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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體領域─創造性舞蹈──動物的聯想創作 

動物保護教材前導學校課程實踐 

創造性舞蹈–動物的聯想創作 
 

參酌十二年國教課綱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 
壹、課程理念 

透過創造性舞蹈教學，引導學生從過去對同伴動物的觀察、親身體驗，去模仿、創作一個屬於自

己對同伴動物的肢體交流活動；讓學生透過觀察、模仿、創作的活動進行，從探索進而能夠深刻關心、

瞭解同伴動物，以期爾後對同伴動物能有同理心、關懷心，實踐動保目標。 
創造性舞蹈是一種動作教育的過程，它不像是我們一般所熟知的芭蕾舞、爵士舞或各種熱門的

流行舞蹈；它並沒有固定的舞步或動作，在教學過程中，老師的引導和啟發，帶領學生以同伴動物為

主題，採拉邦動作分析理論中的元素進行引導探索，從模仿、即興和創作，去尋找各種動作表現的可

能性，它的目標是增進學生動作的能力，學會表現、表達甚至於自我實現的教育目標，並融入性平教

育、生命教育、動物保護教育議題，欣賞、尊重彼此身體，關懷、同理同伴動物，給予並建立動保福

祉的五大自由概念，引入「領養、終養、不棄養」動保觀念。 
拉邦動作分析的五大因素 
一、身體 
  （一）身體造型：對稱性與不對稱性的型態。 
  （二）身體動作 
  （三）身體部位的使用 
二、空間 
  （一）空間範圍 
  （二）高度 
    （三）方向 
    （四）路徑軌跡 
三、時間 
  （一）基本拍 
  （二）速度快慢 
    （三）歷時長短 
  （四）重拍 
     (五) 靜止 

四、勁力 
  （一）輕重 
    （二）收放 
五、關係 
  （一）用雙人、三人或是多人分組，進行群體動作配合與移動。 
  （二）嘗試在不同的環境中去探索與配合。 
    老師用拉邦動作分析元素，結合情境特色因子，引導學生在這些情境中挑戰、展現自己的

肢體，讓意象融入動保五大自由概念，完成與同伴動物共生共融的意念。 
    情境特色因子 
一、 行動特色：跑、跳、走、追、吃、喝、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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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身型肢體特色 
三、 情緒特色：喜、怒、哀、樂 
四、 季節特色：春、夏、秋、冬 
五、 環境特色：平地、草原、湖、溪、洋、海、森林 
 

貳、課程架構 

 

 

 

 

 

 

 

 

 

 

 

 

 

 

 

 

 

 

 

 

 

 

 

 

 

 

 

 

參、教學方法 

引導教學法 

討論欣賞教學法 

肆、評量方式 

認知（15%） 

能瞭解並說出創作性舞蹈的特性。 

能瞭解並說出身體各部位活動之方法和運用。 

能瞭解並說出拉邦動作分析的五元素的內容。 

能瞭解並說出情境特色因子的內容。 

能瞭解並說出不同元素與情境所產生的肢體表達變化。 

情意（25%） 

能搭配過去的觀察或體驗，勇於參與活動練習。 

能接受老師指引並主動協助同學練習。 

能欣賞別人並自我修正。 

動保福祉：五大自由 

免受飢渴 

免處不適 

免受痛苦、傷病 

表達自然行為 

免受恐懼及壓力 

情境特色因子 

行動特色 

身型肢體特色 

情緒特色 

季節特色 

環境特色 

拉邦動作元素 

身體 

空間 

時間 

力度 

關係 

創造性舞蹈 

動物的聯想創作 

仿圖塑身 

讀字塑身 

聽數塑身 

鏡子塑身 

影子塑身 

隔空雕塑 

呼拉圈運用 

魔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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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尊重他人身體的展現。 

