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絲綢之路上的名城敦煌，自古是中西

文化交流之集散地。世界歷史上的古老燦

爛文化，伊斯蘭文化、希臘文化、印度文

化及中華文化都在這裡交匯碰撞過，有深

厚中華文化底蘊的敦煌藉由各種文化互相

融會，汲取養分呈現出精采多姿景觀(高

金榮，2000)。敦煌舞雖歸屬於中國古典

舞系統中，但它卻洋溢著與中原漢民族舞

蹈不同的異國情調。它的那種揚眉動目、

彈指移項、扭跨蹶臂、騰踏旋轉、袒胸露

臂的舞姿造型，是幾千年來中西樂舞文化

交流的結晶(金秋，2001)。這燦爛的敦煌

藝術是舉世矚目的，也是我們得天獨厚的

傳統文化寶庫。如何讓這古代遺留下來豐

富多采的舞蹈形象資料得到繼承和發展，

是需要不斷整理、研究以及反覆的教學實

踐的(高金榮，1993)。

舞蹈藝術是依賴身體語言體現內涵的

形體藝術，舞蹈教學中理論離不開實踐，

「口傳身授」教學法是符合舞蹈教學規律

的，是一種重要的或主要的教學方法(符

珊珊、符新科，2002)。舞蹈教育是身體

技能的教育，口傳身授長久以來是舞蹈教

學的主要教學方法，在當代全方位教育訴

求的思維下，舞蹈教學更應進行全方位的

重新思索。新世紀的思潮，舞蹈作為一種

肢體藝術，它是身心靈結合的藝術，是全

方位的藝術教育。而中國古典舞、民族舞

更可說是一種東方人體藝術，它豐富東方

文化，含蘊東方哲學、東方教育等思維。

就藝術與教育而言，敦煌舞蹈的動作技

能，沉積著深厚的宗教文化，此宗教文化

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古典舞的發展脈絡，而

敦煌舞蹈頂著佛教舞蹈的光環，承擔著歷

史發展進程的使命，在東西方文化合流的

衝擊下，更應注重新定位、新思索的空

間。因此，築基於當代藝術與教育思維的

風潮下，對敦煌舞蹈在大專院校專業舞蹈

科系的教學中，對其教學原則進行有系統

的重新思索、定位做出具科學性的歸納與

研究，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

本文透過對敦煌舞教學原則的探索，

歸納出適應於當代的教學原則。同時，以

大專院校舞蹈科系之敦煌舞教學為例，依

本文探究之教學原則設計其教學計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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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計畫乃根據敦煌壁畫及彩塑中的姿態提

