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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藝才示例研編的 5C之道 

 

藝才課綱展新頁(Curriculum)︰108 年 7 月，藝術才能班課程實施

規範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要，以及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暨藝

術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發布，啟動中小學藝才教育全方位

之課程發展。 

藝才輔群創新路(Consulting)︰109 年 6 月，《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

領域輔導群設置及運作要點》發布，9 月，藝才輔導群成立，15 位音

樂、美術與舞蹈專長之中小學藝才班/藝才資優班教師為首屆輔導員，

111 年 8 月，第 2 屆續力前行。 

藝才手冊釋綱領(Connection)︰109 年 12 月，透過 5 位藝推主持人員策劃、34 位教師研編、20 位

專家審查及 2 位助理執編，達 560 頁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

發行，提示藝才課程掌握課綱內涵，充實學習構面教學效益，並以專業社群永續之。 

藝才示例交享閱(Communication)︰110 年 8 月，111 年 7 月，112 年 7 月，113 年 7 月，每學年度

定期分組及全體研編會議的激盪討論，聚斂於諮審會議的專業對話，輔導員及教師夥伴展現課程、教

材、教法創新研發之成果，聚焦各教育階段卻能呈現系列整合之藝才教學示例，如期完竣。 

藝才教研續策進(Collaboration)︰衷心感謝副主編陳沁紅、丘永福、曾瑞媛教授之協力引領，歷屆

(略)及本學年度諮審委員黃新財、郭美女、呂文慈、江淑君、徐玫玲、趙惠玲、陳箐繡、林美吟、吳

望如、鄭明憲、曾照薰、董述帆、戴君安、周素玲、潘莉君諮審委員之慧眼檢視，翁宗裕、柯逸凡、

高瑀婕、桑慧芬、林怡君、熊培伶、鐘兆慧、莊浩志、簡俊成、鍾政岳、楊芬林、葉宛芃、蕭家盈、

徐子晴、尤曉晴輔導員暨呂孟珊、陸澤芸教師之熱情編撰[依冊別序]，以及李威廷、賴昱丞、鄭湘蓁

助理之奮力執編，終有所成。此系列為藝才輔導群每學年度定期出版品，期能提供藝才教育多元思考，

亦請各界不吝指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副教授        

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召集人                  謹識                                      

                              
民國 11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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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編序/中華民族舞 

繼去年以「芭蕾」作為課程示例編寫的重點，今年五位輔導

員特別將課程示例的重點放在「中華民族舞」，集合過去幾年的示

例，舞蹈組完整地將各校重點發展的術科科目「舞蹈即興與創作」、

「現代舞」、「芭蕾」與「中華民族舞」以示例的方式供全臺舞蹈藝

才班的教師參考。 

 

五位輔導員邀請自己校內的教師加入編寫的行列，齊心協力

完成示例，讓教師社群以專業為導向，相互的學習，能讓中華民

族舞的真諦能夠傳達給予學生。尤其，中華民族舞與戲曲間的關

係甚深，藉著探訪早期戲曲中重視的「手、眼、身、法、步」一步

步整理戲曲的重點，輔導員們巧妙的融合在中華民民族舞的身體

訓練中，並以示例的方式呈現。 

 

在國小部分的示例，由嘉義崇文國小楊芬林輔導員的「蘭指蝶韻-舞之藝」，以國小舞蹈班第二階

段三年級為設計重點，著重於肢體的基本動作之訓練，由淺顯易懂的基本動作講解、認識術語，進而

掌握肢體肌力的控制，細緻地結合中華民族舞的指法與身段，培養學生扎實的基本功。桃園復旦國小

的葉宛芃輔導員與楊呂孟珊老師以第三學習階段所發展出的「舞之律」，融合戲曲的五法，讓學生學

習身體的律動融入於身法之中，透過賞析與實作，了解戲曲與古典舞兩者表現袖舞的手法，知悉水袖

的不同技法與情境，表現出袖舞飄然優美的風姿。 

 

在國中部分，由彰安國中蕭家盈老師所完成的示例「以舞探戲」，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觀察與體

會，幫助學生理解中華民族舞本於生活意象的肢體語彙。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教授形神兼備的肢體動

作，幫助學生掌握中華民族舞獨特的美學與韻味。另一位國中的輔導員，建德國中徐子晴老師設計的

「戲之昇 舞之華」，亦是由戲曲出發，以經典故事《穆桂英大破天門陣》之段落剖析角色，引導學

生突破性別框架，學習詮釋陽剛且成熟的鮮明性格，了解不同性別中動作質感的差異。 

在高中的示例方面，由新北市清水高中的尤曉晴輔導員以「開戲箱」作為課程發展的重點，其

目標在於引導學生確立藝術專業學習的方向，深化舞蹈藝術在實作、分析、應用、鑑賞與創造各個

面向之學習觸角，課程的重點響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小論文寫作比賽」，讓學生進行小論

文撰寫，以更深一層進行藝術專題之研究，深化學生思考能力，透過課程加強學生獨立思考、自學

能力及從事研究之風氣。 

 

感謝萬裕民教授在戲曲舞蹈上的知識傳授，給予輔導員多方的支持，讓中華民族舞的重點能躍然

紙上。誠心感謝曾照薰教授、潘莉君教授、戴君安教授、董述帆老師與周素玲老師，能不厭其煩的在

示例上給予指導，讓這五份示例得以誕生，衷心期待舞蹈界先進能不吝指正，使輔導群的工作推動更

加順利！ 

 