技能（40%） 

能確實做出五元素的肢體活動。 

能確實運用舞蹈中不同元素的探索與變化進而完成主題表現。 

搭配舞蹈動作五元素，能確實做出五情境特色的肢體活動。 

能使用 QR CODE 上網填寫學習心得。 

行為（20%） 

能透過創作舞蹈學習，展延學習興趣。 

能樂於分享學習經驗技能。 

能延伸各類舞蹈學習。 

伍、教學活動 

單元名稱 創造性舞蹈–動物的聯想 

設計者 張永祥 指導者  

教學對象 高一 教學時間 課程：四節，每節 50 分鐘 

教材來源 

彭雅玲( 2019 ) 編撰動物保護教育教材及融入十二年國教課程實踐計畫《動物保護

教育—同伴教育》，教育部及學前教育署 

曾明生( 2017 ) 106 年度體育教學影片，我是小小雕塑家 

Lynnette Young Overby (2019) 舞蹈與統整性課程設計 

李其隆 朱峯亮/體育學科中心（2019）體育教案實例編撰/在校園內打高爾夫──飛

盤高爾夫 

黃彥慈、陳五洲（2007）。拉邦動作分析論。大專體育，88，169-175。 

林惟華（2009）普通高級中學課程體育科教學資源研發單元：舞蹈-動動身體動動腦 

林惟華（2007）舞蹈-創造性舞蹈。載於林正常等編著，高中體育第一冊（頁 137-

145）臺北縣：龍騰文化。 

林惟華（2008）舞蹈-創造性舞蹈。載於林正常等編著，高中體育第三冊（頁 131-

139）臺北縣：龍騰文化。 

教學資源 影片、海報、鈴鼓、圖片、呼拉圈 

學生 

條件 

分析 

高一音樂班學生，對音樂調性、節奏、強弱較為敏感。 

成員為 19 位女生，9 位男生，相較其他全男生之班級對於舞蹈學習之意願較高。 

學生缺乏對於肢體動作展現的表達經驗，害羞、膽怯。 

教學 

準備 

蒐集文獻，整理資料，設計編撰教學方案，製作教學道具，實施教學。 

總綱 

核心素養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1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2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學 

習 

重 

點 

學 習 表

現 

1d-Ⅴ-1 分析各項運動技能原

理。 

2c-Ⅴ-1 遵守運動規範，展現良

好道德情操，並運用於生活當

中。 

2c-Ⅴ-2 展現相互包容與適切

的人際溝通互動之技巧。 

領

綱

核

心

素

養 

健體-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

與探索體育與健康的素養，深化後

設思考，並積極面對挑戰，以解決

人生中各種體育與健康的問題。 

健體-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

討反省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

作為，因應新的體育與健康情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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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Ⅴ-1 實踐與分享運動在美

