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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明義國小的藝術才能舞蹈班中，我們學習了許多不同類型的舞蹈，並在每年的舞蹈班

成果發表會上參與演出，還參加了花蓮縣及全國學生舞蹈比賽。在學習舞蹈的過程中，我們

發現中華民族舞與戲曲動作有著相似之處，這激發了我們對兩者關係的好奇心。藉由實地參

訪戲曲表演更進一步認識戲曲的表演形式，了解它們兩者在動作表現上的差異性與關聯性，

再者我們參與戲曲體驗的課程並在過程中進行訪談，最後將資料整理後分享給明義國小舞蹈

班高年級同學，以問卷方式了解明義舞蹈班學生對於戲曲與舞蹈的認識。期待透過此研究能

更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戲曲與舞蹈，增進我們在舞蹈學習的深度及廣度。 

 

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中華民族舞蹈與戲曲之間的相關性。 

(二)了解中華民族舞蹈在戲曲動作中的表現。 

(三)探討明義國小舞蹈班高年級學生對於戲曲與中華民族舞蹈的了解。 

 

貳、文獻探討 

 

一、名詞解釋 

 

(一) 藝術才能舞蹈班 

 

民國 88 年《藝術教育法》子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發布，包

含國民小學自三年級起，國民中學自七年級起及高級中等學校自十年級起，得申請設立藝

術才能班。 

 

(二) 藝術才能舞蹈班專業課程 

 

教育部頒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手冊」中提到中華

民族舞為部定課程中的藝術專長科目。 

 

(三) 戲曲 

 

戲曲是中國傳統表演藝術的一種表演類型，結合了音樂、舞蹈、戲劇和武術，角色和

情節通過唱、唸、做、打等多元表演形式展現，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觀賞性。本研究中之

戲曲以京劇及崑曲為主要研究範圍。 

 

參、研究方法 

一、分析比較法:針對戲曲中的動作與中華民族舞中的動作進行比較，從中找出動作的命名、技術

要求、動作的流暢等相似性與差異性。 

二、歸納法:在研究過程中觀察戲曲與中華民族舞的內容，將蒐集到的資料分析比較，透過這些具

體的觀察，得出一個歸納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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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肆、正文  

 

一、中華民族舞蹈的起源    

 

中國是具有 5000 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早在遠古時代，中國的祖先就在黃河流域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來表達他們激烈奔放的思想情感（伍曼麗，1999）。舉手投足之間的動作本

身就是舞蹈的表現，舞蹈應該源自人類各種生活型態，反映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環境以及

人與生活的互動。無論是戰爭、宗教信仰，還是婚喪喜慶，舞蹈都成為表達喜怒哀樂的形式。

在人們用語言表達內心之前，已經能夠藉由肢體動作和姿態來傳遞情感和思想。 

 

漢代的舞蹈發展豐富多彩，舞蹈與音樂緊密結合，宮廷設立了專門負責音樂和舞蹈的機構

「樂府」。這些樂舞常用於宮廷宴會、祭祀、慶典等活動，成為貴族生活中重要的部分。民間

舞蹈也蓬勃發展，尤其是在重大節日或慶典時，民間的集體舞蹈和表演活動非常普遍。宗教舞

蹈興起與文化交流也同樣對於舞蹈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在唐朝，民間的舞蹈活動非常熱鬧。尤

其是在祭祀活動中，舞蹈不只是用來敬神，還漸漸變成了娛樂大家的方式。唐代無論是宮廷中

的精緻表演，還是民間的熱鬧活動，這些舞蹈都為後來的舞蹈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也讓唐

代成為中國舞蹈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伍曼麗，1999）。 

 

宋朝以雜劇作為主要形式，宋代舞蹈傳承唐代，卻不是按原樣演出，而是有所變革，舞者

在舞蹈同時也唱歌，奠定下後來戲曲演唱的形式，唱詞、念白採用第一人稱自我表白成分，而

舞蹈的道具運用得更為廣泛，與表演內容有直接的關係。 

 

元朝時的宮廷宴會和各種表演性舞蹈中充滿了蒙古民族的特色和濃厚的宗教色彩，同時也

融合了宋代宮廷的隊舞元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舞蹈是「薩滿」和「查瑪」。薩滿舞不

僅僅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也表現了蒙古人對天地自然和神靈的崇拜。「查瑪」，原本是藏族

的宗教舞蹈，是藏傳佛教喇嘛們在慶典或祭神儀式中跳的，這種舞蹈通常充滿莊重的宗教氣

息，舞者身穿華麗服飾，模仿神靈或動物，象徵祈求平安或驅邪避災。這些舞蹈不僅是宗教儀

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元朝蒙古文化和生活的縮影。 

 

明清時代戲曲中的舞蹈也迅速的成熟和發展，達到一個能與漢唐舞蹈爭相的程度。但是戲

曲舞蹈不是單純的舞蹈，而是以身段動作塑造人物個性、展示劇情的動態表演，此種舞蹈或武

功身段，是以一種戲劇性的表演方式展現。戲曲最大的特色，是以有限的舞台空間展示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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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空間，透過演員抽象化的唱作表演，讓觀眾自由想像。所謂《戲曲考源》:「戲曲者，謂以

歌舞演故事也。」（伍曼麗，1999） 

 

二、戲曲的歷史演變 

 