煉，並參考高金榮的敦煌舞蹈，從敦煌的

歷史脈絡、人文背景切入，到動態的學習

呼吸眼神、腰、腿、步伐的嚴格規範及訓

練，讓學生不僅掌握敦煌舞的基本技巧，

並能深刻理解其精神層面。

二、研究方法與目的

本研究方法主要是透過蒐集相關之著

作、論文、期刊文獻等，依據蒐集之資料

作分析、歸納。提煉、歸納出適合大專院

校專業舞蹈科系學生的敦煌舞教學原則，

再依此原則設計十五週之敦煌舞教學計

畫。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透過文獻探討，整理、歸納出敦煌舞

教學之原則。

(二)設計十五週之敦煌舞教學計畫。

三、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文研究係以敦煌舞為主要研究範

圍，教學設計是以大專院校專業舞蹈科系

學生為對象。每週訓練二小時。

四、名詞定義

敦煌舞，據敦煌大辭典云：敦煌舞為

根據敦煌壁畫中的舞蹈進行研究、教學、

創作的實踐活動及其成果。二十世紀七十

年代一部份舞蹈界的研究人員、教學人

員、編導、演員等深入敦煌莫高窟探索研

究，逐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敦煌舞」

(季羡林，1998)。

貳、文獻探討

舞蹈藝術是以人的形體動作、姿態和

造型的組合、變化而形成舞蹈語言，塑造

出生動、鮮明、具體的舞蹈形象來反映現

實生活，表現人物的情感和思想的 (陳

靜，2001)。莫高窟反映了中國各歷史時

代的生活面貌，因時空因素，產生了特殊

的東西文化合璧現象，以舞蹈的形態呈現

其藝術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活的反

映。學者指出，敦煌莫高窟藝術的內容都

是宏揚佛教的，而壁畫中的舞蹈形態風貌

則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各異。展示著不同

的風格與韻律，除了時代的變遷對敦煌壁

畫舞蹈形象的影響外，敦煌特殊的地理環

境，也對壁畫中的舞蹈形象產生了深刻的

影響(王克芬，2000)。敦煌舞蹈含有豐富

的文化特性、美學思想、宗教內容，敦煌

舞蹈教學不應一味僅是肢體動作的模仿，

對其文化特性、美學思想、宗教內容應有

更深一層的思維訓練，並將之意識與肢體

相互結合，內外合一，呈現高度的藝術展

現層次。學者指出：舞蹈是人類內心激情

蕩漾無法抑制的表露，是心靈美感翻騰不

能自控的宣泄，是比詩歌、音樂更強烈的

情感表現。人體的動作、姿態和表情構成

了舞蹈的表現形式，迸發出最真摰的人體

語言。這些語言，是對日常生活中各民族

體姿動作的高度概括和抽象。舞蹈教師應

具備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文化素質與修養，

舞蹈教學不只是教會學生的動作表演，而

要進行多種學科知識的滲透 (陳靜，

2001)。因此，就敦煌舞而言，教師自身

必須具備對敦煌舞之文化特性、美學思

想、宗教內容有高程度的身體經驗與思維

理解，才能使學生在敦煌舞身體技能的模

仿與內在思維形象建立的引導上，觸動正

確學習的脈絡，使學習成效展現高程度的

水平。

舞蹈是一種透過人們提煉、組織和加

工的藝術作品，它主要是以人的肢體動作

為藝術呈現的手段，其藝術形式在於反射

人們的生活形態、意識、文化等，它具有

空間性與時間性的藝術特性。因此，舞蹈

教學中掌握其空間性與時間性的技巧是重

要的關鍵。舞蹈是以有節奏的動作為表現



手段，表現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的一種綜合藝術形式。傳統的舞

蹈教學中，重視動作的訓練，技

能、技巧的培養，忽視了學生思

想和情感全面發展。這不能符

合現代教育的要求，不能培養

出既具有美的藝術形體，又具

有豐富的想像力和藝術表現

力的舞蹈人才 (虞德華，

1999)。所以符合全方位教育

思維觀點的教學，應注重形象

思維能力的培養，透過形象思維

的想像，促進學生的舞蹈展現能力

與藝術表現層次的躍昇。

傳統舞蹈是一種代表著歷史、文

化、民族、思想等進程的表徵，關於

傳統舞蹈我們有必要進行完善的傳

承工作，因此，在專業舞蹈系中

的教學除應儘量保持原風原

味的傳統舞蹈。換言之，

在傳統舞蹈保存原風原

