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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教育融入現代舞課程的學習效果 

 

李文心 杜玉玲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體育為教育重要的一環之一，美學教育更是可透過身體教育教學實踐，落實在體育課

中，然而，在體育課程中，奧林匹克教育 (Olympic Education) 的奧林匹克精神最是經常

放入體育課程認知部分的通識教育內容，其中，便含有和平 (Peace)、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ism)、國際觀 (Internationalism)、倫理 (Ethics)、美學 (Aesthetics) 

5 個多面向目標，此與教育目標相輔相成且一致，然而，現代舞課放在高等教育體育課程之

中，除了身體教育活動功能的目標外，更是合適加強美學教育。台灣體育大學奧林匹克專家

許立宏教授日前在近期研討活動提及，奧林匹克教育研究中，目前發現關於美學相關的研究

最為缺乏，這與近幾年教育部推展了 2次美感教育中長計畫不謀而合，美學教育透過現代舞

課程教學實踐研究，可進一步檢視美育在高等教育的課程中學習效果研究，有助美感教育推

廣，與國家政策共進。 

 

在教學現場中，師生互動時發現：課堂上老師問問題，學生總是靜悄悄，不回答問題，

或是，看完影片或同學單元表演小品後，老師問有看到甚麼覺得有趣的部分?或印象深刻的?

學生總是低頭或微笑，老師進一步請幾位同學說說看法，學生多半簡單回答好看、表演得不

錯…等簡單幾句話，學生的口語與肢體表達總是很有限，賞析的心得也只有老師一人簡略看

過，若能透過成大建築系吳光庭教授提及美感六大要素，與美的十大原則的概念融入現代舞

課程，再輔以課程原有拉邦動作分析的 EFFORT理論，透過評量的工具，看看是否能改善這

問題，並且能評量的出某程度的具體成果。對學生而言，各類的表達、協商能力、對美的感

受能力與品味，甚至，進一步能因融合課程而創造出有美感的肢體動作、畫面及團體作品，

培養這帶得走的能力應用到入社會及職場上的需求，這便是申請者研究計畫的動機。 

 

課程中透過介紹拉邦動作分析的 EFFORT (空間、時間、重量、流力) 理論來協助完成

動作的不同質地，再輔以美的十大原則：單純、反覆、漸變、律動、對稱、均衡、對比、調

和、統一、比例 (李銘龍，2006) 融入現代舞課程，透過評量的工具，看看是否能改善這問

題，並且能評量的出某程度的具體成果，提升現代舞教學品質。對學生而言，各類型的表

達、協商能力及對美的感受能力與品味，甚至，進一步能因融入新理論的課程而創造出有美

感的肢體動作、畫面及團體作品，也針對融入的美育課程，設計評量工具改善學習評量方法 

(欣賞影片前後測問卷、分組小品演出和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

團體訪談)，進一步瞭解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師生互動品質、提高教學效能及蒐集提供未來

改善教學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建議。 

 

在實務現場學生在欣賞舞蹈表演之後，學生鮮少主動開口表達看法，即使開口也是簡單

幾句話，課程中，雖有輔助以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但，也僅止於參考加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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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台灣體育大學奧林匹克專家許立宏教授提及奧林匹克教育研究中，美學相關的研究最

為缺乏，在身體運動中力與美的關係頗大，表演藝術類或舞蹈課程亦然，這與近幾年教育部

推展了 2次(103年~107年、108年~112年)美感教育中長計畫不謀而合。美學教育透過現代

舞課程教學實踐研究，可進一步檢視美育的課程中的學習效果，進而有助美感教育推廣，與

政策共進。在符碧真教授分享下，獲知學生學習成果之評量表 Rubrics的使用，其亦在近年

來學校系所執行「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的認證過程中，開始被注意到(劉曼君，2014)。文獻

中，拉邦動作分析中的 EFFORT (空間、時間、重量、流力) 理論，可用來協助學生學習分

解動作質地並重組不同質地的動作，再輔以美的十大原則：單純、反覆、漸變、律動、對

稱、均衡、對比、調和、統一、比例 (李銘龍，2006) 融入現代舞課程，透過問卷、

Rubrics 概念所設計的評量表及訪談為評量工具，看看是否能改善這問題，並且能評量的出

某程度的具體成果，提升現代舞教學品質。希望能進一步瞭解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師生互動

品質、提高教學效能及蒐集提供未來改善教學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建議。 

 

 

二、文獻探討 

 

多年來，實務現場學生在欣賞舞蹈表演之後，鮮少主動開口表達看法，即使開口也是簡

單幾句話，課程中，雖有輔助以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但，也僅止於參考加分使

用。在台灣體育大學奧林匹克專家許立宏教授提及奧林匹克教育研究中，美學相關的研究最

為缺乏，在身體運動中力與美的關係頗大，表演藝術類或舞蹈課程亦然，這與近幾年教育部

推展了 2次(103年~107年、108年~112年)美感教育中長計畫不謀而合。美學教育透過現代

舞課程教學實踐研究，可進一步檢視美育的課程中的學習效果，進而有助美感教育推廣，與

政策共進。在符碧真教授分享下，獲知學生學習成果之評量表 Rubrics的使用，其亦在近年

來學校系所執行「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的認證過程中，開始被注意到(劉曼君，2014)。 

    文獻中，拉邦動作分析中的 EFFORT (空間、時間、重量、流力) 理論，可用來協 

助學生學習分解動作質地並重組不同質地的動作，再輔以美的十大原則：單純、反覆、漸

變、律動、對稱、均衡、對比、調和、統一、比例 (李銘龍，2006) 融入現代舞課程，透過 

問卷、Rubrics概念所設計的評量表及訪談為評量工具，看看是否能改善這問題，並且能評

量的出某程度的具體成果，提升現代舞教學品質。希望能進一步瞭解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師

生互動品質、提高教學效能及蒐集提供未來改善教學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建議。 

 

三、研究問題 

 在教學現場中，師生互動時發現：課堂上老師問問題，學生總是靜悄悄，不回答問題，

或是，看完影片或同學單元表演小品後，老師問有看到甚麼覺得有趣的部分?或印象深刻的?

學生總是低頭或微笑，老師進一步請幾位同學說說看法，學生多半簡單回答好看、表演得不

錯…等簡單幾句話，學生的口語與肢體表達總是很有限，課外舞蹈賞析的心得報告也只有老

師一人簡略看過，實在有待改善。 

 

四、研究設計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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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節包含研究設計說明、研究步驟說明、研究對象介紹、研究方法與工具、資料處 

、實施程序、研究資料蒐集工具與配合研究之課程和教學活動規劃介紹。 

 

(1) 研究設計說明 

 

 

 

 

 

 

 

 

 

 

 

 

 

 

 

 

圖 4-1-1研究設計說明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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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步驟說明 

 

 

 

 

 

 

 

 

 

 

 

 

 

 

 

 

 

圖 4-1-2研究步驟說明圖 

(3)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所有選上現代舞課班級其有意願參與的大學生們一

67(原 54人，1人休學，共 53人)、二 67(原 39人，4人休學，共 35人)、三 67(原 47人，

3 人休學，共 44人)(分別以 A、B、C代表)共 3班，共約 132人，有意願者皆為研究對象，

並隨機選定 C班的 44人為受試者。 

 

(4)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計畫合併質性與量性的研究方法，使用半開放式問卷作前後測試，針對分組小品

演出和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使用 Rubrics 方法所設計評量表，最後，使用錄音器

