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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本知識
 根據拉邦（Laban）的人體動作分析法（Laban, 1960），以十六個基本動作主題

 來設計的舞蹈課程，取名為「現代教育舞蹈」。早在 1975 年，香港已將「現代

 教育舞蹈」列入中、小學體育科課程綱要內。於 1975 年至 1988 年期間，有關

 課程內容及名稱亦進行了多次修訂，但以創作舞（Creative Dance）為名稱則始

動本基個六十的邦拉以均，」舞作創「或」蹈舞育 教代現「是論無。年 5891 於 

 作主題為依據。於 1995 年出版的《 小學課程綱要 : 體育科（小一至小六）》

 內的創作舞課程，便選取了其中九個主題組合。而於 1988 年出版的《 中學課程

 綱要: 體育科（中一至中五）》，則將創作舞的課程分為初中和高中兩個階段，

 但仍以十六個基本動作主題來安排教學內容。

 創作舞的特點是不需要學生跳出既定步法、圖形、姿態和風格，在創作舞的課堂

 裏，追求的是創新和有趣的意念。創作舞的內容及教學手段源自動作教育

 （ Movement Education ）。動作教育是鼓勵以探索及驗證方法去誘導學生學習。

 在探索和驗證的階段中，學生可通過動作去演繹和回答老師的問題，而身體就是

 表達動作的工具。

2.1.1  動作概念
 本分冊的學習內容以拉邦（Laban）的人體動作分析法（Laban, 1960）為基礎，

 以動作主題為學習單位，圖 2.1 顯示構成身體動作的四大元素﹝身體、動力、空

 間、關係﹞及相關的動作主題，一切身體動作都是由這些動作主題變化配合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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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主題

身體

動力

空間

關係

‧ 手
‧ 足
‧ 膝
‧ 頭
‧ 背
‧ ⋯⋯
‧ 及以上身體部分的組合
  

身體部分
‧ 直體 / 屈曲 / 團身 / 扭體
‧ 闊大 / 窄長
‧ 對稱 / 非對稱
‧ ⋯⋯
‧ 及以上身體形態的組合

身體形態

‧ 快 / 慢
時間

‧ 個人空間 /
 一般空間

範圍

‧ 身體各部分相互間 /
 與同伴 / 與用具

對象
‧ 帶領 / 跟隨 / 「鏡子」
 動作 / 配對動作 / 
 同步 / 對比
‧ 越過 / 在下面穿過 /
 沿著
‧ 上 / 下
‧ 近 / 遠
‧ 在前 / 在後
‧ 會合 / 分離
‧ 附近 / 圍繞 / 並排

行動
‧ 個人 / 雙人 / 小組
組織

‧ 大 / 小
‧ 遠 / 近

伸展
‧ 上 / 下
‧ 前 / 後
‧ 左 / 右
‧ 順時針 / 
 逆時針

方向
‧ 低
‧ 中
‧ 高

水平
‧ 直
‧ 曲
‧ 折

路線

‧ 強 / 弱
力量

‧ 限制 / 自由
動態

圖 2.1 拉邦的動作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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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編舞原則
 教師在教導學生編舞時，可提示他們留意以下原則：

 1.  主題動作變奏及發展（Motif development）

  如： 重複（Repetition）

   即興（Improvisation）

   累積（Accumulation）

   重疊（Canon）

 2.  句子結構（Sentence structure）

  開始（Beginning）、中間（Middle）、結束（Ending）

 3.  段落結構（Paragraph structure）

  Rondo – ABACA ⋯ A

   （A 是一段重複出現的組合， B 和C 是另一段不同的組合）

 4. 故事性結構（Story structure） 

  故事（Narrative）、抽象（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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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學習內容
 本分冊的學習內容建基於拉邦（Laban）的人體動作分析法（Laban, 1960），就