味的同時，應在教學原

則與規律上進行創新

的思維分析，提煉

出適應於當代的教

育理念，主要在

於做到真正的傳統

舞蹈的承先啟後，而

非一味地進行傳統的

保衛戰，忽略了創新的

重要與價值，

因為當下的創造，即是未來的傳統。這偉

大且涵藏豐富歷史文化與東西交流史跡的

敦煌藝術是相當值得研究並轉化為實際教

材的，亦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傳統文化結

晶。我們應從舞蹈教育、教材的研究與整

理，讓這歷史遺留下來多采多姿的舞蹈形

象資料得到正確的傳承和永續的發展，因

此，透過一系列的整理、歸納、研究以及

反覆的教學實驗是必要且迫切的。

本文試圖保存敦煌舞蹈之特殊性，結

合當代教學思維與科學概念，綜合上述所

提之論述提出六點敦煌舞之教學原則與教

學計畫，期能為敦煌舞蹈教學做一新思維

的探索。

參、結果與討論

一、敦煌舞之教學原則

(一)架構明確、漸進教學：「架構明確、

漸進教學」是敦煌舞蹈教學內容的設

置，應注意教學之系統性，使學生通

過學習，瞭解敦煌舞特殊理論、基本

動作和肢體韻味。教學次序宜先以基

本介紹，單一動作練習，再以小品組

合訓練，最後呈現整體學習的成果。

以此循序漸進，以免學生學得混亂無

章。教學過程宜掌握專一集中，不疾

不徐，肢體動作、呼吸配合、身韻情

感講究深入確實，莫多而混雜、亂而

不清。

(二) 口授誘導，身傳引導：這是舞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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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式。「口授」是通過語言描

述動作細節，指出動作的關鍵技術環

節，揭示動作的技法要領。「身傳」

是通過教師的示範，使學生直觀地看

到動作形象，按形模仿，培養學生直

觀思維能力。教師應自身示範，並強

調該動作的質感與情意。舞蹈藝術是

依賴身體語言體現內涵的形體藝術，

舞蹈教學中理論離不開實踐，「口傳

身授」教學法它是符合舞蹈教學規律

的，是一種重要的或主要的教學方法

(符珊珊、符新科，2002)

(三) 觀察學習、因材施教：舞蹈教學過程

中教師為主導的關鍵角色，觀察學生

之學習狀態，適時給予正確的指正與

教導。每一班都有程度較好的學生與

較差的學生，故可採分組方式，將程

度相近者分成一組，教師則利用分組

練習時間，花較多的時間與精神給予

學習較差的組別更多的指導與糾正。

亦可將學習較佳的學生與較差的學生

編成同一組，採用互惠式教學，以學

習較佳的學生帶頭示範，餘則跟隨。

教學宜確實掌握因材施教，發揮學生

之身體特有的肢體語言，學生對同一

動作的學習，都會有不同的建構基礎

與解構層次，教師應重視學生個體身

體與心智的舊有經驗與新經驗的衝擊

與融合。因此，整體學習過程會造成

學習之差異，教師不宜以同一標準檢

視所有的學習者，而應觀察學生獨特

之處，並善於發揮其自身的肢體感

情、技巧。

(四) 直觀思維、心象引導：舞蹈動作是一

種形體語言，它是通過節律化、造型

化、表現化的人體動作塑造藝術形

象，以表達人們思想情感的一種藝術

形式(陳靜，2001)。舞蹈教學透過身

體語言呈現，是一種直觀思維的教學

現象。因此，舞蹈動作是適合以心象

練習來加強其學習成效的，具體作法

是透過對學習動作的具體想像，以促

使技術層面的昇華與直觀思維能力的

培養。根據林清和的心象練習的

定義如下：「動作學習者在沒有

實際外顯的身體練習下，不僅

僅針對技能本身的過程與

結果；在腦海中的演

練、重現。而且，更

強調動作學習者將

實際動作表現

時，身體所

發生各種感

覺 的 經

驗，在腦

海 中 與

技能相

結合，

來進行演

練與重現」

( 林 清 和 ，

1996)。實施心

象練習時，可先令學生

以閉眼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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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靜心，然後再以口述的方式，透過