材錄音，針對部分有意願的同學進行訪談，所獲取所有相關的資料 (附註:所有上課表演相

關及團體訪談的部分，皆透過攝影機攝影存檔備用，以輔助施測工具)。 

 

(5)資料處理 

 

質性部分的訪談資料，將錄音資料整理逐字稿，資料編碼，整理出相關因子．量性的部

分，便使用 Rubrics評量表請舞蹈專家進行計分與分析。利用結果討論與反思的部分，進行

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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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施程序 

 

課程開始便對學生們說明此課程所需配合的所有相關條件，讓學生有所選擇，有意願

者，方可進行所有設計的課程內容，申請人將所設計的課程大綱，在 12週的課程中融入美

學教育設計教材(美的十大原則之 PPT教材)取代原本課程中的分組報告，學生可如往常一般

上課(包括：繳交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唯獨，需要在第 1週與第 13週堂課

上，進行影片欣賞及填寫問卷，及第 18週進行有接受訪談意願學生(共 9 位)的團體訪談。 

 

(7) 課程和教學活動規劃介紹 

 

課程名稱：現代舞 

課程簡介： 

1. 初級動作分析理論與觀念介紹…。 

2. 透過人類行為六大基礎所發展出來的基本動作訓練(地板練習)，來建  構自己的控制肢 

體動作能力或改善動作 

3. 身體基本動作組合能力練習，運用拉邦動作分析 EFFORT理論與 (美育融入)。 

4. 透過簡單的身體活動，認識同學 (初步的口語表達)，共同學習互助合作完成每一單元的 

目標，並能說出欣賞心得 (美育融入)。 

5. 透過影片欣賞，提升現代舞創作、口語文字欣賞表達能力 (美育融入) 與表演實務經 

驗。 

本課程需有積極良好參與態度、配合課程要求(課程開始便對學生們說明此課程所需配合

的所有相關條件)、重視課程參與、願意與他人合作，請參考評量方式。歡迎有舞蹈經

驗、興趣跳舞、態度良好及有意願服務他人的同學選上。 

  

教學目標： 

1. 初步認識身體與動作。 

2. 學會正確有效的身體練習動作技巧。 

3. 學習簡單運用肢體與口語表達的能力。 

4. 學習觀察、模仿及創作等基本能力。 

5. 培養了解自己的肢體能力並能欣賞他人肢體的能力，並能說出欣賞心得 (美育融入)。 

6. 實際正向練習與同學討論、互動 (口語表達的能力) 、動作設計與練習及完成表演小品 

   展演 (美育融入) 的過程。 

 

教學方法： 

    教學方法從講述(命令式、練習式、集中式、引導發現式、設計式、創造式…等)、示

範、練習、互惠、合作學習、協同教學…等方法交互使用。 

 

成績考核方式參考 (課堂討論後可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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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考核方式 

編號 項目 百分比 說明 

1 個人評量  50% 

1.課程出席與參與態度  

2.上課注意事項之遵守((運動服、室內軟鞋(上課說明)、水、毛巾...等))  

3.規定動作+自選動作(期中考)  

4.運動會動作觀察報告(不限字數，可含圖片..等)  

5.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800字內，需含出席照片、票根證明 

) 輔以 Rubrics評量表為參考依據。 

2 團體評量  50% 

1.分組服務工作執行情形(整學期)  

2.3-5 分鐘分組小品創作呈現 海報與簡介(期末)  

3.3-5 分鐘分組小品創作互助合作情形 分組小品演出 

 (期末團體成果發表)分享，輔以 Rubrics 評量表為參考依據。  

4.分組報告(期初~中)  

5.與他人(同學、老師)互動情況 (上課分組群體活動情況)(整學期)  
 

*課程進度 

請簡述每週(或每次)課程主題與內容，自行依照所需增減表格 

週次 課程主題 內容說明 備註 

1 

9/16  

初見面 

引起動機 

認識大家 

T1 前測 

注意：本班此次課程有接受教育部計畫補助，

將有些許美學的融入課程，須配合教育部計畫

微調課程內容，例如：觀看影片回答問題、訪

談...等，但，不影響學期成績，希望有意願

者選上 109(1)此現代舞班。課程概略介紹及上

課注意事項 (課程進度視實際情況 彈性調整) 

認識同學(1分鐘自我與舞蹈經驗介紹)   

 

2 

9/23 

身體活動 

建構概念 

影片欣賞與回饋(A)、確定分組名單 (體育號

碼)BODY WORK 1 建構核心肌力、脊椎練習 

流動練習(走、夾腿走、跑、跳) 

前測 

問卷 

3 

9/30 

學生分組 

建構身體基本能

力 

BODY WORK 2 站立九條線、延伸練習、四方延

伸、重心轉移、轉頭、蹲腿、延伸腿、跳躍、

踢腿、流動練習(3拍子、延伸)    

 

4 

10/7 

建構身體基本能

力 

分組活動 

BODY WORK 3 柔軟性、平衡、轉圈 

流動練習(踢腿、翻身) 

空間、物品、肢體、姿勢(造型)、分享   

 

5 

10/14

  

瞭解身體 BODY WORK 4 重心控制、擺振 

流動練習(視進度調整) 

空間、物品、肢體、動作、分享 

(10/15 全校游泳賽)   

 

6 

10/21 

建構身體基本能

力 

BODY WORK 5 貓牛背(轉身+重心控制)、轉圈 

流動練習(視進度調整)分組活動...身體自覺

彩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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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活動 (請自行攜帶 A4只紙 1張及 3個顏色以上之彩

色筆，上課用)、分享、分組討論期中報告 1   

7 

10/28 

建構身體基本能

力 

分組活動 

BODY WORK 6 EFFORT 理論及應用(I)流動練習

(視進度調整)分組活動 質地舞串 A   

 

8 

11/4  

建構身體基本能

力 

分組活動 

BODY WORK 7 EFFORT 理論及應用(II) 

流動練習(視學生程度及時間增減) 

分組活動 質地舞串 B   

 

9 

11/11 

11/11 

本校期中考週  

期中考-規定動作總組合練習 

彈性課程(視疫情及資訊等調動)   

 

10 

11/18 

本課程期中考 1 

 

期中個人技巧測驗(1)規定+自選動作(本課程

期中考)身體舞作表演欣賞(美學融入，視情況

增減) 

 

11 

11/25 

本課程期中考 2 

 

期中個人技巧測驗(2)規定+自選動作(本課程

期中考)(每人皆須完成)   

 

12 

12/2 

美學融入賞析 美的十個原則 PPT T2 

影片欣賞與回饋(A)' 

 

後測 

問卷 

13 

12/9  

認知欣賞 

美學融入賞析 

影片欣賞與成發首部曲(大腦風暴)   

繳交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開始)T3 

附件 1 

Rubrics

2評量表 

14 

12/16 

分組團體創作 分組團體成果發表(小品創作)討論建構 1    

15 

12/23 

創作訓練 分組團體成果發表(小品創作)討論建構 2    

16 

12/30 

分組團體創作 

創作訓練 

分組團體成果發表(小品創作)討論建構 3 

節目單初稿繳交(確定舞碼名稱、表演時間長

短、分工、舞群名單、DM團照、個人照...