學上的特質。 

2d-Ⅴ-2 展現運動鑑賞和評析

能力，體驗生活美學。 

3c-Ⅴ-1 表現全身性的身體控

制能力。 

3c-Ⅴ-2 熟練專項運動技能、創

作和展演的技巧。 

3c-Ⅴ-3 因應不同的運動情境，

展現與超越個人的運動潛能。 

3d-Ⅴ-2 應用系統思考與後設

分析能力，解決各種運動情境

的問題。 

4d-Ⅴ-1 完善發展適合個人之

專項運動技能。 

問題。 

健體-U-B1 具備掌握健康訊 息與

肢體動作的能力，以進行與體 育

和健康有關的 經驗、思想、價值 

與情意之表達，能 以同理心與他

人 溝通並解決問題。 

健體-U-B3 具備運動與健康 的創

作與鑑賞能 力，體會其與社 會、

歷史、文化之 間的互動關係，進 

而對美善的人事 地物，進行賞析、 

建構與分享。 

健體-U-C2 具備於體育活動 和健

康生活中，發 展適切人際互動 關

係的素養，並展 現相互包容與尊 

重、溝通協調及團 隊合作的精神

與 行動。 

學 習 內

容 

Ce-Ⅴ-1 其他休閒運動自我挑

戰。 

Ib-Ⅴ-1 自由創作與社交舞蹈

動作編排與展演。 

學習目標 

一、認識並實際操作創作性舞蹈的五個元素。 

二、以五元素模仿你所認識、喜愛的同伴動物。 

三、認識五情境特色因子，並以五元素為基礎，操作身體演示不同情境變化的同伴

動物。 

四、透過肢體創作表演，觀摩學習、討論合作、分享心得。 

五、融入性平議題方式，闡述性別平等教育之對等性，在肢體活動過程中，不應使

用、暗示特殊部位去模仿創造，尊重彼此的身體與相處份際的掌握。 

六、融入生命教育，同理、關懷同伴動物。 

七、融入動保議題，由動作中引導動物的五大自由概念。 

學習目 

標代號 
教學歷程 

教 學

時間 
教學資源 教學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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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 
一、導入活動 

伸展操：核心肌群後，增加瑜珈伸展動作：貓

式、上犬式、下犬式。 

觀賞各類同伴動物情境特色不同之影片 2 分

鐘。 

二、開展活動 

（一） 說明本節課要用身體透過創造舞蹈概

念，模仿、創作同伴動物的各種行為（情境

特色） 

（二） 融入性平議題，說明在肢體活動過程

中，同學不應使用、暗示特殊部位去模仿創

造，要欣賞、尊重彼此身體，掌握不同性別

相處的份際。 

（三） 說明舞蹈是需要經過人的身體作媒介

表達，而可活動的身體部位包括頭、頸、上

肢（肩、肘、腕、手指）、軀幹（胸、腰、

臀）和下肢（髖關節、膝、踝、腳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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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遵循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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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四、六、

七 

 

 

 

 

 

 

 

 

 

 

 

 

 

 

 

鈴鼓提示下，同學嘗試使用、瞭解身體什麼

部位可以動？怎麼動？動的範圍有多大？ 

1. 頭、頸：頭部活動多數是以頸部為動

作力量和方向改變的來源。以頸椎的

力量做向前、後、左、右不同方向的

擺動循環 4次；再以頸部做 360度繞

環動作，順時鐘方向 2 次，反時鐘方

向 2次。 

2. 臉部包括眼睛、嘴巴，引導練習喜怒

哀樂情境。 

3. 上肢：利用肩、肘、腕的關節分別做

繞環、甩動和擺盪三種動作，先以單

邊部位單一動作開始練習，再以雙手

同時進行。在利用伸直、彎曲以及平

面 180度位置的擺放，增加空間豐富

度。 

4. 軀幹：胸部可做之動作並不大，通常

主要動作為含胸和挺胸，以胸腔為主

往前、後、左、右不同方向做繞環動

作，順時鐘方向 2次，反時鐘方向 2

次。再以腰、臀重複相同的繞環動作。 

5. 下肢：以髖關節主導膝關節做曲膝抬

腿動作，單腳向前、旁兩個方向各做

八次抬腿；另再以膝關節與踝關節做

順時鐘方向 2次，反時鐘方向 2次的

繞環動作。 

6. 身體各部位聯合動作之探索：將暖身

動作時進行的各項單一部位活動，經

由個人選擇 2至多個部位同時進行，

如將頭頸繞環加上右手腕關節及左

踝關節的繞環動作同時進行；又如將

雙肩向上提起同時將右腳曲膝向前

抬腿等。將開發創造出許多平常未曾

嘗試的動作可能性。過程老師可用提

示語讓同學想像同伴動物此時可能

的肢體、身型特色…等情境。 

7. 使用旋轉、爬行、滾、翻等不同的空

間移位動作進行組合探索練習，老師

引導提示空間包括水平高度、方向、

大小、路徑軌跡。過程老師可用提示

語讓同學想像同伴動物此時可能在

爬上、竄下、戲水的行動特色…等情

境。 

8. 搭配老師鈴鼓快慢，讓學生嘗試、體

驗肢體運作的快慢時間元素。過程老

師可用提示語讓同學想像同伴動物

此時可能在在追趕、散步、玩樂…等

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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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精準地操

