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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驗記錄 

壹、教學實驗基本資訊 
一、教材類別與項目：表現類型運動(創造性舞蹈) 

二、教材原始學習階段：第五學習階段 

三、原始作者：田珮甄 

四、教學實驗學習階段：第五學習階段 

五、教 學 者：田珮甄 

六、實驗節次：共四節，實施第一節 
 

貳、教學活動設計 

領域/科目 健康與體育領域 教學者 田珮甄 

實施年級 第五學習階段 總節數 4節 

單元名稱 創造性舞蹈＿我舞故我在 

教材來源/參考 自編、體育課好好玩教案(網址) 

教學資源/設備 自製色卡、廢棄地紙張 

學 

習 

重 

點 

學習 

表現 

1d-V-1 分析各項運動技能原理。

2c-V-2 展現相互包容與適切的人

際溝通互動之技巧。 

2d-V-2 展現運動鑑賞和評析能

力，體驗生活美學。 

3d-V-1 熟練運動技術的學習與比

賽策略。 

4d-V-2 主動地執行個人終身運動

計畫並做檢核與修正。 

領綱 

核心 

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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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展現包容異已、溝通協調及團

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學習 

內容 

1b-v-1 自由創作與社交舞蹈動作

編排與展演 

議題 

融入 

實質內

涵 
略 

設計理念與 

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學習目標 

1.了解拉邦舞蹈理論中，空間、時間、力量的關係。 

2.探索身體的各種形式，能用身體展現空間、時間、力量及心中感受的變化。 

3.運用視覺、聽覺、動覺得創作要素，從事展演活動並用身體呈現個人的感受與想法。 

4.能透過舞蹈的各種形式，學會相互欣賞互助合作呈現集體創作。 

5.能將舞蹈運動納入個人終身運動的計劃中加以實踐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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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次 每節重點 教學實驗 

1 理解舞蹈理論中空間、時間、力量的概念 V 

2 空間、時間與身體間的關係 V 

3 空間、時間、力量與身體間的關係  

4 舞蹈展演  

 

 

教學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 
學習重點暨核心素養

呼應說明 



第

1

節 

本節重點：理解舞蹈理論中空間、時間、力量的概念 
(一) 課程預告 

(二) 暖身：「空間感覺察」 

1. 空間遊走： 

i. 教師下指令引導學生在規範的空間裡自由地遊走。 

ii. 過程中在教師為下指令前，只能用眼神觀察不能彼此交

談、轉頭或有其他的動作的出現。 

iii. 當聽到教師下指令時，同學必須做出指定的動作（例：

喊到 1 時，必須要用手肘去碰活動空間中地面上的邊界

線） 

2. 鏡子遊戲： 

i. 延伸上一個活動，同樣在空間遊走，只是當一個人停下動

作時，所有人需停下來，一旦有人開始移動時，所有人需

跟著動起來。 

ii. 過程中只能用眼神去覺察周遭的夥伴。 

(三) 主要活動： 

1. 人體時鐘「空間概念」： 

i. 所有人一起面對教師的方向，同時閉上眼睛。 

ii. 聽從教師指令，例如：當老師說用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指

出四點鐘方向，所有同學要做出該動作的反映。 

iii. 睜開雙眼，聽聲辨位 在空間中運用身體的任何部位指出

相對應的指令。從張開眼去覺察他人對於空間與身體間的

關係。 

iv. 教師適時給予回饋，同時引導同學發表對於活動的感受。 

2. 唱反調「時間概念」： 

i. 同學兩兩一組面對面坐著，進行你動我不動的活動。 

ii. 當同學運用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做出動作時，另一個同學

須靜止不動。 

iii. 這是一個搶時間的活動，同時覺察到動作快慢間的變

化。 

iv. 教師引導的指令可以從彼此原地坐著、原地站立、移動位

置進行活動操作。 

3. 身體記憶吐司「空間與時間概念」： 

i. 教師播放以八拍為主的音樂，讓學生聽著音樂做出動作。 

ii. 四人一組，分組進行動作創作，每人想一個動作。 

iii. 當Ａ做出第一個動作，則Ｂ需做Ａ＋Ｂ自己的動作，到

下一位同學時須做出Ａ＋Ｂ＋Ｃ的動作，到Ｄ同學時，他

須在八拍中做出Ａ＋Ｂ＋Ｃ＋Ｄ的動作。 

iv. 之後 ABCD四人須依照自己的指令一起呈現。 

v. 接下來ＡＢＣＤ四人的順序可以調換，以動作不能重複愈

有創意愈好為呈現的目標。 

（四）綜合活動： 
1.紙張創意翩翩起舞： 

(1) 延續身體記憶吐司可將這四組動作與白紙進行結合編創。 

(2) 在指定時間空間內，進行小組成員間的互動關係。 

(3) 四個人需與白紙產生互動並設計一分鐘的動作編排。 

2. 活動展演： 

(1) 欣賞各組的表演，每一組須輪流派一名同學，給予展演的小

組回饋。 

 



參、教學實施自我檢核及教學省思 

素養導向教學自我檢核指標 

符合程度 指標項目與內含 

符合  V     未安排  整合知識技能與態度 (不僅教知識也要教技能與情意) 

符合 V     未安排  情境化脈絡化的學習 (不僅教抽象知識更重視情境學習) 

符合  V    未安排  學習歷程、方法與策略 (不僅教結果也重視學習的歷程) 

符合   V   未安排  實踐力行的表現 (不僅要在學校中，更要能落實於日常生活) 

 
 

試教成果與教學提醒 

一.教師需建立開放性的課程與學習規範，並隨時維護學生安全。 

二.教師應建立無挫折感與富有高度成就感的學習環境，引導學生描述與欣賞，學會說出內心的

真實感受與見解，增加學生思考分析、創作設計、發表的能力。 

三.盡量避免示範動作，善用引導技巧，協助開展動作潛能。 

 

肆、附件 
如:具代表性的學生學習單、作業、調查結果、實施過程之紀錄(照片)…等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