等)   

 

17 

1/6  

分組團體 

創作表演 

自我評量 

期末分組團體成果發表"演出日"(本課程期末

考)與欣賞回饋討論、期末分享、自我評鑑、

課程建議..等 

分組小品演出(期末團體成果發表)T4 

 

Rubrics

1評量表 

18 

1/13 

1/13 

本校期末考週  

小團體訪談 

總結課程 

與同學預約使用訪談大綱進行訪談 T5 

繳交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截止) 

學校總期末考試 

訪談 

*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說出更多的欣賞語彙、更願意分享欣賞心得、分組小品演出和課外舞蹈表演藝



8 
 

術賞析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得分佳 

*預期個人教學

成果 

學生能說出更多的欣賞語彙、能更願意分享欣賞心得、分組小品演出和課外舞蹈表

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得分佳、教師教學評鑑值提高 

*學習成效評量

工具(如前後

測、學生訪

談、問卷調查

等) 

前後測問卷、分組小品演出和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 

小團體訪談。 

*其他補充說明 

(如課程參考網

址) 

T1-T5為與美學教育融入 Task的相關活動。 

https://ceiba.ntu.edu.tw/modules/index.php?csn=fdb0b9&default_fun=info&cu

rrent_lang=chinese 

 

 

 

 

 

 

 

 

 

 

Rubrics 評量工具初步參考附件 

 

1.  分組小品演出評量表(Rubrics 1) 

 

表 4-7-1分組小品演出評量表 

       給  分 

項  目 

 

優 

 

可 

 

待改進 

 

總分 

1.音樂使用     

2.節目單設計     

3.說舞     

4.演出(符合

度) 

    

5.動作設計      

6.群性     

7.服裝     

8.道具     

9.作品創意     

https://ceiba.ntu.edu.tw/modules/index.php?csn=fdb0b9&default_fun=info&current_lang=chinese
https://ceiba.ntu.edu.tw/modules/index.php?csn=fdb0b9&default_fun=info&current_lang=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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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作品整體性     

 

 

2. 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 2) 

 

表 4-7-2 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評量表 

                     給    分 

 項    目 

 

優 

 

可 

 

待改進 

 

總分 

 

基本要求 

1.基本資料     

2.附票根和在場照片     

3.字數 500字以上     

 

 

 

評論意見 

 

 

 

4.舞蹈編制的主題     

5.運用拉邦 Effort     

6.運用美的要素原則     

7.印象深刻、有趣     

8.與自己經驗結合     

9.提出有問題的部分 

  (批判) 

    

10.具體建議     

 

 

五、 教學暨研究成果 

 

1.教學過程與成果 

教學的過程中教師盡可能按原計畫內容進行教學，為不影響學生學的權益，A、B、C三 

班的課程主軸維持不變，僅在認知課程部分，在第 13週，在 C班加上美學十大原則 PPT的

介紹(約莫 60分鐘的介紹與影片解說)，所授之課程大綱如(7) 課程和教學活動規劃介紹所

示(頁 5-8)。共 18週的課程，研究成果內含一段影片欣賞之前後測問卷填答，聘請舞蹈專

長教師對期末團體創作、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加以評量、以及課外訪談的資料。 

 

2.教師教學反思 

教學的過程一如往常，倒是看到因為需要學生配合研究的關係，師生似乎都有點小興奮 

。為了美學教育融入課程，除了先前所收集到的資料，開始進行 PPT的製作的同時，開始對

資料進行下修，考慮學生容易接受與應用，也是花了些功夫，還好有工讀生能做適度的支

援，理想與實際面的確有些許落差。 

 另外，在實際執行 PPT 教學當天，有學生請假，有認真的學生詢問能否將上課資料放置

NTUCOOL 平台，以方便學生補課，而這個動作除了有適度幫助到研究外，竟也造成影響其他

2 班的變數之一，此為，之前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現在電腦軟體較多元，是故在回收欣賞與學習心得上資料的收集其檔名與格式不一，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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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統整起來費了一些工時。 

 由於…計畫中有訪談的部分，這的確讓教師感受到較正面與深入的互動，如能將訪談稍

作簡化，融入成為課程的一部分，應該會有幫助老師瞭解學生感受的方法之一。 

 再則，因為不想影響過多學生學習權益，僅加了一週美學 PPT的課程實驗因子差異，其

相對 18週課程而言，似乎不足，有建議及改善的空間。 

最後，此次學生在期末團體創作分組小品演出及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上，使 

用了 Rubrics評量表的幫助，讓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欣賞心得得以某個程度的量化，頗為新

穎，唯獨需花費時間。 

 

3.學生學習回饋 

針對研究所預期達成之與學生學習相關之目標如下： 

⚫ 學生能較有意願說出或寫出美學教育中欣賞融合的語詞 

⚫ 學生能出說或寫出較多的形容辭彙 

⚫ 學生能在分組小品演出和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能有的一

半以上得分。 

研究成果如下： 

 

(1)學生能較有意願說出或寫出美學教育(美的十個原則)中欣賞融合的語詞在對比前後

測之後，0分代表沒有改變，1分推測因上課而有美(10個原則或相似的意思)的認識，2分

推測前期已有對美的認識。 

 

表 5-3-1結果一  
0 分 1 分 2 分 有效總數 

A 

數量 23 20 6 49 

百分比 46.9﹪ 40.8﹪ 12.2﹪ 100﹪ 

B 

數量 10 12 6 28 

百分比 35.7﹪ 42.9﹪ 21.4﹪ 100﹪ 

C 

數量 3 23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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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10﹪ 76.7﹪ 13.3﹪ 100﹪ 

總計 

數量 36 55 16 107 

百分比 33.6﹪ 51.4﹪ 15﹪ 100﹪ 

備註 1303、2502、2705、3101、3407 為前測能寫出美之要素，惟後測未寫出。 

 

在 132份前後測問卷中，除去無效問卷(前後測有缺一份或跳題沒填到的)後，最後此題

得有效問卷為 107份。從表格中發現，C班得 1分者最多有 76.7%的同學推測因上課而有美

的認識，B班 42.9%次之，A班則是 40.8%，所以，三班皆有較高百分比的同學推測因上課而

有美的認識，其中 A班 0 分的百分比做最高，為 46.9%，B班則是 2分最高，先前便有美的

認識，為 21.4%，而 C班則是 1分最高，為 76.7%，故得知現代舞課程皆能提升對學們對美

的認識，而美學教育(美的十個原則)融入現代舞課程中讓學生能較有意願寫出美的十個原則

欣賞融合語詞的學習效果為 C > B > A。附帶一提的是推測前期學生對美已有認識的為 B 

21.4% > C 13.3% > A 12.2% 共約 15%的同學在前測時已對美的有些認識了。請看下列長條

圖說明。 

 

 

 
圖 5-3-1 結果一長條圖 

0 分為代表沒有改變 

1 分為推測因上課而有美的認識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0分 1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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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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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為推測前期已有對美的認識 

 
 

受訪者 相關內容 備註 

C-社科-政治 2-孫

-1100113-53 

 

像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個就是垂在高樓的那個影片。

(A：LALALAND 的那個) 那個表演，就很漂亮，然後我

也不知道他到底用了美甚麼要素，但是就是印象很深

刻。 

印象模糊 

C-生農-森林 3-徐

-1100113-52 

我第一個也是想到 LALALAND 的那個舞，然後還有一

個印象比較深刻的影片，那好像是國小生，還是國中

生，那種團體的那個比賽，然後就想說，哇！太強

了，就是那個隊型，然後他們還有用個河阿，然後種

田的那個。 

注意到隊型 

C-生農-生傳 2-蘇

-1100113-54 

 