曾瑞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學系教授暨教育部藝術才能專長領域副召集人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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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民族舞與戲曲實屬同源，歷經時代變遷各自發展一片天，均是中華文化留給後代子孫

美麗的遺產，提取戲曲人物角色分類明確的特點，作為中華民族舞動作詮釋與質地變化的基礎，

引導學生從日常生活觀察與體會，了解中華民族舞動作的意象，感知中華文化之美。 

 

本示例依據 ADDIE 模式設計四個子單元，確保不偏離「學」與「教」的目標設定，每單

元均以「看(see)、思考(think)、懷疑(wonder)」思考歷程做為教學策略，打破以往舞蹈課

程多為教師示範，學生模仿和重複練習的單向式教學模式，透過圖像、文字爬梳中華民族舞術

語的意涵與意象，幫助學生對中華民族舞有深入的認識，再藉由戲曲角色分明的特色，重新思

考中華民族舞的表現方式，當學生有所感，動作表現能力才能提升，進而掌握中華民族舞獨特

的美學與韻味。 

 

減少的示範與講述不等於教得少，適時調整教學方法與節奏，讓師生能夠合拍，才是最有

效率的教學。 

 

關鍵字詞：中華民族舞、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輔導群、教學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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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理念 

中華民族舞是以幾千年來的中華文化而誕生的，舞蹈於各朝代中有其不同的功能與意義，

包含通過舞蹈來反映生活、宗教祭祀、教化人民、娛樂等功能，隨著時代的演進，中華民族舞

的表現形式越趨多元，如漢朝「百戲」盛行，唐代樂舞的分類及創作到達高峰，宋朝民間歌舞

興盛，至元、明、清三代，戲曲發展強盛，舞蹈融入戲曲之中逐漸成為一種新的表現形式，亦

成為中華民族舞的基礎。 

戲曲的「四功」為唱、唸、做、打，其中的做、打，就是舞蹈，是指舞蹈化的動作，表演

者透過「五法」即手、眼、身、步、法，貫穿整個表演過程，使其切合人物身份同時具備美感，

中華民族舞吸收提煉戲曲的養分，進而發展出獨特的表演形式。 

從中華民族舞的術語和基本動作中，可見古人從自然觀察與生活體驗中吸取靈感，如從文

字方面解讀「山膀」，可以想像身體如一座堅固宏偉的山一般，從動作方面解讀「山膀」，雙

臂向外撐開呈弧形線條，使身體呈現大而穩固的形象。舞蹈源自於生活，本示例期望能引導學

生從日常生活觀察與體會，了解中華民族舞動作的意象，舞蹈是一門綜合的藝術，舞者必須力

求內外統一，形神兼備，才能掌握中華民族舞獨特的美學與韻味。 

 

 教材分析 

一、實施年級：八年級 

二、本校八年級藝術才能舞蹈班學生共 8位，其中 1位畢業於國小舞蹈班；3位曾參加

國小舞蹈社團，舞蹈社團為每週 2節舞蹈課程，性質以排練舞蹈比賽舞碼為主，其

餘學生則於課後參加坊間舞蹈教室開設的舞蹈課程，平均舞齡約 3-4年。 

三、學生均有學習中華民族舞的經驗，學習歷程多為模仿動作和重複練習，不了解動作

發展的過程，以及專門術語與動作之間的關聯性，僅能做出動作的外型，無法掌握

中華民族舞的技巧與韻味。 

四、本示例藉由戲曲劇目觀察戲曲中的舞蹈與中華民族舞之間的異同，欣賞不同角色動

作質地的差異與詮釋方式的分別，提取戲曲人物角色分類明確的特點，作為中華民

族舞動作詮釋與質地變化的基礎，以期學生能夠了解中華民族舞的意象，感知中華

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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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對應學習重點及核心素養 

藝術才能專長領域

核心素養 

藝才 J-A1 開展藝術潛能，展現個人特質，培養良好藝術學習習慣。  

藝才 J-A2 關注生活中的藝術課題，運用適當策略，將藝術與生活有效聯

結。  

藝才 J-C3 理解在地與國際藝術展演的內涵，尊重與欣賞多元文化的殊異。 

學習構面 創作與展演 知識與概念 藝術與文化 

學           學習 

習       表現 

目 

學習       標 

內容 

舞才 IV-P1 

透過引導，清楚呈現

動作的意念。 

舞才 IV-K1 

分析動作原理原則，並

掌握不同舞蹈類型技

法。 

舞才 IV-C1 

賞析國內外舞蹈作品

特色及代表人物。 

舞才 IV-P1-1  

舞句與意象的探索。 

能做出中華民族舞基

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

程與質地。 

能連結專用術語的意

象，做出完整的動作。 

能依據角色、情境表現

出對應的動作質地。 

  

舞才 IV-K1-1 

不同舞蹈類型的專

用術語、相關語彙及

動作原則。 

 能識別專用術語對應的

動作。 

能說明中華民族舞基本

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與

質地。 

能敘述專用術語的意

象。 

 

舞才 IV-C1-2  

國外舞蹈家、團體及

其作品。(取材考量

不同性別、族群)  

  能理解中華民族舞的

發展脈絡。 

能辨別戲曲中的舞蹈

與中華民族舞動作表

現的差異。 

能指出戲曲與舞蹈展

演形式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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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融入 

