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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学活动是课堂教学最主要的形式，教师需要根据学习

者的年龄、程度、需要以及教学进度，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设计教学活动，从而达到有效的教学目标。可以说，教学活

动设计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教学成效。因此，教师必须能

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并跟随时代的演进，不断思考如何调整、

改进并创造新的教学活动。基于笔者近年对创造性舞蹈的教

学研究，发现创造性舞蹈对于教学活动设计强调的是创造性

和探索的过程，通过开展丰富多元的教学活动，让学习者了

解舞蹈元素，培养学习者的观察力、想象力、创造力；在活

动中认识身体，认识自己，与他人和环境互动，调适自我，

实现自我，从而促进学习者在身体、智力、情感和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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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习过程，强调身体、智力与心灵成长和发展的启发式教育课程活动。教
学活动是学习的进程，是教学者根据学习者的年龄、程度和需要所提供的计划。因此，任何教学活动都需要设计、建构和规划，
且教育工作者必须能跟随时代的演进，不断思考如何调整、改进并创造新的课程。论文从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设计的原则出
发，了解教学对象，以学生为中心，涉及各个舞蹈要素由简入繁规则，兼具教育性、艺术性和社会性，来思考教学活动设计。
论文还提供几个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的设计思路，从动作要素探索之思考，从意象引导动作之思考，从道具带动动作之思考，
为准备上创造性舞蹈的教师在上课前准备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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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发展。总而言之，在创造性舞蹈的教学过程中，学

习者“做了什么”及“如何做”才是重点，教师不需要“做

太多”，而是要相信每一个学生皆能“做中学”，寻找到学

习舞蹈的快乐与意义。

2 创造性舞蹈的概念和特点

早在 20 世纪，“现代舞理论之父”拉邦（Rudolf Laban, 

1879-1958）就提出新的舞蹈教育观，他提倡教育性舞蹈和全

人教育理念，即舞蹈是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达到个人身心

整合、促进人我、物我和谐的重要学习经验。

创 造 性 舞 蹈（creative dance） 也 被 称 为 教 育 性 舞 蹈

(educational dance)，其本质是一种独特的连续性自我探索过

程，也就是个人以适合自己的方法，将内在潜藏的资源转为

外在身体直接而清楚的表达。“它没有如芭蕾、现代舞或民

族舞蹈所必须学习的特定基础技巧与型式，没有传统所谓好

看或不好看的评价，更没有对与错的论断。”[1] 因此，创造

性舞蹈并不是指某一种类型的舞蹈，而是一种经由教师引导、

启动，让学习者自动自发地以肢体表现想法与情感的方式，

是一种创造行为。创造性舞蹈重视舞蹈经验的探索过程，希

望给予学习者发挥创意的空间，了解自己的身体能做什么，

并大胆自信地去探索，发展身体舞动的可能性 [2]。

创造性舞蹈的发展和现代舞是同源的。18 世纪中期，一

位在当时十分著名的芭蕾舞教师诺夫瑞 (Jean George Noverre, 

1727-1809) 意识到芭蕾舞虽然高雅而迷人，但其标准而固定

的动作缺乏创意和生命力，于是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去不同

的工作场域观察、模仿人们在工作中的肢体动作，从而丰富

了舞蹈表现的肢体语汇。后来，被称为“现代舞之母”的舞

蹈家邓肯 (Isadora Duncan, 1878-1927) 提出了她的舞蹈理念，

她相信人类的肌肉是表达心灵的力量，人们应该从传统的舞

蹈束缚中解放出来，她提出的这种新式舞蹈被称为“现代舞”