我還蠻喜歡那一堂課，因為我還蠻喜歡排隊型，然後

也蠻喜歡看各種表演的隊形變化。所以老師介紹很多

種，就是其實有很多種形式都可以表現出美的感覺。 

注意到隊形 

C-管-會計 2-黃-

1100113-56 

其實我有一點小忘記，不過我感覺，就是我印象比較

深刻的，就是他們在走隊型時候，一些很酷炫的隊

型，什麼 W 什麼，我覺得就是在我們期末的時候就

可以用到，我覺得還蠻好玩。 

注意到隊型 

C-管-工管 2-張-

1100113-55 

 

我感覺對我們的創作可能不會馬上，或會有很直接的

影響，但是我看到那個，就是看到各種他們的表演，

就是還蠻感覺看到新的世界，應該說看到新的表演方

式，那還滿有趣。 

表演方式 

C-電資-電機 2-林

-1100113-57 

十個，我大概記得五個。然後但是我覺得就是對於觀

賞其他人表演之後，會比較有幫助，因為之前就是你

可能看過去就好厲害這樣，但是，如果你有這些形容

方法，你就會量化，他怎麼樣好，或是因為他這邊用

了什麼重點，所以我覺得他會有這種就是很有氣勢壯

大的那種美之類，然後就是你可以就是這樣做連結，

就有一種分類的感覺。 

記得一半 

 

有應用於創

作 

C-農-農經 2-傅-

1100114-26 

 

感覺很有幫助到一些，因為我本來是不會跳舞。但是

聽到美學當然記下來也沒有到全部。稍微可以思考一

下，他們為什麼要兩坨分開，是在對比嗎？ 

提及有實作

練習的話，

可能會比較

有印象。 

C-法-法律 2-涂-

1100114-28 

 

1. 我還滿有印象的是，就是中國的那個表演，包含

就是彈琵琶的椅子圓桌。就是我會覺得說，因為

那時候介紹很多美感，包括對稱還有還有什麼之

類，然後我會覺得說就是，可能這些美感有些雖

然真的看起來很棒，但是他就是要有一定條件才

 

提及舞者本

身的條件與

美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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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呈現出來，就包括可能具體的人數，還有

就是舞者本身個人的條件，才有辦法呈現出來，

就以後看表演時候會特別珍惜這些美感的部分，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如果純粹就個人來看的話，

我覺得那天看到表演，我都覺得還蠻好看。 

2. 我覺得就是就在創作部分，我覺得就不會特別去

說：｢我就這個美感我要去運用他。｣反而是在看

的時候，然後包括你編出來才發現，好像其實有

那麼一點感覺，就比較自然而然。 

運用於”看”

創作的時候 

 

也幫助到寫

欣賞心得 

C-管-國企 4-施-

1100115-51 

 

1. 然後那個美的那個十大要素，那時候在上的時

候，我有特別把它打在電腦裡面，我有想說要怎

麼樣在那個期末裡面盡量運用到，我就會去想

說，如果是這個動作，他可能可以達到重複的效

果。然後我就是在就是大家全部完工之後，然後

我會稍微想一下，好像這個元素有用進去這樣

子。有時候想一想還沒用到什麼，要用用看 

2. 然後覺得像老師之前有講說，讓我們把東西擺成

一個樣子，然後我們用肢體去表現那個物體的樣

子，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因為可以用另外一個角

度去想自己和物體的關係，然後就是會特別去開

始去思考形狀這件事情，然後又會覺得說，你可

以用自己一般，可能一般我們的姿態就只有站著

坐著，就是比較單一的姿態，可是可以從去模仿

物體裡面找到更多肢體表達可能性。 

有刻意應用

於小品 

 

 

 

 

 

應用找更多

的可能性 

 

(2)學生能出說或寫出較多的形容辭彙 

 

在前後測問卷中，分別於第四題（舞蹈編制的主題如何？）、第五題（有看到 

任何關於運用拉邦 Effort 的元素嗎?）及第七題(有看到印象深刻或有趣的部份嗎?)這三題

與回答欣賞詞彙較為相關，便針對這三題其所回答字數及內容加以評分，0分為後測與前測

相較退步，1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2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3分與 4分則是將數字

與內容的分數加總起來的分數。可分別參考下列表圖： 

 

 

 

 

 

表 5-3-2-1結果二(第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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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

計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有效總

數 

A 

字數 12 1 35   48 

百分比 25﹪ 2.1﹪ 72.9﹪   100﹪ 

內容 9 16 23   48 

百分比 18.8﹪ 33.3﹪ 47.9﹪   100﹪ 

總分 7 5 2 12 22 48 

百分比 14.6﹪ 10.4﹪ 4.2﹪ 25﹪ 45.8﹪ 100﹪ 

B 

字數 11 1 17   29 

百分比 37.9﹪ 3.4﹪ 58.6﹪   100﹪ 

內容 7 9 13   29 

百分比 24.1﹪ 31﹪ 44.8﹪   100﹪ 

總分 5 5 4 3 12 29 

百分比 17.2﹪ 17.2﹪ 13.8﹪ 10.3﹪ 41.4﹪ 100﹪ 

C 

字數 15 5 13   33 

百分比 45.5﹪ 15.2﹪ 39.4﹪   100﹪ 

內容 8 14 11   33 

百分比 24.2﹪ 42.4﹪ 33.3﹪   100﹪ 

總分 8 7 4 4 10 33 

百分比 24.2﹪ 21.2﹪ 12.1﹪ 12.1﹪ 30.3﹪ 100﹪ 

總計 

字數 38 7 65   110 

百分比 34.5﹪ 6.4﹪ 59.1﹪   100﹪ 

內容 24 39 47   110 

百分比 21.8﹪ 35.5﹪ 42.7﹪   100﹪ 

總分 20 17 10 19 44 110 

百分比 18.2﹪ 15.5﹪ 9.1﹪ 17.3﹪ 40﹪ 100﹪ 

 

在 132份前後測問卷中，除去無效問卷(前後測有缺一份或跳題沒填到的)後，最後第四

題得有效問卷為 110份。從表格中發現，學生們對舞蹈編制的主題如何？A班在字數上增加

最多，獲得 2分者，有 72.9%的同學，字數減少最多的是 C班，獲得 0分者，有 45.5%的 C

班同學，字數減少了。就字數來看學習效果是 A > B > C。但就內容而言，有提及舞蹈所編

製的主題之學習效果還是 A > B > C。綜合字數與內容來看，在有提及舞蹈所編製的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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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上還是 A > B > C。值得一提的是，整體而言無論是字數或是內容得分 2分都是學生百分

數最高的，只是 C班效果最低，沒有因美學教育而產生效果。請看下列長條圖說明。  

 

 

圖 5-3-2-1 結果二(第四題字數)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圖 5-3-2-2 結果二(第四題內容)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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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3 結果二(第四題總分)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3 分與 4 分則是將數字與內容的分數加總起來的分數 

 

第五題有看到任何關於運用拉邦 Effort的元素嗎? 