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學習主題 性別角色的突破與性別歧視的消除。 

議題實質內涵 性 J3 檢視家庭、學校、職場中基於性別刻板印象產生的偏見與

歧視。 

學習重點 1. 覺察社會文化中的性別權力關係。 

2. 建立性別平等的價值信念，消除性別偏見與歧視。 

 

 課程架構 

一、 課程架構圖 

ADDIE 模式是一套有系統地發展教學的方法，從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

發展（Develop）、執行（Implement）到評估（Evaluate）的完整過程，依照「學習者」

的需求與困境而設計，主要包含三個架構層面：要學什麼—學習目標的制定、如何

去學—學習策略的應用、如何判斷已達到學習效果—學習評量的實施。所有的設計

過程緊扣以上中心主軸，在設計過程中有路徑可循，故以此模式設計本教學示例，

以確保不偏離「學」與「教」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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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 

一、 單元架構圖 

 

二、 單元設計與藝才五大構面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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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 

一、 評量方式 

(一)定期/總結評量:比例 50 %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學習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學生自評 □其他： 

(二) 平時/歷程評量:比例 50 % 

■口頭發表 □書面報告 ■學習單 □作品檔案 ■實作表現 □試題測驗 ■課堂觀察 

■同儕互評 □學生自評 □其他： 

 

二、 評量規準 

子單元一：看戲 

學

習

構

面 

學習表現 
Ａ 

(優異) 

Ｂ 

(良好) 

Ｃ 

(尚可) 

Ｄ 

(不足) 

Ｅ 

(待加強) 

藝

術

與

文

化 

舞才 IV-C1 

賞析國內外

舞蹈作品特

色及代表人

物。 

能清楚理解並

說出中華民族

舞的發展歷史

脈絡。 

能理解並大略

說出中華民族

舞的發展歷史

脈絡。 

能理解中華民

族舞的發展歷

史脈絡。 

僅能部分理解

中華民族舞的

發展歷史脈絡。 

未達Ｄ級 

能明確且完整

的指出戲曲中

的舞蹈與中華

民族舞動作表

現的差異。 

能指出部分戲

曲中的舞蹈與

中華民族舞動

作 表 現 的 差

異。 

經教師引導，

能觀察到戲曲

中的舞蹈與中

華民族舞動作

表現的差異。 

約略能觀察到

戲曲中的舞蹈

與中華民族舞

動作表現的差

異。 

未達Ｄ級 

能明確且完整

的指出戲曲與

舞蹈展演形式

的差異。 

能指出部分戲

曲與舞蹈展演

形式的差異。 

經教師引導，

能觀察到戲曲

與舞蹈展演形

式的差異。 

約略能觀察到

戲曲與舞蹈展

演形式的差異。 

未達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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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單元二：說戲 

學

習

構

面 

學習表現 
Ａ 

(優異) 

Ｂ 

(良好) 

Ｃ 

(尚可) 

Ｄ 

(不足) 

Ｅ 

(待加強) 

知

識

與

概

念 

舞才 IV-K1 

分析動作原

理原則，並掌

握不同舞蹈

類型技法。 

能識別及寫出

專用術語對應

的動作。 

能識別專用術

語 對 應 的 動

作。 

經教師提示，能

識別部分專用

術語對應的動

作。 

不確定專用術語

所對應的動作。 
未達Ｄ級 

能清楚說出並

記錄中華民族

舞基本動作的

完整動作歷程

與質地。 

能說出並記錄

中華民族舞基

本動作的完整

動作歷程與質

地。 

經教師引導及

同儕討論後，能

說出並記錄中

華民族舞基本

動作的完整動

作歷程與質地。 

僅能說出並記錄

部分中華民族舞

基本動作的動作

歷程與質地。 

未達Ｄ級 

能依據查找的

資料及自己的

想像，完整敘

述和記錄專用

術語的意象。 

能依據查找的

資料，敘述和

記錄專用術語

的意象。 

經教師引導及

同儕討論後，能

敘述專用術語

的意象。 

經教師引導及同

儕討論後，僅能

敘述部分專用術

語的意象。 

未達Ｄ級 

子單元三：想戲 

學

習

構

面 

學習表現 
Ａ 

(優異) 

Ｂ 

(良好) 

Ｃ 

(尚可) 

Ｄ 

(不足) 

Ｅ 

(待加強) 

創

作

與

展

演 

舞才 IV-P1 

透過引導，清

楚呈現動作

的意念。 

能完整的做出

中華民族舞單

一基本動作的

完 整 動 作 歷

程。 

經 教 師 引 導

後，能完整的

做出中華民族

舞單一基本動

作的完整動作

歷程。 

經教師引導後，

能做出部分中

華民族舞單一

基本動作的完

整動作歷程。 

經教師引導後，

能理解但僅能做

出部分中華民族

舞單一基本動作

的 完 整 動 作 歷

程。 

未達Ｄ級 

能連結專用術

語的意象，完

整做出相對應

的 的 動 作 質

地。 

能連結專用術

語的意象，做

出部分相對應

的 的 動 作 質

地。 

經教師引導後，

能連結專用術

語的意象，做出

部分相對應的

的動作質地。 

經教師引導後，

能理解專用術語

的意象，上無法

做出相對應的的

動作質地。 

未達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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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單元四：舞戲 

學

習

構

面 

學習表現 
Ａ 

(優異) 