（modern dance），邓肯因此改变了舞蹈的历史。创造性舞蹈

的精神及发展的基础论点亦由此而来。

创造性舞蹈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鼓励学习者发展个人

的创造性行为，不断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并大胆去

创造和表现。创造性舞蹈必须仰赖教师善加设计教学活动，

并经由创意性引导，去探索舞蹈元素：身体、时间、空间、

劲力、关系，从而更了解身体潜质和舞蹈艺术之美。

3 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的设计原则

“创造性舞蹈是一种教学形式，教师必须运用各种创意

来引导启发学习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丰富自己的身体动作

经验与技能。”[3] 因此，创造性舞蹈是一种以学习者潜能的

自我开发为考量前提所实施的舞蹈教学。为了更好地进行创

造性舞蹈教学，在进行教学活动设计时，需遵守如下原则。

3.1 了解教学对象，以学习者为中心

在开始设计教学活动前，教师必须先了解教学对象，包

括教学对象的年龄、性别、先备经验、文化背景、特殊需要等。

例如，教师要提前对幼儿园小朋友易尴尬、羞涩、放不开、

对自己不自信或易兴奋、失控、注意力不易集中等状况有所

了解，并在设计教学活动时有所考量，教师面对不同的学习

对象，就要适应并发挥他们不同的特点。教师若能掌握到学

生更多的相关信息，更容易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依据学生的

程度及需要，决定需传授引导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也更能

设计出符合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活动。

3.2 涉及各个舞蹈元素，由简入繁安排

既然是舞蹈课程，舞蹈的各个元素（身体、时间、空间、

劲力、关系）都应列入教学设计中，这样才能使学生全面地

认识和体验舞蹈。作为新手教师，常常无法合理规划和安排

舞蹈元素的学习，不是过于单一就是过于复杂，因此合理规

划和安排舞蹈元素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教师首先应充分掌

握舞蹈元素，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应做到由简入繁。具体来说，

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不宜一下子纳入过多元素，应以一个元

素做深化和发展，再累进式地增加难度与复杂性。例如，针

对一个元素，可以从单人到双人，再到多人进行探索；也可

以从单一元素到多个元素进行叠加，使学习者更加专注并关

照到身体动作的不同可能。

3.3 兼具教育性、艺术性和社会性

舞蹈教育的课程本就是一门身心健康发展的课程，课程

应注重教育性、艺术性和社会性，也是创造性舞蹈课程的原

则。教育性是指透过舞蹈学习，让学生有想象、思考及发展

创造力的空间，激发各种学习能力之潜移默化功用。舞蹈是

一种艺术形式，创造性舞蹈的课程设计当然需要具备艺术性，

包括舞蹈本体知识和舞蹈相关内容学习，以及对于生活文化

的理解和审美的涵养。至于社会性是指学生经由创造性舞蹈，

学习与他人及周围环境互动，并从不断觉知和成长中，了解

社会脉动，因社会环境的变化，才能符合社会需求。

4 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的设计思路

创造性舞蹈教学讲究“创意”，但并不是毫无章法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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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舞蹈教师不是轻松随便、毫无章法丢一个主题就让学

生即兴、随意乱动如此简单。创造也不是胡乱拼凑、为所欲为，

创造意味着知识的消化、处理和应运 [4]。因此，创造性舞蹈

要求教师善加设计教学活动，引导、帮助学生借由探索的过

程培养创造力，自发创造舞蹈动作语汇，享受探索的乐趣。

以下提供几个设计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的思路。

4.1 探索舞蹈元素

从舞蹈元素（身体、时间、空间、力量、关系）的各个

要素直接切入，让学习者皆由身体有意识地觉知到身体哪一

部位在动？在哪里动？占据多大空间？以何种方式移动？动

作的速度、强度如何？与同伴又是怎么样合作运动？如此不

仅使学习者从动作中认识舞蹈要素、动作与思考融合，同时

也强化了他们的感知与表达能力。

当老师探索从动作要素思考时，可以从动作要素的顺势

思维与逆势思维。顺势思维是指动作要素的正常逻辑，和谐

思维一般从小到大，由多到少。例如，空间要素中的大圆、

中圆、小圆，可以按体积设计课程，可以促使学习者要素的

认知，以及对动作技能表现出明显的区别。逆势思维是指动

作要素的反向逻辑，冲突思维，一般对此，对立相矛盾。例如，

空间造型可以是圆形与正方形的对比，三角形与长方形的冲

突。可见教师只要用心，仅从动作元素就可以设计出丰富的

创造性舞蹈课程。

4.2 从意象引导动作

意象在此指的是心智视觉化的复演，包含各种感官经验

视觉再现的意象。当以意象引导时，其又可以分为直接出示

实物或图像，让学习者视物所得之意象；借口语指示让学习

者从既有的经验联想而间接产生的意象；以及可能是学习者

欠缺实际经验但凭靠自己过往经验的认知为基础，进一步想

象创造的意象。

举凡自然界的生态、植物、动物、玩具、机器工具、交

通工具、食物、服饰、装饰品、房舍、各类运动、休闲活动等，

人类所经验的事物，皆可成为引导学习者产生、创造动作的

形态与移动的方式。例如，衣食住行中，食的单元（面条、

水饺、包子），借由意象，可以让学习者作出不同的身体造型，

想象自己是如何被制作出来，包饺子、煮饺子、吃饺子，都

可以用不同身体元素表现出来。因此，以身体动作为核心的，

将意象分为直接感官的意象，经验联想的意象以及想象的三

大类环绕，加以思考课程的设计运用。

4.3 以道具带动动作

道具本身可以刺激想象，以不同方式操作道具，或挑战

将道具视为身体的一部分而与之共舞，都是创造性舞蹈课程

重要思考方向，并可延伸发展课程活动设计。教师可以用道

具不同材质，如纸类、布类、塑胶类、木材类为思考设计课

程；也可以用道具的不同形状，如圆形的球、长条形的绳子、

方形的手帕等来分类。同时，从与道具共舞之功能性动作和

表现性动作两大方面，激发学习者动作探索的可能性。所谓

功能性动作，可以让学习者多熟悉与延伸原来道具使用的功

能和运用方式；表现性动作则是强调跳脱既有的道具，让学

习者以更具有创意的方式来运用道具、表现动作意义。

事实上，无论中外，许多舞蹈都是持有道具而舞。古典

舞中的彩带、民间舞中的扇子、芭蕾舞中的羽毛等都展现了

人类运用道具创造出舞蹈的智慧。因此，从道具带动动作思

考创造性舞蹈教学课程设计，除了可以激发学习者敏锐观察

周遭的事物，发挥想象力，将其运用于身体动作的探索外，

亦有助于将舞蹈与生活环境和历史文化做连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关于设计创造性舞蹈教学活动的思

考，感官、音乐、文学、绘本等都值得大家思考和发现。

5 结语

创造性舞蹈课程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学习过程，

强调身体、智力与心灵成长和发展的启发式教育课程。其课

程设计也是教师专注创造力、不断尝试、思考、探索的过程，

以期能皆由精心规划，提供学习者最舒适的学习空间，再透

过各种引导方式，真正启迪学习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运

用于身体动作的了解、开发和探索之中，达到连接智力、肢

体的全面性学习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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