表 5-3-2-2結果二(第五題) 

統計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有效總數 

A 

字數 3 8 37   48 

百分比 6.3﹪ 16.7﹪ 77.1﹪   100﹪ 

內容 2 10 36   48 

百分比 4.2﹪ 20.8﹪ 75﹪   100﹪ 

總分 1 2 9 0 36 48 

百分比 2.1﹪ 4.2﹪ 18.8﹪ 0﹪ 75﹪ 100﹪ 

B 

字數 4 6 18   28 

百分比 14.3﹪ 21.4﹪ 64.3﹪   100﹪ 

內容 0 10 18   28 

百分比 0﹪ 35.7﹪ 64.3﹪   100﹪ 

總分 0 3 7 1 17 28 

百分比 0﹪ 10.7﹪ 25﹪ 3.6 60.7﹪ 1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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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數 0 7 25   32 

百分比 0﹪ 21.9﹪ 78.1﹪   100﹪ 

內容 0 9 23   32 

百分比 0﹪ 28.1﹪ 71.9﹪   100﹪ 

總分 0 0 7 2 23 32 

百分比 0﹪ 0﹪ 21.9﹪ 6.3﹪ 71.9﹪ 100﹪ 

總計 

字數 7 21 80   108 

百分比 6.5﹪ 19.4﹪ 74.1﹪   100﹪ 

內容 2 29 77   108 

百分比 1.9﹪ 26.9﹪ 71.3﹪   100﹪ 

總分 1 5 23 3 76 108 

百分比 0.9﹪ 4.6﹪ 21.3﹪ 2.8﹪ 70.4﹪ 100﹪ 

 

在 132份前後測問卷中，除去無效問卷(前後測有缺一份或跳題沒填到的)後，最後第五

題得有效問卷為 108份。從表格中發現，學生們欣賞前後對運用拉邦 Effort 元素的描述？C

班在字數上增加最多，獲得 2分者，有 78.1﹪的同學，字數減少最多的是 B班，獲得 0分

者，有 14.3﹪的 B班同學，字數減少了。就字數來看學習效果是 C > A > B。但就內容而

言，有提及運用拉邦 Effort 元素之學習效果還是 A > C > B。綜合字數與內容來看，在有

提及拉邦 Effort元素的學習效果上還是 A > C > B。值得一提的是，整體而言無論是字數

或是內容得分 2分的分別是 C班與 A班，B班效果最少。請看下列長條圖說明。  

 

           圖 5-3-2-4 結果二(第五題字數)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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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6 結果二(第五題內容)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圖 5-3-2-7 結果二(第五題總分)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3 分與 4 分則是將數字與內容的分數加總起來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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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題(有看到印象深刻或有趣的部份嗎?) 

 

表 5-3-2-3結果二(第七題) 

統計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有效總數 

A 

字數 7 5 36   48 

百分比 14.6﹪ 10.4﹪ 75﹪   100﹪ 

內容 3 14 31   48 

百分比 6.3﹪ 29.2﹪ 64.6﹪   100﹪ 

總分 3 4 3 9 29 48 

百分比 6.3﹪ 8.3﹪ 6.3﹪ 18.8﹪ 60.4﹪ 100﹪ 

B 

字數 11 2 15   28 

百分比 39.3﹪ 7.1﹪ 53.6﹪   100﹪ 

內容 8 9 11   28 

百分比 28.6﹪ 32.1﹪ 39.3﹪   100﹪ 

總分 8 3 2 4 11 28 

百分比 28.6﹪ 10.7﹪ 7.1﹪ 14.3﹪ 39.3﹪ 100﹪ 

C 

字數 10 0 22   32 

百分比 31.3﹪ 0﹪ 68.8﹪   100﹪ 

內容 7 9 16   32 

百分比 21.9﹪ 28.1﹪ 50﹪   100﹪ 

總分 7 3 0 6 16 32 

百分比 21.9﹪ 9.4﹪ 0﹪ 18.8﹪ 50﹪ 100﹪ 

總計 

字數 28 7 73   108 

百分比 25.9﹪ 6.5﹪ 67.6﹪   100﹪ 

內容 18 32 58   108 

百分比 16.7﹪ 29.6﹪ 53.7﹪   100﹪ 

總分 18 10 5 19 56 108 

百分比 16.7﹪ 9.3﹪ 4.6﹪ 17.6﹪ 51.9﹪ 100﹪ 

 

在 132份前後測問卷中，除去無效問卷(前後測有缺一份或跳題沒填到的)後，最後第七

題得有效問卷為 108份。從表格中發現，學生們在對看到印象深刻或有趣的部份上 A班在字

數上增加最多，獲得 2分者，有 75%的同學，字數減少最多的是 B班，獲得 0分者，有

39.3%的 B班同學，字數減少了。就字數來看學習效果是 A > C > B。但就內容而言，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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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印象深刻或有趣的部份之學習效果還是 A > C > B。綜合字數與內容來看，在有提及舞

蹈所編製的學習效果上還是 A > C > B。值得一提的是，整體而言無論是字數或是內容得分

2 分都是 A班學生，百分數最高的，而 B班效果最低，其是否是因美學教育而產生學習效

果，則需要討論。然而，A班與 B班的課程內容設計完全一樣，僅 C班有美學的融入。請看

下列長條圖說明。 

  

圖 5-3-2-8 結果二(第七題數字)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圖 5-3-2-9 結果二(第七題內容)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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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10 結果二(第七題總分)長條圖 
0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退步 

1 分為後測與前測無變化  

2 分為後測與前測相較進步 

            3 分與 4 分則是將數字與內容的分數加總起來的分數 

 

 

 

欣賞心得 

受訪者 相關內容 備註 

A -文-哲學 3-賴

-1100111-16 

班上蠻多感覺習慣跳熱舞的人。因為其實就是小時候跳

舞，就我不是跳熱舞的人，然後就是有些比較有趣的，就

是跟我習慣不太一樣的肢體運用的方法，其實就會觀察他

們的動作，然後發現原來身體可以這樣用，就還蠻有趣

的。 

 

A -生科-生科 1-

邱-1100111-49 

 

1.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大家能夠想到那些主題，

當然有些有點像，有兩個都跟疫情有關，然後有兩個

都是跟個人就是精神情緒上去做探討，有一點大方向

雷同，就是大家就算是方向雷同，但是對於細節要怎

麼表達，怎麼呈現就是大家的，最後走出來都不一樣

樣，就是會真的覺得不一樣的人真的會想到不一樣東

西。 

2. 然後還有其他組有蠻多就是舞蹈經驗更豐富，因為我

自己常接觸的舞風比較帥一點跟節奏感重，有其他組

他們可能對比較流線的 

3. 舉例第二組，我覺得因為有蠻多可能比較優美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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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比較多接觸，就跟我自己最習慣的方式很不一

樣。 

4. 我覺得每組都有，各組可能有都一些人有這些類似的

背景。/就是每一組最後呈現出來，就是，原來也有這

種方式可以去表達，這樣方式去呈現。 

B-法-法律 3-陳-

1100112-54 

 

1. 我覺得是前面在學動作的時候，然後老師可能會講一

些，跟舞蹈有關的理論，我覺得那部分還蠻享受的。/

就是除了自己親身實踐之外，還加上一些知識，就感

覺他更會融會貫通。 

2.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那個在講白色恐怖的那組。他們的

音樂都是選，我覺得選得很好，應該是選一些就是與

白色恐怖有關的一些政治受難者他們創作的。 

3. 就覺得特別有感覺，而且他們雖然沒有什麼比較困難

的舞蹈動作，可是他們的動作就會讓我覺得很，張力

很強。/然後加上那個，他們本身的情緒也表達得很

滿，就我感受得到 

 

B-文-中文 3-廖-

1100112-52 

 