Ｂ 

(良好) 

Ｃ 

(尚可) 

Ｄ 

(不足) 

Ｅ 

(待加強) 

創

作

與

展

演 

舞才 IV-P1 

透過引導，清

楚呈現動作

的意念。 

能快速記住並

完整做出中華

民族舞基本動

作組合與質地

差異。 

能記住並做出

中華民族舞基

本動作組合，

略能分辨質地

的差異。 

能記住並做出

部分中華民族

舞基本動作組

合，質地無明顯

區別。 

經教師引導後，

能做出部分中華

民族舞基本動作

組合，質地無明

顯區別。 

未達Ｄ級 

能主動連結專

用 術 語 的 意

象，完整的做

出動作的質地

變化。 

能連結專用術

語的意象，做

出部分動作的

質地變化。 

經教師引導後，

能連結專用術

語的意象，做出

部分動作的質

地變化。 

經教師引導後，

願意嘗試連結專

用術語的意象，

動作質地無明顯

區別。 

未達Ｄ級 

能主動融入角

色、情境，動作

表現具備豐富

的表演性。 

能嘗試融入角

色、情境，動作

表現具備表演

性。 

經教師引導後，

能嘗試融入角

色、情境，部分

動作表現具備

些微表演性。 

經教師引導後，

能 嘗 試 融 入 角

色、情境，動作表

現尚未具備表演

性。 

未達Ｄ級 

 

 教學資源 

子單元一：平板電腦、投影機、音響設備、「以舞探戲-看戲」教材、把杆、學習單。 

子單元二：平板電腦、投影機、音響設備、「以舞探戲-說戲」教材、把杆、學習單。 

子單元三：音響設備、鼓、鼓棒、把杆、學習單。 

子單元四：平板電腦、投影機、音響設備、「以舞探戲-舞戲」教材、鼓、鼓棒、把杆、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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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活動設計 

子單元一：看戲 

節次分配 2 節（一節 45 分鐘，2 節共計 90 分鐘） 

單元目標 
一、初步了解中華民族舞的演進發展。 

二、觀察戲曲與舞蹈展演形式的差異。 

表現任務 一、能了解戲曲與中華民族舞的關係。 

二、能辨別戲曲中的舞蹈與中華民族舞動作表現的差異。 

三、能指出戲曲與舞蹈展演形式的差異。 

思考歷程應用 

 

活動流程摘要 

一、說明中華民族舞發展歷史，藉由歷史脈絡爬梳中華民族舞與戲曲的關係。 

二、看(see) 

(一)觀察戲曲劇照，從服裝造型、臉譜、道具等，分享個人的觀察。 

(二)觀察戲曲劇照中人物的動作姿勢，分享個人的觀察。 

(三)引導學生再次仔細的觀察照片的細節，如服裝造型、動作的張力、表情等，分

享個人的觀察。 

三、思考(think) 

(一)從戲曲劇照中所觀察到的內容，說出自己的想法，如：他是一個男性角色，但

看起來很兇惡；他的動作很大；女生的表情很驚恐；古代女生拿著劍，與中國

傳統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不太一樣；他們兩人的表情像是在吵架……等。 

看(see)

•仔細觀察圖
片。

•分享所看到
的內容。

思考(think)

•表達對於圖
片的想法。

•依據所看到
的內容，試
著解讀圖片
內容。

懷疑(wonder)

•以先前的觀
看和思考為
基礎，提出
現階段的懷
疑。

•共同討論，
綜合不同觀
點，試著解
讀人物角色、
表演內容等。

•延伸討論戲
曲中的舞蹈
與中華民族
舞表現方式
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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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欣賞戲曲片段，說出自己的想法，如：一群人要去打仗；一位女人為心愛的男

人跳舞。 

(三)從劇照和影片等線索，推測男女性角色之間的關係，劇目的故事架構。 

四、懷疑(wonder) 

(一)依據先前的觀察和思考，提出現階段的懷疑，如：男女角色關係是夫妻嗎？女

生跳舞的時候好像很傷心；男生好像打仗敗陣……等。 

(二)引導學生再次觀賞影片，從表演者的唱詞、念白、表情、動作表現等找出答

案。 

(三)教師統整課堂中透過思考歷程所得到的發現，作為下一階段延伸討論的依據。 

五、延伸討論： 

(一)從戲曲的影片中看到哪些中華民族舞的動作。 

(二)比較男性與女性動作表現的差異。 

(三)討論戲曲中的舞蹈與中華民族舞，兩者表演形式的差異。 

(四)從男女性角色的設定，探討中國傳統社會對於男女性別的刻板印象，以及對照

現今社會對於男女性別價值的認同。 

六、課程總結：教師將課程中從不同面向討論有關戲曲中的舞蹈與中華民族舞的比較，

從動作幅度、情感表達、空間配置、角色分類、服裝造型、道具佈景六個方向做一

個統整性的比較，請學生記錄於學習單上，作為課程的學習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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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節錄 

課程照片說明：看(see)-觀察戲曲劇照 
課程照片說明：思考(think)-推測角色之間

的關係 

 

 

課程照片說明：討論戲曲中的舞蹈與中華

民族舞，兩者表演形式的差異 
課程照片說明：課堂討論記錄於學習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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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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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單元二：說戲 