作身體部位 

 

 

 

 

 

 

 

 

 

 

 

 

 

 

 

 

能使用身體

創作 

能與同學討

論並欣賞他

人創作 

能運用情境

特色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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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四、六、七 

 

 

 

 

 

 

 

 

 

 

一、二、三

四、六、七 

 

 

 

 

 

 

 

 

 

 

 

 

 

 

 

五 

 

 

 

一、二、三

四、五 

 

 

 

 

 

 

 

 

 

 

 

 

 

 

9. 搭配音樂強弱、沈重與輕快，讓學生

嘗試、體驗肢體運作的勁力元素。過

程老師可用提示語讓同學想像同伴

動物此時可能是喜怒哀樂的情緒特

色…等情境。 

（四） 隨著四季音樂想起，鼓勵同學嘗試想

像並呈現同伴動物在四季的各種活動狀

況。 

三、綜合活動 

（一） 鼓勵同學身體模仿的勇氣，所有創作

從模仿開始。 

（二） 在身型模仿創作時，同理關懷動物。 

（三） 預告課程最後一堂要分組以動物為主

題進行創作表演，說明學習（分鏡）單（如

附件）的融入動保教育概念及創作各項步

驟及分組。 

（四） 預告下次進度 

 

 

 

第二堂 
一、導入活動 

（一） 伸展操：核心肌群後，增加瑜珈伸展動

作：貓式、上犬式、下犬式。 

二、開展活動 

（一） 融入性平議題，再次提醒在肢體活動

過程中，同學不應使用、暗示特殊部位去模仿

創造，要欣賞、尊重彼此身體，掌握不同性別相

處的份際。 

（二） 說明創造性舞蹈之觀念及其特性，創

造性舞蹈中五大探索元素，包括身體、空間、時

間、勁力與關係。此節課程將針對這五個元素

進行探索，在學習過程中同時以動物為主題，

加入情境因子(身型、行動、情緒、季節、環境)

在同學學習的表演中。 

1. 仿圖塑身： 

實物圖片15張，散放於地板四處 

（1）鈴鼓聲響，同學自由隨意走，鈴

鼓兩聲，同學止步，找最靠近之圖片，

透過圖片中的實物開始模仿。提醒同

學圖片的特色在哪裡？有哪些空間的

元素？表達的意境是？哪些部位接觸

地面？ 

（2）操作2次後，第3次根據圖像完成

動作模仿後，請同學嘗試根據此圖像，

展現空間元素的變化（站立、蹲或坐、

躺下）設計一個延伸定格的動作，老師

走至該組，使用一個八拍，前四拍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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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鈴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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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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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造型，下一個四拍是同學的創作動

作。過程中，同學透過討論激發創作，

並依序欣賞各組的設計。 

2. 讀字塑身： 

(1)圖片另一面是(例如：1手+2腳)，代

表接觸地面的部位是「1隻手」和「兩

隻腳」，依據圖片標示碰觸地面的數量

及部位，去設計自己的造型，抽離實物

圖象，根據文字來探訪創作世界。 

(2)移動到不同圖片，再操作2次。 

提示語：挑戰自己一下，不要跟其他人

相同。 

3. 找數塑身： 

(1)取消部位的文字限制，根據圖片的

數字總合，去設計自己的著地部位的

數量，提升同學創作的自由度。操作2

次。 

(2)隔空雕塑：兩人一組，A不碰觸 B，

以手指揮動作、說話溝通操作部位，讓

B 擺出 A 所希望的身型以及符合數字

總和的著地部位。鼓勵同學全程盡量

不說話，以身體動作進行溝通更佳。 

角色互換，學習透過溝通，揣摩對方心

意、想法，同理夥伴，而表達者也學習

使用清晰、清楚的詞彙字眼及動作進

行溝通。互相操作1次。繼續提醒站蹲

坐躺、直線彎曲旋轉等因素。 

 