1. 我還滿喜歡就是我們班/像街舞或是其他不同舞種，其

實我還滿喜歡街舞，但我自己跳不太出來，就是需要

有一些力度，然後就是太控制力要滿好的。因為我以

前跳的可能都是比較柔軟，比較輕、延伸的舞種，所

以，就是就會很享受，他們就是在跳街舞的時候的那

種 (有節奏感) 感覺。 

2. 老師在講解一些比較學術的知識的時候......( 拉邦

EFFORT 理論) 。/對，那些元素，然後還有一些他們如

何去記下，可能圖畫或是文字記下那個舞蹈的動作。 

1.節奏感 

 

 

 

 

 

2.因為少接

觸到 

B-法-法律 3-尤

幹-1100112-42 

 

1. 觀賞的時候有覺得其他組主題很酷，像那個白色恐

怖。/就非常的酷。然後還有一些，可以學習的，就是

有時候，有些其實動作沒有很簡單，排起來就是很好

看。可以去想一下怎麼達到(這樣的效果)。 

2. (自己)做過，但我不一定自己每次都......，就是每次都

在嘗試。 

1.主題效果 

 

 

2.自己曾做

過此主題 

B-社科-政治 3-

林-1100112-32 

 

覺對是白色恐怖那一組，我太喜歡。因為有一個女生她用

繩索，然後不斷在輪迴那個上吊自殺過程，我覺得那段編

的超級好，就是一般人會覺得我用過的東西，我覺得那個

橋段真的很厲害。 

主題+編排 

B-文-人類 4-陳-

1100112-21 

 

我覺得每組都有一點點(有趣的地方)。/就那一組，他們我

覺得女生都很漂亮，我覺得那一組有把每一個人的個性都

展現出來。/那一組，他有讓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很有自己

的，就是個人魅力。/第一組那個小王子，他們不是有一

編排 

 

清楚表達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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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圓圈圈在轉的，那個部分就是他那個轉過來讓我很喜

歡，就是因為他可能一個俄羅斯轉盤那種感覺。/我覺得

這東西我很喜歡。 

B-管-工管 3-羅-

1100114-34 

 

我知道那一組(白色恐怖)的組成是有一個比較強，然後其

他人就還好。因為除了很大的道具之外，就是再加上說，

因為他們實力比較有差距，但是我覺得他們整體的呈現把

那個模糊掉了，你不會太 focus 在那些地方，就是你會記

得的是，大家好像都有發揮到最大的那種感覺，就是我覺

得就是那一組他們在編舞的過程中，他們就事先考慮到大

家的差異，所以因為有事先考慮到這個，所以他們在編舞

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用走，比較多走位跟簡單的動作設

計，或者是讓那些人有 Center 位置的時候，他們做比較

簡單的動作，讓他們可以有表現的機會。/就算整體的實

力比較可沒有那麼好，但是你還是會很喜歡他們呈現出來

的作品。 

主題道具/ 

編舞選角 

 

B-社科-社會-陳

-1100114-36  

(舞齡 9 年) 

我自己是已經接觸跳舞滿多年的…。/因為班上其實有很

多同學都是第一次接觸，或是其實對舞蹈還沒有那麼熟

悉，那我覺得就是在看他們表演的時候，雖然說就是他們

很可能是很生澀，可是我覺得讓我學到另一個點是，在他

們剛接觸舞蹈的時候，他們是怎麼去理解這件事情，我覺

得這個是有點像喚醒初心的感覺，因為我其實已經接觸舞

蹈一陣子，一個人在做一件事情做很久很久之後一定都會

有一些改變，然後你可能會忘記，最初為什麼會接觸這件

事情，或是忘記你最初在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你的感受

是什麼？那我覺得其實同學的表演就是很大部分，讓我重

新看到，就是重新審視自己過去這幾年來做的事情，然後

會去回到最初接觸的心情。/我覺得還蠻複雜，對我自己

的心情，因為我覺得就是看同學表演，然後他雖然對於動

作還不是很熟悉，可是就是他們都會很用力，或是很努力

的去做出每個動作，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我一開始會

想要做的事情。 

自己的反思 

C-管-會計 2-黃-

1100113-56 

我發覺他們的 Dress code 全部都是黑色的，大家都好像都

是比較走憂鬱，然後沉悶路線，我們是大紅色，然後看貼

在白板上面那個節目單也是，大家都是按藍色黑色系，我

們是一個紅色，就還蠻特別的。他們都是往深度的方向去

想，我們就是以歡樂，然後有結合一點那種節慶，然後剛

好我們又是射手座，可以一起慶祝生日那種感覺。我覺得

我們的方向好像跟別人就是不一樣，可是我覺得很樂在其

中，很開心。 

聚焦在自己

組的表現 

(強調與別

組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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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電資-電機 2-

林-1100113-57 

 

其實我也是對那個很有印象深刻(第 1 組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我自己主要是我喜歡它的主題，就是感覺好像一

開始他是從一個人然後分裂成五個，就是他到最後，你就

看那個小女孩，去跟她互動，然後就覺得好像有原本你是

不喜歡自己，但是到最後就是你會接受自己那個過程，我

就覺得還滿喜歡這個故事。(自己有過的經驗) 

清楚表達喜

歡主題 

 

 

與經驗產生

共鳴 

C-生農-農經 2-

傅-1100114-26 

 

那個殺人兇手那組(第 4 組 AMONG US)。我覺得很厲害，

他們除了要記舞蹈動作，然後他們整個換位什麼的，也都

很快，就很像看一齣戲，加快五倍速。/然後最後結局很

跳出。/有，就真的很認真看這部戲的感覺。 

 

C-法-法律 2-涂-

1100114-28 

 

其實我那時候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們那一天，第 1 組原本

是最後一組，後來調到前面的動作，因為他們的音樂是節

奏感比較強烈，就中間有一部分，然後他們的動作很契合

那個節奏會覺得說，就是整個融合起來，會讓整個表演更

有更有張力，就還蠻喜歡那一個(第 1 組 The Five Stages of 

Grief)，那種陳列出來的感受。 

強烈節奏感 

C-管-國企 4-施-

1100115-51 

 

我總體對其他人的印象。我覺得其他人的主題好像都是比

較灰暗。/只有我們這一組是歡樂主題的。/我覺得我們這

組比較陽光，剛好中和了這一次表演。/有幾個角色稍微

比較像，然後會覺得說，好像他有一個人格特別強，會感

覺出來說，就是要把這種人格特別強的角色排給跳舞比較

厲害的，就是會有點感覺出來這個意圖。/因為像我們在

甩紅包那個時候......(歡樂效果有出來…有成就感)/因為整

體來說，我已經很快樂。 

聚焦在自己

組的表現 

(強調與別

組的不同) 

 

 

 

 

 

(3)學生能在分組小品演出和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評量表(Rubrics)能有的一半以

上得分。 

 

表 5-3-3 結果三  單位：分 

 A B C 總計 

團體分組小品 14.4 13.1 15.5 14.3 

個

人

舞

蹈

平均 11.2 9 9.8 10 

≥10 31 9 17  

<10 17 25 23  

最大值 19 13.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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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析 

最低值 6.7 5.3 6  

中位數 10.7 8.7 9.3  

通過率 64.6﹪ 26.5﹪ 42.5﹪  

  

 在學生的團體分組小品演出和個人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的評量上，我們

請 3位舞蹈專長的老師透過已制定好的評量表，如表 4-7-1、4-7-2的類目，對 3班的

學生進行整體與個別的評分，再將分數進行平均，其結果如上表 5-3-3，在分組小品演

出上，以 C班平均 15.5 分得分最高，再來是 A班 14.4分次之，最後，B班為 13.1

分，簡化其表現可說 C > A > B 。在個人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各班的平均