語言描述，將整個敦煌舞動作一一傳

達，透過教師的傳達，進行技能動作

的心象練習，待心象練習數次後，再

以肢體演練的方式，讓學生實際地、

重覆地練習。從事心象練習時，必須

配合所要練習之技能實施的速度。此

外，應考慮到學生對於心象練習的內

容是否覺得實施困難、撥放速度是否

太快的問題。愈複雜的動作應以較慢

的速度開始實施，視同學熟悉情形，

然後逐漸調整至動作實施應有之速度

(林清和，2001)。

(五) 氣韻生動、內意外合：敦煌舞的教學

上應注重形體動作與思想意識結合的

境界，這是一種虛實美學的體現，教

學過程中亦應注重此種虛實關係的存

在。在肢體動作或小組合動作技能熟

練時，宜導入其動作的意識含義、虛

實等內在理解，求其展現氣韻生動、

內意外合，尤其注重灌輸學生有關敦

煌之文化。每個民族的舞蹈藝術都具

有較強的民族性和較高的文化品位。

我們的民族舞蹈教育必須注重其內在

文化特性的開掘(畢暢，2000)。宗教

中和平、寧靜、美的象徵與慈悲智慧

的精神，皆須將此投入學習者的內心

以達到內意外合的境界。

(六) 建構循環、成就回饋：建構理論

(Constructivism)的主要觀念是學生們

以不同的方式了解及認知，而不是誤

解(周宏室、黃月嬋，2002)。建構良

好正確的學習循環，可以不斷地讓學

生獲取成就感的回饋，這將大大地增

強學生的學習效果。教師應正確引導

學生領悟技能要領，身體韻味、動作

節奏、速度、情感，通過反覆的動作

演練，並不斷地給予成就回饋與成就

建議，建構良好的學習循環。理性認

知、感性領悟與肢體演練的不斷交替

循環，在循環當中不斷建構學生的學

習成就感，將能提昇學習品質。另

外，教師可讓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分

組演練或使學生以思索引領身體，以

身體展現情思意境。教師應多注意建

構可獲得正面成就感回饋之情境，以

成就培養成就，以小優點造就大優

點，如此即可創造優質循環的學習情

境。學者指出：教學原則之一為學習

氣氛是喜樂的，學習者的學習動機是

自發的(周宏室、黃月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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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敦煌舞之教學計畫設計實例

根據上述歸納之「架構明確、漸進教

學」、「口授誘導、身傳引導」、「觀察學

習、因材施教」、「直觀思維、心象引

導」、「氣韻生動、內意外合」與「建構

循環、成就回饋」等教學原則，筆者提出

十五週的敦煌舞教學計畫，教學過程中將

上述原則一一融入教學計畫當中。經過元

素的提煉和分門別類的局部訓練，至元素

與動律的結合，最後發展至小品組合訓

練。透過直觀思維、心象引導的方式，輔

以影片及畫冊，透過討論分享與回饋加強

學生對敦煌文化的深層體認達到內意外合

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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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週

敦煌舞蹈背景簡介

敦煌舞姿特點概述

多媒體教學

◎敦煌舞蹈背景簡介：以莫高窟雕刻及壁畫造象為範圍。

◎敦煌舞姿特點概述：S形體態、手呈多菱角造型、赤足。

◎多媒體教學：以書籍、畫冊、錄影帶作為輔助教材。

第

二

週

呼吸、眼神組合訓練 ◎眼神：正上中下、左上中下、右上中下之重點引導。

◎呼吸：不同長度及速度之重點引導練習。

◎音樂：旋律與節奏與呼吸眼神之配合。

第

三

週

手的基本型態、基本位

置之介紹

手的基本型態及位置組

合訓練(一)

◎單手：彎三指、翹三指、開三指、鹿角式、蘭花式、佛手

式、平托式、垂手式。

◎雙手：合掌式、捧托式、荷花式、抱拳式、三指對腕、佛手

對腕、吹奏式、抱笙式。

◎音樂：將單手雙手之手姿配合音樂使之產生韻律及流動感。

◎畫冊：敦煌的手姿。

第

四

週

手的基本型態及位置組

合訓練(二)

◎複習。

◎將單手雙手之手姿配合音樂使之產生韻律及流動感。

◎確定手姿的正確位置。

◎配合呼吸眼神等上半身的律動。

第

五

週

手的基本型態及位置組

合訓練(三)

◎複習。

◎加強呼吸眼神等上半身之協調性。

◎音樂與動作之節奏感之搭配。

◎肢體外型與內心想像之融合。

◎討論。

第

六

週

腳的五個位置及基本動

作介紹

組合訓練(一)

◎複習。

◎腳的形狀及位置：小歪腳、小翹腳、小靠腿、中靠腿、大靠

腿、勾腳吸腿、勾腳端腿、歪腳盤腿、繃翹端吸腿、勾腳後

吸腿、勾腳交叉腿、勾腳後別腿、勾腳側吸腿。

◎音樂：將腳的基本動作配上旋律及節奏。

週次 進 度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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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週