三、綜合活動 

（一） 針對同學表現給予鼓勵，提升信心，對

於陌生的模仿動作給予引導、示範。 

（二） 在身型模仿創作時，同理關懷動物。 

（三） 引導同學使用3C工具，操作找尋最後

一堂創作課的設定動物類別，搜尋其情境

因素相關影片，討論開發創作內容。 

（四） 預告下次進度 

 

 

 

 

第三堂 

一、導入活動 

伸展操：核心肌群後，增加瑜珈伸展動作：貓

式、上犬式、下犬式。 

二、開展活動 

（一） 融入性平議題，再次提醒在肢體

活動過程中，同學不應使用、暗示特殊部位

去模仿創造，要欣賞、尊重彼此身體，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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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相處的份際。 

（二） 我型你塑(如影隨形)： 

1. 老師站在前方，所有同學如同一

面鏡子反射出老師的動作，依序掌握

空間、方向、速度、力道元素變化，帶

領學生領會。 

2. 兩人一組，隊友同一面鏡子，鈴鼓

定音後，兩人輪流模仿操作。 

3. 下一次 AB交換。 

4. 全班分為兩組或三組，各派一名

動作代表，同組同學跟著一起反射帶

領者動作（可先簡易討論動作設計），

讓學生體驗同時多人兩種不同動作呈

現的畫面，再加上行進方向的變化產

生更豐富的畫面。 

5. 運用上面元素創作一個動作方式

模仿動物主題，雕塑其型體，再融入型

動之動作或喜怒哀樂。 

6. 第四次 AB交換。 

7. 透過兩人一組的集體練習的合作

關係，觀摩、創造雕塑肢體。同時後面

是前面同學的監督者，要前面同學確

保音樂結束後，創造出雕塑，確保向 B

負責。 

提示語：過程中不斷肯定並提示高低、

大小、長短、交錯、方向…等空間、身

型、關係元素。 

 

（三） 雙人合塑： 

(1)兩人一組，A用身體部位創作一個

圓或洞的概念動作，而 B 則運用快慢

時間元素移動穿越這個圓或洞，穿越

後第四次換 B創作圓，A以快或慢(或

快後慢)穿越。 

(2)A自扮演為一個非常輕的物體在空

中飄盪，在16拍節奏後創造一動作定

格或碰觸 B。 

B 緊接著也用16拍接續創作一物體輕

飄於空中的動作，如此反覆接力創作，

老師間接引導方式，避免以身型示範。 

(3) A自扮演搬運重物，在8拍節奏後

傳給 B，B緊接著如 A反覆接力創作。 

老師在同學熟悉動作後，分別給予空

間(高低、交錯)、身型(大小、胖瘦、

長短)等元素依序讓同學創作自己的

動作。兩人在拍子進行中，不斷合塑造

型動作，啟動想像、思考、創造。 

提示語：高低、大小、長短、交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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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等空間、身型、關係元素 

三、綜合活動 

（一） 針對同學表現給予鼓勵，提升信心，對

於陌生的模仿動作給予引導、示範。 

（二） 在身型模仿創作時，同理關懷動物。 

（三） 確認第四堂組別表演順序。 

（四） 預告下次進度 

 

 