節次分配 2 節（一節 45 分鐘，2 節共計 90 分鐘） 

單元目標 

一、能識別專用術語對應的動作。 

二、能說明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與質地。 

三、能敘述專用術語的意象。 

表現任務 一、能識別專用術語對應的動作。 

二、能說出並記錄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與男女性

別動作質地的差異。          

三、能主動查找資料並運用想像力，記錄專用術語的意象。 

思考歷程應用 

 

活動流程摘要 

一、複習中華民族舞與戲曲的關係、表演形式的差異。 

二、看(see) 

(一)觀察圖片，從自然現象、人物姿勢、物品形象等，分享個人的觀察。 

(二)比較同一頁照片的差異，分享個人的觀察。 

三、思考(think) 

(一)引導學生思考圖片與中華民族舞的關聯性，說出自己的想法，如：以前的舞蹈

動作是透過自然觀察而來的；古人模仿生活中觀察到的東西，而演變成舞蹈動

作……等。 

(二)思考圖片所對應的動作術語，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如：弓箭步→前腳彎曲，有

如弓本身有弧度的造型，後腳伸直則是代表箭。 

(三)思考動作術語的文字，與動作之間的關聯性，如：蝶姿→手指的造型像一隻蝴

蝶；跑圓場→路線是圓弧形。 

看(see)

•仔細觀察圖
片。

•分享所看到
的內容。

思考(think)

•連結圖片與
動作術語的
關聯性。

•依據「文字」
內容，解讀
動作的意涵。

懷疑(wonder)

•以先前的觀
看和思考為
基礎，提出
現階段的懷
疑。

•共同討論，
依據圖像和
文字，提出
對於動作的
疑惑等。

•延伸討論中
華文化對於
性別的刻板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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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懷疑(wonder) 

(一)依據先前的觀察和思考，提出現階段的懷疑，如：如何把生活中的觀察化為舞

蹈動作？古人如何將動作區分為男性或女性？中華民族舞的動作如何被記錄傳

承下來等。 

(二)引導學生觀賞戲曲和中華民族舞的影片，從表演者的動作表現、質地等觀察中

華民族舞動作運行的歷程，嘗試從中找出動作發展的線索。 

(三)教師統整課堂中透過思考歷程所得到的發現與疑惑，作為下一階段延伸討論的

依據。 

五、延伸討論： 

(一)圖片、文字與中華民族舞動作的關聯性。 

(二)中華民族舞動作運行的歷程為何多為「圓形」。 

(三)中華民族舞中男性與女性動作表現的差異。 

(四)從男女性別動作的設定，探討中華文化的性別價值觀。 

六、課程總結：教師將圖片與動作術語做串連，請學生聯結圖像與文字，說出自己的想

像，再依據腦海中的想像實際做出動作，體驗意象對於肢體動作的輔助。做一個統

整性的比較，請學生記錄於學習單上，作為課程的學習紀錄。 

七、學習單：選擇一個中華民族舞專用術語，搜集圖像，從圖像和術語名稱寫下對於該

動作的想像，拍攝照片並輔以文字說明，紀錄該動作的完整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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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節錄 

課程照片說明：看(see)-圖像與動作的關

聯性 

課程照片說明：思考(think)-圖像與動作的

對應 

 

 

課程照片說明：懷疑(wonder)-生活中的

觀察化為舞蹈動作 

課程照片說明：男性與女性動作表現的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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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 

 



 16 

子單元三：想戲 

節次分配 4 節（一節 45 分鐘，4 節共計 180 分鐘） 

單元目標 

一、能說明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與質地。 

二、能做出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與質地。 

三、能連結專用術語的意象，做出完整的動作。 

表現任務 一、能以文字、圖像或口語說明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

整動作歷程與動作要領。 

二、能運用肢體做出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

與質地的差異。 

三、能依據教師引導，以及專用術語資料查找的結果，結

合個人的想像，運用肢體做出相對應的動作質地。 

思考歷程應用 

 

活動流程摘要 

一、看(see) 

(一)觀察教師示範動作組合，說出動作組合內容、順序與空間位移等。 

(二)請學生說出動作組合序列。 

(三)引導學生從專用術語的名稱，以及之前單元所查找的影音資料等結果，說出動作歷

程與質地的細節。 

二、思考(think) 

(一)依據前面的討論做出動作組合，並說出動作的歷程、質地、空間位移等細節。 

看(see)

•仔細觀察教
師示範。

•分享所看到
的動作組合。

•連結專用術
語與動作歷
程的關聯性。

思考(think)

•動作組合練
習。

•檢視自我練
習的狀態。

•依據教師示
範，分析動
作的歷程與
動作要領。

懷疑(wonder)

•自我檢視與
比較與教師
示範的差異。

•從不同視角
觀察同儕的
動作表現，
討論其中的
落差。

•討論與分析
動作組合的
完整歷程與
動作要領。

•延伸討論，
「圓」在中
華民族舞中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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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視自己練習的狀態，提出個人較難掌握的部分，如：動作起始點、動作連接點、

空間轉換等。 

(三)再次觀察教師示範，說出觀察到的動作要領。 

(四)依據動作組合的順序，分析動作的完整歷程、空間位移與質地變化。 

三、懷疑(wonder) 