腳的五個位置及基本動

作組合訓練(二)

◎複習。

◎確定腳位之正確性以及配合下半身出胯之訓練。

◎腰、肋、胯、腿等下半身之協調。

第

八

週

腳的五個位置及基本動

作組合訓練(三)

◎複習。

◎呼吸、眼神、腰、肋、胯、腿整體協調性之訓練。

◎音樂與動作之節奏感與韻律感之搭配。

◎肢體外型與內心想像之融合。

◎討論。

第

九

週

期中回饋 ◎觀摩與討論。

◎心得分享。

◎繳交報告。

第

十

週

敦煌舞的步伐

組合訓練(一)

◎複習。

◎步伐：慢步(菩薩步)、平步點、靠步、戳點步、小斜步、大

斜步、橫靠步、橫踏步、橫碎步、小快步。

◎音樂：將步伐的基本動作配上旋律及節奏。

第
十
一
週

敦煌舞的步伐介紹

組合訓練(二)

◎複習。

◎確定步伐之正確性以及配合上下半身腰、肋、胯之訓練。

◎動作與於音樂節奏的變化訓練。

◎強調呼吸與動作的搭配。

第
十
二
週

敦煌舞的步伐介紹

組合訓練(三)

◎複習。

◎肢體外型與內心想像之融合。

◎呼吸、眼神、腰、肋、胯、腿之整體訓練。

◎觀摩與討論。

◎提供回饋與校正。

第
十
三
週

校外教學 ◎參觀敦煌古物展覽。

◎研究與討論。

第
十
四
週

總複習 ◎複習每一套訓練組合，共三套。

◎互相觀摩、分享與回饋。

第
十
五
週

教學呈現 ◎本班上課同學以團體演出方式，作出學期學習成果展。

◎成果展後，進行團體討論，教師對學生提出成就回饋，學生

則對自我期許作簡短回應。

週次 進 度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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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本文教學計畫中，從動態至靜態教學

的實踐中，教學者應主導整體的教學情

境，以提昇學生內心的體會與敦煌舞姿融

合，體驗從呼吸的內蘊至外形的身段的關

聯，使學生在此涵蘊敦煌情思的教學情境

中，達到最佳的學習效能。敦煌舞蹈藝術

應轉化為更注重其身體文化、身體教育、

身體藝術、美學思想等範疇。對於以往偏

重於肢體的教學觀念，則應以科學態度進

行創新的思維，並提出改善之道與具體實

例。就藝術與教育而言，敦煌舞蹈的動作

技能，沉積著深厚的宗教文化，此宗教文

化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古典舞的發展脈絡，

而敦煌舞蹈頂著佛教舞蹈的光環，承擔著

歷史發展進程的使命，在東西方文化合流

的衝擊下，更應注重新定位、新思索的空

間。本文蒐集相關之著作、論文、期刊文

獻等，依據蒐集之資料作分析、歸納、提

煉出適合大專院校專業舞蹈科系之敦煌舞

教學原則：一、漸進教學、架構明確；

二、口授誘導，身傳引導；三、觀察學

習、因材施教；四、直觀思維、心象引

導；五、氣韻生動、內意外合；六、建構

循環、成就回饋等。並設計十五週之教學

計畫。

本文透過敦煌舞之特性，結合以學習

者為中心，重視身體技能與思維能力的建

構概念，歸納出六點教學原則。期能為中

國古典舞的教學原則做出拋磚引玉的新思

維，進一步開展中國古典舞的當代價值。

中國古典舞之教學，不應守舊閉思，固執

不變。應以當代思維，引鑑傳統，開渠展

道，從各種不同的學科領域，諸如生理

學、心理學、美學、史學、藝術學、哲學

等領域，做出創造性思維的學術研究，為

中國古典舞開創出適應現代教育需求的教

學風格、文化思維、藝術思維、美學思

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