第四堂 

一、導入活動 

（一） 伸展操：核心肌群後，增加瑜珈伸

展動作：貓式、上犬式、下犬式。 

（二） 觀看動物水管劇創作表演影片

2.5分鐘，老師提出引導同學思考問

題： 

1. 透過剛剛影片，同學看到甚麼？ 

2. 過程中運用了創造性舞蹈的哪些

元素？有沒有高低、方向、快慢、

強落的變化？例如？ 

二、開展活動 

（一） 仿圖塑身：累積第二堂實體

模仿到動作創作，本堂課增加移

動創作到情境創作，由之前實物

圖片改為動物圖片15張，散放於

地板四處 

1. 鈴鼓聲響，同學自由隨意走，鈴鼓

兩聲，同學止步，找最靠近之圖片，透

過圖片中的動物開始模仿。提醒同學

圖片的特色在哪裡？有哪些空間的元

素？表達的意境是？哪些部位接觸地

面？ 

2. 第2次根據圖像完成動物模仿後，

請同學嘗試根據此圖像，展現空間元

素的變化（站立、蹲或坐、躺下）設計

一個延伸定格的動作，鈴鼓響起，同學

思考設計，配合鈴鼓結束，呈現同學的

創作動作。過程中，同學透過討論激發

創作，老師引導欣賞變化性較大的同

學創作。 

3. 第3次再請設計一動物行動特徵，

走跑跳飛游…，提示引導空間元素中

的高低、大小、長短…等，強化概念。 

4. 第4次加入情境因素：喜，引導學

生想像這隻動物自由自在的在草原、

天空奔跑、飛翔，享受表達自然行為的

自由或吃飽滿足獲得免受飢渴的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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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讀字塑身：累積第二堂實體

模仿到動作創作，本堂課繼續累

積創作豐富度。 

1. 圖片另一面是(例如：1手+2

腳)，代表接觸地面的部位是

「1隻手」和「兩隻腳」，依據

圖片標示碰觸地面的數量及

部位，去設計自己的動物的造

型，抽離實物圖象，根據文字

來探訪創作世界。 

2. 移動到不同文字敘述圖片，再

操作1次,第2次問同學還有沒

有其他的可能？引導鼓勵同

學開發第二種動作。 

提示語：挑戰自己一下，不要跟其他人相同。 

（三） 找數塑身(受傷的動物)：累

積第二堂開創操作自己身體，本

堂課增加使其移動的開發創作挑

戰，同時並可提會身體因傷痛而

感到活動不自由的概念。 

1. 取消部位的文字限制，根據

圖片的數字總合，自己去設

計符合數字總合的接觸地面

的部位，提升同學創作的自

由度。 

2. 請同學利用這樣的設計姿態

去進行移動，並感受這樣方

式移動的不方便，引導到動

物受傷無法正常行動模式展

現自然行為時的焦慮、難過

與悲傷，同時再請同學呈現

哀傷難過...的情緒因子創

作。 

提示語：沒有著地部位的文字限制，同學更自

由的去變化。請同學自己說明哪幾個點。 

（四） 呼拉圈情境：利用站在呼拉

圈內所製造出來的限制情境，及

站在呼拉圈外的自由情境，引導

同學開發、創造動物的行動、情境

聯想。 

1. 隨鈴鼓響起移動模式，定音後

2-3人一組，站立於圈內，呈現

呼拉圈內的動物圖片。 

2. 在圈內設計定格動作、連續行

動動作。 

3. 感受其空間限制，引導同時呈

現情境因素：哀、憤怒，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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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模仿動物地盤被佔領，或