(一)引導學生自我檢視個人動作練習的狀態與教師示範的差異。 

(二)反覆練習動作組合，引導學生思考如何縮小自己與教師之間動作表現的差異。 

(三)分組觀摩，從表演者與觀眾兩者的視角比較動作表現的落差，討論落差的原因。 

(四)教師統整從學生練習中所發現的問題與較難掌握的部分，與學生討論並詳細說明動

作的完整歷程、空間位移與質地變化，幫助學生釐清對於動作表現的疑惑，作為下

一階段延伸討論的依據。 

四、延伸討論：中華民族舞動作運行的歷程多強調「圓」的概念，如何用肢體呈現中華文化

對「圓」的美學觀。 

五、學習單：運用文字及圖像，紀錄該動作的完整歷程與動作要領，並自我檢討對於動作組

合的掌握能力。 

動作組合 1：女性動作組合（身段） 

身

段

動

作

組

合 

預備姿勢  面向第五方位（背對觀眾），左手蝶姿（手心朝上），右手於胸

前蝶姿按掌。 

 胸腰上提，軀幹擰向第四方位的斜上方，眼神看向左手延伸

出去的方向。 

 左腳為支撐腳，右腳交叉在後，呈踏點步。 

預備動作 

節奏為 3/4 拍 

 預備拍共 4 拍。 

 第 3 拍提氣，第 4 拍吐氣含胸，右轉面向第一方位，雙手蝶

姿背手，雙腳正步站定。 

第 1 個 8 拍  提氣向左擰身➞右手蝶姿，於胸前按掌，右手從身體的左斜

前方➞向右推開到山膀，眼神跟隨右手方向移動➞左手蝶姿

山膀，右腳弓箭步向第三方位踩出，3 拍 x2。 

 右手蝶姿提腕提氣➞右手往左斜下刺出，軀幹向左下擰身前傾

➞同時，左手收於胸前按掌，右腳收後，雙腳交叉下蹲，3 拍

x2。 

 向右原地轉身站起，雙手蝶姿背手➞雙手提腕至順風旗位置

（左手上，右手山膀），右腳為支撐腿，左腳呈小射雁姿勢，

持續向上延伸，3 拍 x4。 

第 2 個 8 拍  吐氣沉肘，3 拍 x 1➞吸氣延伸至探海姿勢，3 拍 x 3➞快速探

海翻身➞雙手蝶姿，手心向下，右手高於左手，往第二方位

斜上方提高➞同時，雙腳小碎步往第二方位，3 拍 x2➞上半

身維持姿勢站定正步，3 拍 x 1➞上半身維持姿勢提氣踮腳，

3 拍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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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個 8 拍  雙手蝶姿，手心朝上，慢慢落下，維持右手高於左手➞同時，

花梆步往第六方位後，3 拍 x2。 

 右手提腕，左手背手，左腳往二方位上步，3 拍 x 1➞右手按

掌前沖，左腳在前為支撐腿，呈踏點步，3 拍 x 1➞右手提腕

3 拍 x 1➞右手向第二方位攤手，左手背手，軀幹向左後靠，

重心移至後腳，前腳平行腳，尖點點地朝第二方位，3 拍 x 1➞

右手提腕，3 拍 x 1➞右手按掌，軀幹向右前沖，同時，左腳

在前踏點步，3 拍 x 1。 

第 4 個 8 拍  雙手蝶姿，向第三方位雙晃手，同時，右腳上步，3 拍 x 1➞

右手山膀，左手按掌，右腳在前踏點步預備（鷂子翻身預備），

3 拍 x 1➞鷂子翻身，3 拍 x 2➞回身，身體面向第五方位，胸

腰上拔，雙手於兩旁山膀的高度，手心朝上，眼睛看第七方

位，3 拍 x 2➞左手按掌，右手上托掌，同時，雙腳轉回右腳

在前踏點步，軀幹持續擰身上翻，眼神看往天花板方向，3 拍

x 2。 

第 5 個 8 拍  雙手蝶姿，左手在上提腕，右手向第二方向拾錢落地，左腰

側旁提，眼神看右手方向，3 拍 x 2➞右手從地板往上提到右

斜上（第二方向），左手按掌，眼神跟著右手，右腳為支撐腿

微蹲，左腳拉長大掖腿，3 拍 x 2。 

 小的雙晃手（只有小手臂動作），眼神跟著手的方向，同時，

左腳往第七方位上步，回到正步，3 拍 x 2➞大的雙晃手，同

時，左腳往第三方位上步，眼神跟著手的方向，3 拍 x 2。 

結束動作  雙手蝶姿，右手在第七方位山膀的位置立掌，左手在上托掌，

眼神看向第六方位斜上方，同時回身，右腳為支撐腿，往第

三方位上步，身體面向第五方位，左腳在後呈大掖腿，3 拍 x 

2，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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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動作組合圖示（身段） 

照片說明：身段動作組合影片 QR code 照片說明：預備姿勢 

 

 

照片說明：單手山膀 照片說明：小射雁 

  

照片說明：探海 照片說明：鷂子翻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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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鷂子翻身 2 照片說明：擰身 

  

照片說明：拾錢 照片說明：大掖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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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組合 2：男性動作組合（武功） 

