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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智性與常規的學習：大學通識教育「身體開發與舞蹈」課程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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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社會日漸多元的推進下，高等教育目標也隨著時代變化。大學教育除了培養學生

專業的知識技能外，為了避免知識的單一化與破碎化，通識教育提供學生多元的課程，

以補充專業科目，作為公民基本素養的涵養。近幾年教育部積極推動公民核心能力計

劃，其中包括倫理、民主、科學、美學與媒體五項子計畫，期望藉由通識課程涵養學生

這些面向，於是舞蹈逐漸成為通識教育美學領域選修之一環。本提案旨在探討主流價值

強調理性與競爭的資本主義臺灣社會裡，舞蹈中的「身體開發」課程強調身體感覺經驗、

創意與合作交流的活動對學生是否有意義？是否能開啟學生不同的價值觀與豐富其看

世界的角度？ 

「身體開發」課程主要對沒有舞動經驗的大學生執行約 12 週的創造性舞蹈課程，內容

從觀察身體姿勢、簡單的日常生活動作，而後以模仿、導引的活動學習舞動，最後透過

團隊合作藉日常景物創作舞蹈景象。從學生的期末回饋可看到，一開始接觸「身體開發」

課的同學多數認為課堂中的動作「很奇怪」，奇怪的感受來自過去身體記憶中沒有被寫

入的動作程式，與教育過程中主流道德規範的規訓。但經過一學期後，舞蹈的經驗被思

維與身體接收，便不再感到奇怪或羞於動作表現。這也顯示，學生對動作的豐富性增大，

而能放下過去所習慣的生命模式，感受、體會動作的創意性、趣味性，與表達的自信。

如此，「奇怪」的動作成為「特殊」或「有創意」的動作。此外，學生也能感受到動作

與內在情緒的關係，並體會透過舞動身體去釋放壓力、昇華心靈。這些部份是不為臺灣

教育所重視的。臺灣教育偏重理性認知的學習模式與視知識為工具性的目的，忽略人的

感知層面對現象意義的解讀；也不強調傾聽自己身體所發出的聲音，因此學生缺少感受

身體流變的體驗。 

「身體開發」課程引導同學感受動作當下的自己，讓自己沉浸於「正在作」（doing/being）

的身體感受中，從而擴大生命體驗層次與增加自我賦權（empower）的可能性。本研究

認為「身體開發」課程對於從未接觸過創造性舞蹈的學生而言，確實有開啟新思維、豐

富生命感受度、提升自我表達的勇氣。尤其對反思主流價值判準與面對人生的態度有引

導性的效果。如此「身體開發」課在今日臺灣的一般大學教育中仍具批判反思既有的教

育價值與規範，和重新思考重理智、輕感受的教育對開啟不同面向的生命經驗的可能性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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