分數，分別為 A班 11.2 分(滿分為 20分，得分有過半)、B班平均 9 分(沒過半)及 C班

平均 9.8(沒過半)，簡化其表現可說 A > C > B ，雖說整體平均剛好 10分，整體有達

預期的最低分數，但，有美學教育融入課程的 C般而言，並未達過半的標準。 

 

六、建議與省思 

 

對教學所遭遇實務問題之省思，未來應用於教學實務現場之分析評估。 

 

教學實踐類型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教學現場所發現的問題而設計，實驗設計上會盡量考

慮在不影響學生學的權益之下來進行。在已有原本課程內容架構之下，所能調整得部分會有

所限制，此研究初步修正在原課程第 12週分組報告，改以美的十大原則 PPT取代，進行美

學教育融入課程，從表 5-3-1結果一可得知，美學教育的美的十個原則在現代舞課程中，的

確讓學生能較有意願寫出美的十個原則欣賞融合語詞，其學習效果為 C > B > A，以 C班為

佳。但，遇到實務的問題有下列： 

一、從學生方面： 

1. 在實際執行 PPT教學當天，有學生請假，有認真的學生詢問能否將上課資料放置

NTUCOOL平台，放於課程內容附件中，以方便學生補課，而這個動作除了有適度幫助到

研究外，竟也造成影響其他 2班的變數之一(三班課程是一起共用教學大綱，可能 A、B

的同學曾上網站看過)，此為，先前沒有預料到的結果(在 A、B班同學其學習心得中有發

現較精確的文字出現…)。 

2. 學生可能會覺得填寫心得的次數與時間增加許多，再加上期末學生還要填寫評鑑表，整

體而言，學生負擔較以往重了一些。 

 

二、從教師方面： 

1. 為了美學教育融入課程，除了先前所收集到的資料，開始進行 PPT的製作的同時，開始

對資料進行下修，考慮學生容易接受與應用，也是花了些功夫，還好有工讀生能做適度

的支援，理想與實際面的確有些許落差。 

2. 從學校期末教學意見調查表來看這三班評鑑值，A班 4.32、B班 4.48、C班 4.56，以 C

班為最高。 

3. 1071平均評鑑值為 4.3，1081平均評鑑值為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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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整理發費相當多的時間，特別是訪談資料的整理。 

5. 由於需要攝影：設備費申請經費較不足、而檔案儲存的空間(學校雲端快不足)亦略顯不

足。 

6. 自覺在實驗設計上，可以再貼近一點實際教學的現場，例如：可將教學實際與學生互動

時，學生自由表達所見觀賞心得或提問(皆屬於學習效果的呈現)，此次的心得填答，以

文字呈現較多，因為，每位同學皆須填答(理論上)，所以，結果德呈現較為靜態，距離

教學實際現場上可改善。現場詢問訪談(最為貼近教學現場)。 

7. 自覺教師因研究的關係，與學生的互動較為多一些，似乎在教學上師生互動有較多正面

的感覺。 

8. 此次學生在期末團體創作分組小品演出及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上，使用了

Rubrics評量表的幫助，讓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欣賞心得得以某個程度的量化，頗為新

穎，唯獨較花費時間。 

 

三、從資料收集方面； 

1. 由於，現在電腦軟體較多元，是故在回收欣賞與學習心得上資料的收集其檔名與格式不

一，資料統整起來較費工時，建議未來須統一繳交格式，例如統一繳交 words檔…等。 

2. 有些手填的問卷，整理較費時間，如能搭配現在 Google表單或線上問卷，應該會收集起

來較容易。 

3. 由於…計畫中有訪談的部分，這的確讓教師感受到較正面與深入的互動，如能將訪談稍

作簡化，成為課程的一部分，應該會有幫助老師在課程進行時去瞭解學生感受的方法之

一。 

 

四、其他： 

1. 教學的過程，倒是看到因為需要學生配合研究的關係，師生似乎都有點小興奮。 

2. 因為不想影響過多學生學習權益，僅加了一週美學 PPT的課程實驗因子差異，其相對 18

週課程而言，似乎不足，有建議及改善的空間。 

3. 此次學生在期末團體創作分組小品演出及課外舞蹈表演藝術欣賞心得報告上，使用了

Rubrics評量表的幫助，讓學生的學習成果與欣賞心得得以某個程度的量化，頗為新

穎，唯獨較花費時間。 

4. 評量表的使用上，與專家使用者討論之後，應該對量表進行修訂： 

(1) 針對分組小品演出評量表 Rubrics1 

建議：由於期末分組小品表演的重點是舞作的設計，其中包括主題、舞蹈動作的設計與

操作、整體視覺隊形的變化…等，因為，沒有經費的支援，所以，道具與服裝較為其

次，所以可以把道具或服裝放在一小欄，而加權舞蹈動作設計的部分。 

(2) 針對課外舞蹈表演藝術賞析心得報告評量表 Rubrics2， 

三位教師評審者有提及有些同學他會寫很多有趣的部分，或是形容這個舞作在講述什麼

東西，或是在形容這個舞作的畫面，可是這些描述的評分僅有一格而已，有評審覺者覺

得從自述部分就是一個可以做評判標準的開始，然後就是同學們觀賞舞作描述內容能不

能很深入也是一個重點。同學們若很深入的在描述這個舞作的不管是視覺或是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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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加分，所以如果把內容調整成是有多一些細項，或是將重要類目內容加權，然

後，裡面就包含他的看法、意見或建議…等。所以，建議調整評分類目及其百分比。 

 

(感謝教育部經費補助此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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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受試者知情同意書 

 

研究參與知情同意書 

研究計畫名稱或主題：美學教育融入現代舞課程的學習效果  

研究計畫執行機構：台灣大學體育室 

研究主持人：李文心             職稱：副教授           

共同/協同主持人：杜玉玲    職稱：副教授        

研究計畫聯絡人：李文心  E-mail：applee@ntu.edu.tw , 電話：33665959 #221 

研究經費補助/贊助單位：教育部 

研究目的： 

    1.本研究旨在將美學教育融入現代舞課程。 

    2.透過問卷、Rubrics評量表、團體訪談的科學方法，去瞭解學生們在欣賞表演後(口語與文

字)表達能力上的學習效果。 

    3.提供未來課程內容調整。  

為何邀請您參與？ 

本研究對象為選修 109-1 現代舞課程之學生。 

研究活動 

（一）時間及地點：自 109 年 9月至 110年 1月，每週一二三下午 5、6 節的現代舞課程，時間

100分鐘，合計 18週的現代舞課程，地點在韻律教室。 

（二）參與方式：同學需配合進行影片欣賞及一份半開放式的問卷測驗(於第 1週及第 18週做

前後測)、團體訪談及繳交欣賞心得資料等。 

(三) 研究參與者需參與期末協助欣賞心得閱讀及評分。 

可能承受的風險及因應措施 

參與這個研究，並不會有任何風險。 

研究補償 

配合測驗者及協助完成資料填寫者，期末有機會獲得小禮物。 

研究資料之保存期限及運用規劃 

您所提供的問卷、影片、欣賞心得…等資料，我們將在輸入電腦且編碼後，妥善保存於研究者設

有密碼的硬碟或電腦裡，預計於五年後(2026年)刪除銷毀，相關研究資料只會使用於本研究之資料

mailto:applee@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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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不會運用在其他地方，僅供調整課程內容。 