 如何演繹多個不同的學習主題作出建議，例如：程度一建議的活動，是通過紙飛

 機的飛行形態，讓學生能具體地明白空中圖形的抽象意念。隨之而來的是飛機起

 飛及降落等聯想活動，相對只以身體去演繹空中圖形，便更為有趣和容易掌握。

 教師亦可參考本教材套夾附的數碼光碟－創作舞的錄影片段，自行編排合適的教

 學內容。

2.2.1 程度一

主題 輔題 生活題材 / 參考音樂 
   創作意念

節奏感

鏡子式的關係
重複

騎馬
星星

照鏡
機器零件

UN TAL Jazz 1 - 3
Motor Skills 1, 13
Motor Skills 27, 35

E1 Cabaret Galactic 11, 18

E1 Cabaret Galactic 4
E1 Cabaret Galactic 21

動作發掘 Motor Skills 3, 8

動力運用
句子結構

紙飛機
尋寶圖

UN TAL Jazz 3, 14
Motor Skills 8 - 10, 23

1. 行走跳停
2. 馬仔跳
3. 收放

動作：

1. 身體部分
2. 關節及其他可活
 動的部分

身體：

4 拍
﹝手部及腳部﹞

動力：

1. 空中方向及圖形
2. 路線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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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程度二

累積 / 重複方向
身體部分

升 / 降
身體部分至整個身體

雪人
搏擊

UN TAL Jazz 1 - 3
Motor Skills 1 - 3

Motor Skills 13, 35, 36
UN TAL Jazz 14

呼吸 / 形態
形態

氣球
泥膠公仔

Motor Skills 24, 27, 28
E1 Cabaret Galactic 19, 21

合作性及身體部分 顏色貼紙 Motor Skills 13, 14
UN TAL Jazz 2, 4

2.2.3 程度三

故事性結構

形態

溜冰

打籃球 / 等巴士

剪紙

Motor Skills 14, 27 - 29
UN TAL Jazz 1

E1 Cabaret Galactic 3
UN TAL Jazz 14

UN TAL Jazz 2, 4, 8

平衡 走鋼線 E1 Cabaret Galactic 3, 13
UN TAL Jazz 3

與同伴力量的接觸 氣球 E1 Cabaret Galactic 11, 13

主題   輔題   生活題材 /  參考音樂 
    創作意念

主題   輔題   生活題材 /  參考音樂 
    創作意念

與同伴身體接觸
關係：

下面/ 上面/ 繞過
空間：

對稱與不對稱
身體：

1.滑行

2.姿態

動作：

相對力量接觸
關係：

1. 大 / 小
2. 高 / 中 / 低

空間：

1. 升 / 降的快慢
2. 強力及直接（擊）

動力：

1. 行跳轉停
2. 單腳跳躍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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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堂組織與教學策略
 
 在體育課堂教授創作舞，課堂安排及組織上應以體育課模式處理，由於人數較

 多，教師在安排活動時，須特別關注學生的安全、參與量和活動量等。

 

 創作舞一向以發現教學法為主要的學與教策略。有時候，教師可運用直接教授方

 法教學，甚至對動作或動作原理有明確要求。當學生掌握了基本技能後，便可因

 應自己的能力，按照動作主題設計合適的動作。

 現時創作舞的教學趨勢是提倡以意念觸發創作。從前一些教師教授創作舞時，以

 模仿手段為主，因而局限了學生的創作空間。如模仿小鳥的動作，學生就祗會運

 用雙手模仿小鳥翅膀上下拍動動作，若教師讓學生想像雀鳥飛行形態及移動路線

 時，學生就會想到空中圖形的變化。例如：程度一建議通過紙飛機的飛行形態，

 令學生能具體地明白到空中圖形及飛機起飛、降落等隨之而來的聯念活動。這比

 較只以身體去演繹空中圖形，更為有趣和容易掌握。

 在學習活動中，教師的主要工作是鼓勵提問、評論及建議，引導學生歸納經驗和

 建立自己的想法。在過程中教師不需要劃一動作的要求，要真正做到以學生為本

 和照顧個別差異，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以認識自我，挑戰自我，並獲取愉快和

 有價值的活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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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學示例