武

功

動

作

組

合 

預備姿勢  身體面向第二方位，腳踩正丁字步，雙手提襟，眼睛看第

四方位，視線往斜下方看。 

節奏為 2/4 拍 

第 1-2 個 8 拍 

 預備拍 4 拍。 

 第 1 拍起左腳跨腿，停 2、3、4 拍，第 5、6 拍左腳片腿，

往第一方位邁出，收反丁字步站定停 7、8 拍，同時眼睛跟

著腳的方向，看往第一方位。 

 換腳重複，同時眼睛跟著腳的方向，看往第三方位。 

第 3-7 個 8 拍  第 1-4 拍，雙手在身體前方，如摸鬍子般由外而內繞三圈

（右手，左手，右手），向右上步，正丁字步定住，第 5 拍

兩手拉開亮相（右手山膀，左手按於左髖關節前），停 6、

7、8 拍。 

 左腳開始往前邁步圓場慢的兩拍一步共四步（一個八拍），

快的一拍一步共十六步（兩個八拍）。路線為：從第一方位

出發，往上舞台繞半圈，往第五方向去。 

 第 1 拍右腳踩，同時雙手從頭頂下到胸前，雙手交叉手心

朝上，回身至第一方向，第 2 拍左腳經過小射燕，往第七

方位邁出弓箭步，第 3 拍亮相，眼神看往第一方位，第 4

拍停，第 5-7 拍左腳收回正丁字步，第 8 拍左腳往第一方

向上步。 

第 8-10 個 8 拍  右腳跨腿，第 3、4 拍左腳踢正腿，第 5、6 拍左腳跨腿，

第 7 拍右腳踢旁腿，第 8 拍右腳上步。 

 第 1、2 拍左腳跨腿，第 3、4 拍右腳踢正腿，第 5、6 拍右

腳跨腿，第 7、8 拍左腳踢旁腿。 

 第 1、2 拍右腳踢旁腿，右轉面向身朝第五方位，第 3、4

拍左腳朝第三方位，再踢旁腿，第 5、6 拍身左轉回第一方

位，右腳朝第三方位，再踢旁腿，收右腳在後呈踏點步，

第 7、8 拍停（左手山膀，右手按掌在前鷂子翻身預備）。 

第 11-13 個 8 拍  鷂子翻身分解一次：第 1、2 拍右手開山膀，第 3、4 拍右

手上左手下，眼神看下手方向，腰與頭的高度留住，第 5、

6 拍收雙手手心朝上，眼神看右手延伸方向停，腰的高度

留住，第 7、8 拍收回預備位置（右腳在前踏點步，左手按

掌，右手山膀）。 

 第 1、2、3、4 拍停，第 5、6 拍左腳往第七方位上步，同

時晃手，第 7、8 拍停（左手山膀，右手按掌在前鷂子翻身

預備）。 

 第 1、2、3、4 拍上步鷂子翻身，重複 1 次（共做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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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17 個 8 拍  第 1、2、3、4 拍右手左手經過立圓打開呈順風旗，右腳往

第三方位邁出呈弓箭步，第 5、6、7、8 拍停。 

 回望分解：第 1、2 拍上半身平行地板，第 3、4 拍雙腳呈

馬步，身體平移至第一方位，第 5、6 拍轉到左邊弓箭步，

上半身保持平行地板，第 7、8 拍身體回垂直線。 

 第 1、2、3、4 拍換邊下平行直接回望，到右邊弓箭步，第

5、6、7、8 拍停。 

 第 1、2、3、4 拍涮腰，第 5、6、7、8 拍回左邊弓箭步停。 

第 18-19 個 8 拍  第 1、2 拍由左到右經過回望，第 3、4 拍雙手在地，經第

五方向下仆步（狗咬尾巴狀），轉半圈回第一方位，第 5、

6、7、8 拍左腳仆步停。 

 手與身體維持不動，2 拍交換腳，共 4 次。 

第 20 個 8 拍  第 1、2 拍向左滾地，第 3、4 拍起身正丁字步，第 5 拍雙

手在身體前方，如摸鬍子般由外而內繞三圈（右手，左手，

右手），第 6 拍向右上步定住正丁字步地，第 7、8 拍雙手

拉開亮相（右手山膀，左手按於左跨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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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動作組合圖示（武功） 

照片說明：武功動作組合影片 QR code 照片說明：雙手提襟，腳跨腿 

 

 
照片說明：跑圓場 照片說明：山膀，弓箭步亮相 

  

照片說明：踢旁腿 照片說明：鷂子翻身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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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順風旗 照片說明：回望分解 

  

照片說明：涮腰 照片說明：仆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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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節錄 

課程照片說明：看(see)-觀察教師示範動作

組合 

課程照片說明：思考(think)- 檢視自己練習

的狀態，提出個人較難掌握的部分 

  

課程照片說明：懷疑(wonder)-教師統整學

生的問題與較難掌握的部分，加以詳細說

明 

課程照片說明：延伸討論-「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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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單元四：舞戲 

節次分配 4 節（一節 45 分鐘，4 節共計 180 分鐘） 

單元目標 

一、能做出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與質地。 

二、能連結專用術語的意象，做出完整的動作。 

三、能依據角色、情境表現出對應的動作質地。 

表現任務 一、能運用肢體做出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的完整動作歷程

與質地的差異。 

二、能連結專用術語的意象，完整的做出動作的質地變化。 

三、能融入角色、情境，動作表現具備豐富的表演性。 

思考歷程應用 

 

活動流程摘要 

一、看(see) 

(一)教師說明「霸王別姬」的歷史背景與故事內容。 

(二)觀察霸王和虞姬的劇照，依據行當說出該角色的外在形象。 

二、思考(think) 