未來研究成果呈現時，您的真實姓名及個人資料將不會出現在報告上；若您有興趣瞭解研究結果，

完成研究後，可提供您摘要報告。 

您可自由決定參與及退出 

研究過程中，若您感到不舒服，想要暫停或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先前已蒐集

的資料會進行銷毀，不會列入分析資料內。即便研究結束，有任何問題，都歡迎聯絡我們。 

申請專利或商業應用的利益分配 

無 

參與權益第三方諮詢管道 

本研究由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專案審查通過，若想諮詢參與研究的權益或提出申訴，請

聯絡該辦公室，電話(02)3707-3477 ，Email：moetpr@narlabs.org.tw。 

雙方簽名欄位 

 

研究參與者/法定代理人簽署欄： 

成果回饋：□無需 □研究完成請提供報告，寄至（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究團隊簽署欄：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將由雙方各自留存，以利日後聯繫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研究人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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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欣賞影片前後測問卷 

 

 

  

問卷大綱：  

1. 基本資料：學院-科系-姓-填答年月日-體育號碼(即可)。 

範例：文-中文-林-1090921-2-2 

2.(有填寫者皆在現場) 

3.字數 800 字以下 

4.舞蹈編制的主題如何? 

5.有看到任何關於運用拉邦 Effort 的元素嗎? 

6.有看到任何關於運用美(你覺得好看)的要素原則嗎? 

7.有印象深刻或有趣的部分嗎? 

8.那些片段與自己經驗有類似(跟您產生共鳴) 

9.您覺得表演中有甚麼地方你覺得不懂?或有問題?  (批判) 

10.針對這個作品您有任何具體建議嗎? 

請按順序回答…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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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指導語 

 

 

 

 

欣賞影片前後測問卷填答/指導語 

 

 以下為 1081 期末成果發表的一個作品，你們會先看到一個成發

的節目海報(節目單的形式)大概的樣子、其作品的節目海報、說舞(約

2’50”)及演出(3’33”)。放鬆心情，看完後，請回答問卷上的問題，共

約 10 題。 

 

直覺地回答即可，全部字數盡可能在 800 字以內，詞能達意即可。 

如連題目的主題皆不知何意，可以回答不知道。 

 

此研究與學期成績無關，請勿緊張 ! 詳實填答自己的感受即可! 

 

任何問題可舉手問，可以回答的老師會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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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訪談大綱 

 

1. 本學期為什麼修習現代舞課程？  

 

2. 現代舞課程中，您學習到哪些內容 (踢腿、跳躍、轉圈、重心轉移、平衡、擺振、貓牛

背、其他基本技術、分組工作、分組活動、分組報告、分組團體創作…等)，哪些令你印

象深刻？為什麼？ 

 

3. 課程中，有聽過”美的十大原則”嗎?(若沒有便回答”無”，以下便無需作答) 

   那你覺得聽過這個介紹完之後，對你們有幫助或影響嗎?包括期初看那個影片、觀賞他人 

   作品或是自己在設計期末小品作品的時候，有沒有任何的幫助或影響？若有那有是什麼 

   幫助或影響？請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與感受(與期末成績無關，請放心回答) 

 

4. 您覺得現代舞課程，是否能夠學習到人際互動？為什麼？  

 

5. 您覺得現代舞課程，是否能學習到自我目標的設定及執行方式？如果有，你給自己設定

什 麼目標及內容？為什麼？ 

 

6. 期中考之後的分組團體創作，您認為擔任編舞者對您來說是否會困擾？您是否熟悉及喜

歡？ 編舞工作可以讓您學到什麼？ 

 

7. 期中之後的分組團體創作，您認為擔任舞者對您來說是否有困擾？擔任舞者的工作您可

以 學到什麼？  

 

8. 現代舞課程中，能否帶給您樂趣？如開心、享受、歡樂、快樂 等？那些令您印象深刻？

為什麼？ 

 

9. 現代舞課程中，您是否有觀賞同學進行演出？在觀賞的過程中，是否學習到什麼？那些

令您印象深刻？為什麼？  

 

10. 其他？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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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Rubrics評量工具 

 

Rubrics 評量工具參考附件 

 

 

 

心得報告大致內容建議： 

 

1.基本資料：名 1 字+體育號碼(即可) 

2.(有填寫者皆在現場) 

3.字數 800 字以內 

4.舞蹈編制的主題如何? 

5.有看到任何關於運用拉邦 Effort 的元素嗎? 

6.有看到任何關於運用美(你覺得好看)的要素原則嗎? 

7.有印象深刻或有趣的部分嗎? 

8.那些片段與自己經驗有類似(跟您產生共鳴) 

9.您覺得表演中有甚麼地方你覺得不懂?或有問題?  (批判) 

10.針對這個作品您有任何具體建議嗎? 

 

1. 課內表演欣賞心得前後測評量表(Rubrics) 

 

                     給    分 

 項    目 

 

優 

 

可 

 

待改進 

 

總分 

1.基本資料：名 1 字+體育號碼(即可)     

2.附票根和在場照片(有填寫者皆在現場)     

3.字數 500 字以內     

4.舞蹈編制的主題     

5.運用拉邦 Effort     

6.運用美的要素原則     

7.印象深刻、有趣     

8.與自己經驗結合     

9.提出有問題的部分  (批判)     

10.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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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大致內容建議： 

 

1.基本資料：名 1 字+體育號碼(即可) 

2.附票根和在場照片 

3.字數 800 字以內 

4.舞蹈編制的主題 

5.運用拉邦 Effort 

6.運用美的要素原則 

7.印象深刻、有趣 

8.與自己經驗結合 

9.提出有問題的部分  (批判) 

10.具體建議 

 

 

2. 課外表演欣賞心得評量表(Rubrics) 

                     給    分 

 項    目 

 

優 

 

可 

 

待改進 

 

總分 

1.基本資料：名 1 字+體育號碼(即可)     

2.附票根和在場照片     

3.字數 500-800 字以內     

4.舞蹈編制的主題     

5.運用拉邦 Effort     

6.運用美的要素原則     

7.印象深刻、有趣     

8.與自己經驗結合     

9.提出有問題的部分  (批判)     

10.具體建議     

 

 

 

 

 

 

  



38 
 

附件六 細部資料連結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4E76E02D219141DE8129128276DA4F06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C0E7FC86B36B4B4095FAA4E02A47DB3F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862C5822E9E846C38200350126967655QQY 

 

前後側問卷的影片欣賞(3’31’’處) 1081三 89NO4 團體期末分組小品演出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C0B49D473656419990B54B93E30F6648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FCA0B9DDDD7B40278203E536261DC114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81DD2341ABC74F8EA4FF23E3EDD28811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FF62FB5623B94038A5002AB22D89193A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965C9C7FC3FF4777860ECB130CC5847EQQY 

 

受試者知情同意書 

美的十大原則 

指導語 

前後測問卷大綱 

Rubrics評量工具 

期末評鑑參考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4E76E02D219141DE8129128276DA4F06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C0E7FC86B36B4B4095FAA4E02A47DB3F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862C5822E9E846C38200350126967655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C0B49D473656419990B54B93E30F6648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FCA0B9DDDD7B40278203E536261DC114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81DD2341ABC74F8EA4FF23E3EDD28811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FF62FB5623B94038A5002AB22D89193AQQY
https://www.space.ntu.edu.tw/navigate/s/965C9C7FC3FF4777860ECB130CC5847EQQ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