2.4.1  示例一：空間 - 空中方向及圖形

 （這示例是一所學校的成功實踐經驗，其他學校可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能

  力，以及教師的準備程度和學校的實際情況，作適當的調適，以制定本身的校

  本課程。）

 學習目標

 課後，學生能：

 ‧於每個造型中展示身體形狀或水平的對比

 ‧展示動力的控制

 ‧展示不同的移動路線

 ‧展示明顯的起始及結束造型

 學習程度

 ‧程度一

 

 教節

 ‧四節

 學校背景

 ‧男女小學

 生活題材 / 創作意念

 ‧紙飛機

 參考音樂

 ‧ UN TAL Jazz 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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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第一教節

第二教節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1.  學生手持紙飛機，並將它繞過身體各部分，想像飛機在身邊飛來飛去

 2.  同〔1〕，換手練習

主題發展 1.  四人一組，每邊二人，單行排列，面對而立

 2.  每人輪流將紙飛機從一邊擲向另一邊

 3.  學生拿著紙飛機向前走

 4.  學生把紙飛機放在一旁，以手作引領部分向前走

 5.  學生想像身體變為飛機，手像機翼，練習不同方向及高度的飛行

應用活動 1.  教師將場地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約有十名學生，每次五名學生練習

 2.  學生設計自己的飛行方向，在指定區域內飛來飛去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

 2.  收拾用具

 3.  伸展活動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教師把紙飛機飛出去，讓學生跟著紙飛機隨音樂飛行，做出不同的力量

主題發展 學生嘗試做出不同空中花式，如飄、旋轉、落、高速前進、高速轉彎等

應用活動 教師將場地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約有十名學生，五名學生先開始；學

 生設計自己的飛行花式，在空間飛來飛去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

 2.  讚賞學生的創造能力

 3.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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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教節

坐下觀察同學

坐下觀察同學

A B

D C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1. 教師先示範起飛及降落的形態

 2.  學生練習曲線、直線及斜線飛行

主題發展 1.  全班分為四組（ A、B、C 及 D ），每組沿對角線飛往對角，之後沿外

  圍返回起飛區，須等候教師指示才能出發

 2.  當 A 和 C 組進行時， B 和 D 組坐下等候和欣賞

 3. 同﹝ 2 ﹞，交換練習， B 和 D 組重複 A 和 C 組的動作

應用活動 教師將場地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約有十名學生，五名學生先開始；學

 生選擇自己的起點、到達的位置和設計空中的圖形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

 2. 讚賞學生的創造能力

 3.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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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節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1.  六人一組，每邊二人，單行排列，面對而立

 2.  學生把紙飛機往同伴處擲出去，重複嘗試，並記下圖形或方向

主題發展 教師將場地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約有十名學生，五名學生先開始；學

 生設計自己的飛行方向、空中圖形、飛行花式、起點及到達位置

應用活動 1. 分組練習，自創動作

 2. 教師挑選一些設計獨特的組合，分組觀看同學的表演，讓他們學習互相

  欣賞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強調舞伴間的合作性

 2. 讚賞學生的創造能力

 3.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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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示例二：關係 - 與同伴通過不同身體部分接觸
 （這示例是一所學校的成功實踐經驗，其他學校可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能

  力，以及教師的準備程度和學校的實際情況，作適當的調適，以制定本身的校

  本課程。）

 學習目標

 課後，學生能：

 ‧運用身體不同部位作支點來展示不同的造型

 ‧主動與別人合作

 學習程度

 ‧程度二

 

 教節

 ‧兩節

 學校背景

 ‧男女小學

 生活題材 / 創作意念

 ‧磁石（以顏色貼紙代替）

 參考音樂參考音樂

 ‧ Motor Skills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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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第一教節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1. 學生配合音樂節奏拍手，掌握音樂的節奏