(一)欣賞戲曲片段，從動作、表情、兩者之間的互動等，觀察表演者的表現方式。 

(二)依據表演者的表現方式，如動作質地、臉部表情等，解讀該角色所要傳達的訊息。 

(三)討論霸王和虞姬的角色設定，包含外在形象、內在形象、情感表達等。 

三、懷疑(wonder) 

(一)討論角色外在形象、內在形象與情感的對比。 

(二)重新定位霸王和虞姬的角色，運用前一單元所學的動作組合，以舞蹈的形式重新演

繹該角色。 

(三)分組觀摩，從表演者與觀眾兩者的視角，討論以舞蹈方式表現角色的感受。 

看(see)

•介 紹 戲 曲
「 霸 王 別
姬」。

•觀察霸王與
虞姬的劇照。

•說出對於行
當的觀察。

思考(think)

•從戲曲片段
觀察表演內
容。

•依據表演者
的表現內容，
說出該角色
所傳達的訊
息。

•討論角色的
設定。

懷疑(wonder)

•思考角色外
在形象與內
在情感的對
比。

•重新定位角
色，以舞蹈
的方式表現。

•延伸討論：
中華文化中
的性別刻板
印象、跨性
別的藝術表
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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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延伸討論： 

(一)中華文化中的性別刻板印象：從男性與女性動作的幅度、力量、質地等，所觀察到

的性別刻板印象，於舞蹈展演形式中如何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二)跨性別的藝術展演形式代表～梅蘭芳。 

五、學習單：運用文字紀錄經過此課程對於中華民族舞不一樣的發現與認識，如何以舞蹈方

式突破性別刻板印象的框架。 

課程節錄 

課程照片說明：思考(think)-觀察表演者

的表現方式 

課程照片說明：思考(think)-討論霸王和虞姬

的角色設定 

 
 

課程照片說明：懷疑(wonder)-重新定位

霸王和虞姬的角色 

課程照片說明：延伸討論-跨性別的藝術展演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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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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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省思與回饋 

一、 教師反思 

本示例打破以往舞蹈課程多為教師示範，學生模仿的單向式教學模式，藉由戲曲角色

分明的優勢，重新思考中華民族舞的表現方式，再透過圖像、文字等爬梳中華民族舞術語

的意涵與意象，對中華民族舞有深入的認識，進而產生不同的連結，最後回到動作的學習

和演繹時，因為學生腦中有畫面，動作表現能力自然提升。 

「看(see)-思考(think)-懷疑(wonder)」思考歷程引導，有別於以往舞蹈課程的教學

方式，學生因為無法立刻知道課程主題的全貌，能夠成功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好奇心，

此歷程是教師有意識的疊加要學生發現或思考的內容，同時也不斷考驗教學者鋪陳和統整

課程的能力，當學生拋出想法和疑問時，必須立即給予適當的引導，把課程帶入預設的軌

道上，課程進入軌道後，教學者必須再返拋問題刺激學生思考，讓課程更具深度與廣度。

身為教學者總是擔心教的太少，習慣在課堂中身體一邊示範，嘴巴同時說著各種提點，但

學生能夠吸收多少？放慢腳步不等於教得少，適時調整教學節奏，讓師生能夠合拍，才是

最有效率的教學。 

二、 學生回饋 

對中華民族舞的新發現  從術語的名稱、文字的意涵等，可以知道動作為何這樣

設計的原因，也可以找到動作的原理和動作進行的過

程，比較容易做出該有的質地。 

 原來術語背後可以有故事、有意象，甚至可以延伸到角

色的詮釋，從這些方面來記組合和練習動作的方式，是

以前從來沒有的體驗，很特別。 

 動作不只是動作，更包含情感的表達，學動作時要多觀

察和先聽老師說的重點，靜下心來觀察可以從老師身上

看到好多細節，不是一昧地記動作。 

 發現中華民族舞許多動作運行的路徑都強調「圓」，明

白老師為何常提醒「平圓、立圓」。 

意象對於舞蹈學習的幫助  想像可以幫助我思考，較容易理解老師提點的動作重

點，如輕重、質地、呼吸等，更能自然地做出動作，且

照顧到動作的細節。 

 腦中有想像的畫面，讓我做動作時的路徑和空間感變得

比較具體。 

角色設定對於中華民族舞

表現的幫助 

 跳起舞來更細膩且有感情，眼神也變得有故事，表情變

得豐富自然，不再是「笑與不笑」的區別，感覺自己是

用舞蹈來說故事。 

 角色有內、外在的特徵和情緒，情緒部分我試著連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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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的情境，就不會覺得很抽象，變得好理解許多，

也較能掌握動作的質感和情感的表現。 

 有了角色設定，在動作和情緒的表達更明確，也不會覺

得尷尬，而不像以前只是模仿動作，完全沒有情感，怎

麼跳都怪怪的。 

梅蘭芳跨性別表演形式的

啟發 

 梅蘭芳成功用自己對舞台的熱愛去打破性別刻板印象

的束縛，我也可以用舞蹈去表達我想表達的題材。 

 中華民族舞同時學到武功和身段，就是讓我們接觸不同

性別角色的練習，梅蘭芳把女性角色表現得比女生還傳

神，真的很厲害，希望我表演武功時也可以有男生的帥

氣和氣勢。 

 任一種角色不一定只能由該生理性別的人才能扮演，而

是取決於表演者的詮釋方式，當表演者用心投入，所表

現出來的韻味自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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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學生學習單 

一、 看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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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說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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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想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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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舞戲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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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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