被人類驅離，或是被抓、關在

籠子中，失去自然行為的自

由。 

4. 合力將呼拉圈拿起離開地面，

重複(2)(3)，同理、強化感受。 

5. 站立圈外，逃離拘束，享受自

由自在的活動空間，呈現其快

樂及自在。 

（五） 魔鏡的聯想：接續第三堂我

型你塑課程內容，加入動物情境，

由簡單基本動作引導學生帶至動

物模仿、情境各因子練習。 

1. 老師站在前方，所有同學如同

一面鏡子反射出老師的動作，

依序掌握空間、方向、速度、

力道元素變化，帶領學生領

會。 

2. 運用上面元素創作一個動作

方式模仿動物主題，雕塑其型

體，再融入型動之動作或喜怒

哀樂。 

3. 以故事帶領同學逐漸適應習

慣勇於利用身體表達。老虎、

獅子驕傲自大的森林之王的

眼神，頭微上揚，走路的腳步

姿態緩慢，睥睨的眼神看著自

己的這片領土，旁邊的小獅子

一副幸福快樂的表情，正高興

地轉著圈圈追逐著自己的尾

巴。海裡的海豚正在海中嬉

戲，擺盪著自在快樂的身體，

更有海豚在海面上跳躍，甚至

在空中旋轉著身體，或是滾

翻。空中看到一群正從南太平

洋飛來要躲避寒冬的灰面鳩，

他們每年34月飛到我們的八

卦山，途中遇到強風，飛累了，

就在枝頭上休息、理毛，這時

看到一位殘忍的獵人，正拿著

獵槍，卡搭-砰的一聲，灰面鳩

驚嚇、慌恐的飛離這慘忍的人

類世界。 

 

 

三、綜合活動 

    主題聯想：動物的聯想-我與我的同伴動物 

(一)依照前幾堂課分配，將學生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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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進行同伴動物主題探索(如附件

「創造性舞蹈學習(分鏡)單」，依其動

物的型態特色，共同發揮創意進行舞

蹈動作探索，以肢體動作結合五元

素、五情境特色因子，展現同伴動物

的樣態。 

(二)依序展現各組成果，以便相互觀

摩，同時藉由群體互動，培養與他人

共舞的默契與合作的態度。 

(三)於其他組別表演時，能安靜欣賞

他人作品，並確實觀察是否掌握主題

及發揮創意。 

(四)藉由欣賞活動，提升自我覺察、

檢視的能力，並以積極正向的方式，

鼓勵學生勇於觀察、思考。 

老師綜合引導講評： 

一、欣賞剪輯動保影片。 

二、針對同學的表演給予正面肯定。 

三、鼓勵同學：創造性舞蹈學習過程是需要

勇氣挑戰自己過去的框架和零經驗值，

本次課程讓同學體驗以肢體表達同伴動

物的各類型態樣貌，藉以喚起同學對於

愛護動物共存共融、相互依存、尊重的生

命教育內涵，並於過程中植入五大自由

情境，引發同學對動物保護的尊重概念。 

預告上課活動心得上網填寫處 

心得議題： 

一、透過這堂課，你了解的動物保護觀念是甚

麼？ 

二、上完這堂課，你對待動物態度的改變是甚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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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教學成果 

一、教學過程 

  

二、學生作品 

（一） 透過這堂課，你了解的動物保護觀念是甚麼？ 

（二） 上完這堂課，你對待動物態度的改變是甚麼？ 

  
 

柒、教學省思     

一、 不斷地給學生正向回饋。 

二、 提供學生自由、開放的學習氛圍。 

三、 造性舞蹈是一種透過肢體個別化、自發性的表現，老師在引導過程中注重

啟發性及引導式的教學，沒有絕對性的答案，每個人都可以依據個人經驗、意象開

創自己的風格。 

四、 創造性舞蹈課程是一種運用肢體探索的學習過程，老師首重學生參與的「過

程」，而非「結果」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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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應妥善運用教具，提供學生在舒適、安全的環境氣氛中，自在地開發想像

力及創造力。 

六、 在引導式教學過程中，為使學生達到動作探索的目標，老師以口語意象引

導，盡量避免學生過度依賴模仿老師的動作，帶出學生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或經驗，