 2. 配合音樂節奏，學生自選動作在場中移動

主題發展 1.  學生將教師派的貼紙貼在手掌；分兩排站立，聞教師口令，利用 8 拍走

  向場中，與同伴手掌貼著一起繞圈

 2.  學生走向場中時，可變換不同身體形態和移動方法

應用活動 1.  二人一組，分別站在兩邊，當教師叫出貼紙顏色組合時，學生便走到場

  中，像磁石貼著一起繞圈

 2.  教師挑選一些設計獨特的組合，分組觀看同學的表演，讓他們學習互相

  欣賞。重複練習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強調舞伴間的合作性

 2. 讚賞學生的創造能力

 3. 收拾用具

 4.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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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節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1. 教師派給每一位學生兩種不同顏色的貼紙，分別貼在手掌和肩膊

 2. 隨音樂在場中移動，音樂停時按照教師指示的顏色貼合

主題發展 1. 學生一起移動 8 拍，學生找一個同伴，並以相同顏色貼紙的身體部分互

  相接觸

 2. 重複步驟〔1〕，2 人貼合時要有兩個或多個不同身體部分接觸

應用活動 1. 五至六人一組，圍成一圈，其中一位同學〔角色 A〕在圈外行一個圈，

  然後邀請同組另一位同學〔角色 B〕合作，以不同身體部分接觸，並一

  同圍圈移動。

 2. 〔角色 B〕重複扮演〔角色 A〕，如此類推，直至所有組員完成為止。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強調舞伴間的合作性

 2. 收拾用具

 3.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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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示例三：動作 - 滑行
 （這示例是一所學校的成功實踐經驗，其他學校可因應學生的需要、興趣、能

  力，以及教師的準備程度和學校的實際情況，作適當的調適，以制定本身的校

  本課程。）

 學習目標

 課後，學生能：

 ‧掌握滑行動作

 ‧展示不同空間和動力的運用

 ‧懂得互相欣賞

 ‧主動與別人合作

 學習程度

 ‧程度三

 

 教節

 ‧兩節

 學校背景

 ‧男女小學

 生活題材 / 創作意念

 ‧溜冰

 

 參考音樂

 ‧ Motor Skills 1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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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

第一教節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教師提問有關溜冰的問題，激發學生的想像能力

主題發展 1. 掌握滑行的姿態－整個身體下降，腳微彎及打開

 2.  教師示範把右腳先放在前面，然後向前滑行；接著學生重複練習，六個

  人排成一行，由一邊滑行到另一邊，先右腳練習，再交替腳練習

應用活動 1.  二人一組，面對而立，手拖手，其中一人扮演小教練帶著同伴在空間穿

  梭；同伴可以微微向斜角推進，跟著交換角色

 2.  四人一組，後面的人把手放在前面同伴的腰間或膊頭，由小教練帶領練

  習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

 2.  讚賞學生與舞伴的合作

 3.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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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教節

   活動內容

引入活動 學生練習滑行

主題發展 1. 學生向前、後、左、右不同空間滑行移動

 2.  學生在滑行時，留意動力的控制，如快、慢、強、弱等

應用活動 1. 分組練習，自創動作

 2. 教師挑選一些設計獨特的組合，分組觀看同學的表演，讓他們學習互相

  欣賞

整理活動 1. 教師提問學習要點

 2. 讚賞學生的創造能力

 3. 伸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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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評估
 

在學習過程中，課程、教學與評估必須互相配合。評估不單是衡量學習表現，還

可以促進學習。有效的評估能反映學生的強項和可改善的地方，有利找出提升學

習效能的恰當方法，例如調整個人學習目標和進度。以下是評估表的示例，教師

可因應需要作出適當的調適。

評估表示例﹝教師評/ 自評/ 同儕互評﹞

程度（ 二 ）  主題：強力及直接（擊）

姓名： 陳大文 班別：三乙 學號： 33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

            評估準則  完全做到           經常做到          有時做到          尚待改善

1. 動作流暢  

2. 動作配合音樂節奏

3. 懂得運用身體不同部分

  或形態展示不同的意念

4. 懂得運用空間

5. 展示動力的控制

6. 展示與同伴的關係

7. 投入表演

8. 具創意

9. 編排簡單組合

 （個人或小組）

教師可因應需要增加或刪減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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