何發生，此時請學生面對教師，教

師在口語說明與示範動作中完成說明，在直覺式的學

習學生清楚知道相對動作的發生。創造性舞蹈教學中

會運用教具，教師的身體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教具，

教師適時的動作示範是能幫助學生在視覺上的刺激，

例如教師先做出一個扭曲的低水準動作造形後，開始

引導學生去發展出更多水平層次的扭曲造型，此動作

的示範是以展示的視覺教具作為引導輔助，並不是模

仿的學習。因而教師必須注意動作的示範是提供學生

視覺上的刺激，以誘發動作發展的視覺工具，而非鼓

勵學生模仿教師動作。

每個人都具有獨特性，教師在教學中需要關切

到每個幼兒的身體能力與心理狀態，除了用語言上的

溝通之外，身體的交流也是溝通方式的一種，因為身

體是不會說謊也騙不了人。溝通的第一點是眼神的傳

達，「以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教師和學生溝通時，

應蹲下身或彎下腰傾聽學生的需要，平視的眼神交流

與相等空間，是對孩子的一種尊重也是讓他們對教師

的信任感的建立。溝通橋梁建立的第二點是在教學

過程中，教師適時觸碰學生的肢體，讚美學生在創

意肢體上的表現，讓學生感覺受到教師重視與肯定。

以玩「123 木頭人遊戲」為例，當所有學生靜止在不

同的木頭人造型上時，教師可以用手去碰觸Ａ學生，

並告訴其他學生，Ａ學生的木頭人造形特殊，同時也

表現出木頭是硬的動作質地，下一輪活動教師將再

尋找造形最特別的學生。在此例子中，A 學生能實際

感受備受重視，而其他學生因為 A 學生的範例，增

強學習動機，願意嘗試更多創意肢體上的發展創作，

教師要能保持敏銳觀察力，從學生肢體的展現中，注

意學生在情緒上或肢體學習上的狀態，隨時微調教學

步伐。

時間

創造性舞蹈課程最怕教學者像急驚風，急著把

教案教完、急著達成教學目標、急著看到學生的肢體

創意展現，急促反而適得其反。因此教學者要做好時

間管理，適當分配時間。在時間管理部分，分成前、

中、後三部分。教學前，教師必須熟悉所有教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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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預設各種教學現場可能發生的狀況；教學中，隨

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況以調整教學步驟，因為教案是

固定的，學習者才是主體，教學者應以學習者為主，

才能達到教育目的；教學後，教師要給自己一個教學

省思時間，從省思中改進與規劃下次的教學計畫。

另一項時間要素是有關教師的指令傳達與引導

過程的時間分配，它會影響學生瞭解指令後的反應與

啟發動作想法意圖，因此教師需注意指令長度與口說

表達清晰度，讓學生能在最短時間明白教師所指示的

指令，另外因為每個人身體能力與心理因素的差異

性，在肢體動作探索上，學生會有先後順序的發展，

所以教師要提供學生自己身心探索的時間，給予學生

充分享受自得其樂的過程。在創造力發展而言，美國

小兒科教授米爾．李文認為自得其樂是一種重要的心

理能力，因為它常是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前驅物（蕭德

蘭譯，2002/2004）。以移動式的主要活動進入緩和

活動為例，當教師指令引導學生身體進入緩和狀態，

教師在說話速度要變得輕柔緩慢，使所有人逐漸進入

自己的緩和狀態，給學生充分時間去完成放鬆狀態，

允許學生可以是坐、躺或站的方式呈現，也透過此群

體凝聚的力量幫助比較無法靜心的學生，更快加入緩

和活動中。

空間

有效的空間運用可以幫助教師在課室管理上更

得心應手，善用不同的教學動線能吸引學生目光聚集

與注意力。以空間隊形來看，以排列方式集合學生，

能快速的將學生目光集中在教師所在的方向，而另一

種圓圈隊型的集合方式則讓學生的目光瀏覽到每個

人，教師在不同教學需求要運用不同的隊形以凝聚學

生注意力。特別注意的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用動

線式的變換教學講授或引導位置，一方面是教師可以

觀察到在不同區域的學生學習狀況，另一方面讓學生

從注意教師移動位置中，保持一定的注意力。

勁力

首先記住你第一次教學的心情與感覺，把教學

當成自己生命最重要的事看待，在未來永遠保持第

一次時教學的「熱情」；再者教師必須扮演催化劑，

能運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刺激、引導學生表現自我（張

中煖，2002）。教學的原動力是教師每次教學前，自

己先注入滿滿的活力，因為活力十足的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能不斷引領學生探索、發現與學習。「熱情」

與「活力」十足的教師相當有魅力，在教師「勁力」

十足的渲染下能帶動班級的熱絡學習氣氛，更讓學習

者積極的參與學習。

關係

教學是一個「教學相長」關係，在此互動中可

3   猜猜看，我們是哪種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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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以是師生、朋友的關係交互進行著。教師不僅是教學

者，也要是幼兒的好「麻吉」，讓師生關係不只是上

對下的教學模式，還能平行的交流與溝通，尤其在第

一堂課中，教師要放下教師身段，讓自己融入班級與

熟悉該班級特色，最好的方式是快速記下每個學生的

名字，打破陌生的隔閡，建立師生信任關係，邁開成

功的教學第一步。教師在教學中須顧及學生的個別差

異，避免個人負面情緒判斷學生表現，讓良好的師生

互動關係建立，教師能從教導學生過程中提升自我教

學能力，從學生學習反應回饋中做自我教學修正與策

略調整，好的關係的建立是「教學相長」最佳範例。

創意教學 快樂學習

在資訊不斷更新與進步的世代，舞蹈教師需要

在舞蹈專業與教育專業具備一定的認知與素養，更要

不斷自我成長與涉獵其他知識領域，以提升自我專業

知能與教學能力，以便應對多變的教學場域。筆者本

身從教導創造性舞蹈教學中獲益良多，因為創造性

舞蹈教學不單是教師如何誘發學生的創意肢體表現，

更是挑戰教師的創造力。希冀在創造性舞蹈教學中，

我們能做個有創意的教師，以更多耐心、愛心引領學

生進入豐富多變的舞蹈殿堂。

（本文圖片攝影：黃淑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