形成腦海中的視覺印象，才能轉化成肢體動作展現。 

七、 單元探索過程中，老師應隨時注意形成性評量，觀察學生反應，適時給予

輔導及協助，並在引導過程中不斷給予學生肯定，使學生願意開放自己，勇於接受

新的刺激挑戰。 

八、 常犯錯誤及修正動作：1.緊張、害羞不敢表現→建立其自信心，於表現中

給予支持與鼓勵。2.上課不專心，致動作生硬，不自然→建立正確學習觀念。3.於

探索過程中一昧的模仿，未能表現出其特點及獨創性→適時提示模仿要領並取其特

點，加上自己的思想，成為新的動作。4.於活動中無法清楚分辨身體不同部位活動

方法→藉由鏡子自我審視，或是由老師隨時協助提醒。5.於活動中無法清楚分辨是

否確實完成舞蹈元素的探索→教師在指導中，以最簡潔的話作重點說明，並經由同

學分組相互觀摩。 

九、 舞蹈在體育課中，通常僅佔有一小部分的份量，在短短的幾節課裡，要把

課程內容完全教予學生，更是不容易。因此在課程編配上，實有必要依實際狀況作

調配之。而體育教師往往對於舞蹈課程多存著一知半解，甚而對於授課方法及技巧

無法確實掌握，致使舞蹈課程在一般體育課中淪為自由活動或打球為主的課程；也

因此失去身體教育的目的。更無法藉由舞蹈中的肢體活動來培養學生健全的身心及

身體活動的能力。因此，希望透過本單元教案的編配介紹，提供體育教師一個教完

整的概念及課程教學內容大致的方向做為參考運用，拋磚引玉，期能不斷的翻新及

變化教學內容，以達樂趣化體育教學之目的。 

 

捌、附錄     

創造性舞蹈學習(分鏡)單 
步驟一 

決定扮演的動物類別 

(我們是一群…) 

步驟二(15%) 

探討牠們的「身型」特色： 

圈選出你想表演的是下面哪一個特色？組員分配討論每人挑一種特色，使用你的

肢體去表演呈現： 

高？中？低？ 

大？小？ 

長？短？ 

胖？瘦 

 

步驟三(15%) 

探討牠們的「行動」特色：(我們會？會？也會？) 

圈選出你想表演的是下面哪一個特色？組員分配討論每人挑一種特色，使用你的肢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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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呈現： 

跑？跳？爬？飛？游？或其他？ 

 

步驟四(15%) 

結合牠們的行動特色後，和「環境」結合 

探討牠們的「環境」特色：(我們喜歡在(環境)中(行動)，偶爾也愛(環境)中(行動) 

圈選出你想表演的是下面哪一個特色？組員分配討論每人挑一種特色，使用你的肢體去

表演呈現： 

在草原？在森林？在河流？在海洋？在空中？ 

在籠子中？在某個固定點(枝頭、屋頂…) 

 

步驟五(15%) 

結合牠們的行動特色後，再和「季節」結合 

探討牠們的「季節」特色：(春天，是我們打獵的季節) 

圈選出你想表演的是下面哪一個特色？組員分配討論每人挑一種特色，使用你的肢體去

表演呈現： 

春？夏？秋？冬？烈陽？大雨？狂風？ 

 

步驟六(15%) 

探討牠們的「情緒」特色： 

圈選出你想表演的是下面哪一個特色？組員分配討論每人挑一種特色，使用你的肢體去

表演呈現：(何時或甚麼原因會喜或怒或哀或樂) 

喜？怒？哀？樂？ 

 

步驟七(15%) 

結合動保教育「五大自由」 

全組圈選下列一個或多個主題共同表達： 

範例一： 

因為這群可愛的羊群們被人關在狗籠中，牠們失去了自由自在奔跑跳的自由，所以牠們一

副不快樂的模樣，想逃離，卻逃不開… 

範例二： 

這片森林在獵人的捕殺下，鳥兒(獅子、羚羊…)在這個生活空間感到恐懼、害怕… 

 

「五大自由」 

免受飢渴 

免處不適 

免受痛苦、傷病 

表達自然行為 

免受恐懼及壓力 

 

步驟八(15%) 

旁白，各組推派由一位同學將上面步驟結合串聯，給予口語化串聯，在同組隊友表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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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旁白說明，並進行最後很簡短的結尾， 

例如： 

誠摯地希望大家能平等的對待我們身邊的動物， 

希望我們對待動物能發揮同理心， 

透過動物的模仿與創作，我們更能感同身受… 

期待有一天人們能對待自己的同伴動物「領養、終養、不棄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