在先秦時期，戲曲還沒真正形成，但是已經有類似的表演動作了。當時的人會用音樂和舞

蹈來進行祭祀的活動，祈求神靈保佑，這些表演常常會有些的故事情節。林宜穎(2010)將戲曲

劃分為三的階段，分別為醞釀期，形成期與成熟期。 

 

醞釀期有漢、唐、宋，漢朝是百戲雜耍興起的時期，成為宮廷和民間非常受歡迎的娛樂活

動，包含了雜技、舞蹈、音樂和武術等多種表演形式的活動，符合初級戲劇的元素，漢朝的百

戲雜耍對中國後來的戲曲和雜技有很大的影響。唐朝最常見的戲曲形式包括參軍戲、變文、戲

場和瓦子，以及歌舞戲等，屬於初級綜合藝術的樣貌。參軍戲是一種滑稽搞笑的表演，通常有

兩個角色，通過對話逗樂觀眾。戲場和瓦子是當時老百姓聚集娛樂的場所，各種形式的表演能

讓人們休閒放鬆。歌舞戲則是唐朝宮廷內常見的表演形式，結合音樂、舞蹈和簡單的劇情。唐

朝的這些表演形式雖然與後來的戲曲相比還很簡單，但它們為後來宋元時期的戲曲藝術打下

了紮實的基礎，也成為中國傳統戲劇發展的重要開端。宋朝的戲曲叫做雜劇。在這個時候，戲

曲有比較完整的基本形態，雜劇結合歌舞，和一些表演說唱的內容，雜劇的故事簡單又短，演

員會用簡單的道具和布景來演出。 

 

形成期的元朝，是南戲北雜劇的繁榮時期，南戲在角色上有細緻的分工有生、旦、淨、末、

丑、外、貼，北雜劇則以故事貫穿表演，運用了許多藝術形式，在音樂上的定制，在這個時期

也出現許多劇作家與作品。元雜劇的劇本通常分成三個部分：唱詞、對話和表演。這些劇本的

語言很簡單，故事情節也很曲折，角色的性格都很鮮明。 

 

成熟期的明朝，昆曲具備完成的戲曲藝術表演形式。它是一種非常優雅的戲曲，音樂動聽，

唱腔非常柔美，演員的動作也很細膩，所以它被稱為“百戲之祖”。昆曲的劇本通常都很有文

學價值和藝術感，演出時穿的衣服都很華麗，舞台上的布景也很精緻。昆曲常常講述歷史故事、

愛情故事或者文學題材的故事，非常精彩！另一個成熟期是在清朝，京劇變成了最受歡迎的戲

曲形式。京劇用音樂、舞蹈和武打來講故事。有特別的唱腔，表演也很誇張，臉譜畫得非常漂

亮。京劇裡的角色分成了生、旦、淨、丑，每一種角色和臉譜都代表了不同的人物性格，這讓

京劇成為了中國戲曲獨特的表演藝術型態。 

 

綜合上述，中國戲曲經歷了很大的變化，一開始的戲曲只有簡單的表演雛型，到了明清時

期，表演內容變得很細緻豐富，現今崑曲與京劇更是成為國際間備受重視與矚目的表演藝術形

式，戲曲藝術以崑曲、京劇兩者為首，最終成就了中國傳統戲曲獨特、超群之藝術型態與風格

(林宜穎，2010)。 

 

三、中華民族舞與戲曲的表現形式 

 

中華民族舞蹈與戲曲都源自古代的禮儀與祭祀活動，隨著歷史的演變，二者逐漸走向不

同的發展道路。在宋元時期，戲曲變得越來越流行，中華民族舞也變成了自己獨立的藝術形

式。戲曲比較注重講故事和刻畫人物，而舞蹈則專注於動作的優美和表現力。在表現的形式

上各有特色，中華民族舞主要以肢體動作表現為主，通過動作和節奏來表現情感、思想，抽

象性高，單純做肢體表現而不具特定的故事性。戲曲則是結合歌唱、說台詞、舞蹈和武打來

講述故事，角色風格與情感鮮明，比較像歌劇的表演方式，也就是唱、唸、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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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依據我們在明義國小舞蹈班學習中華民族舞的基本動作紀錄，進行動作示範說明

並分析動作的要領，以及參訪臺灣崑劇團戲劇課程整理出來的資料進行比較。我們發現無論

是中華民族舞蹈或戲曲中的動作有許多相同之處，都需要練習基本功的動作，例如:踢腿、毯

子功等，一樣有身段以及武功的動作，講求手、眼、身法、步。 

 

不同之處在於中華民族舞在表演時有多元豐富的隊形多變化，依據舞蹈編排需求呈現個

人舞、雙人舞或團體舞，講究肢體動作的呈現與美感，較無明確的角色個性。戲曲的行當分

得非常清楚，不同角色有不同的程式套路，表演中講求除了唱、唸、做、打也允許演員融入

個人風格為角色增添一些豐富度。 

 

(一) 從崑劇中看見戲曲的動作表現 

 

行當可以說是演出角色的類型分類，也可以說是不同角色的演出風格分類，通常相同

行當之間的角色表演風格差異較小，不同行當間的角色表演風格差異較大。(摘自維基百科

/行當)我們以本次參訪活動崑劇中的《水滸記˙借茶》為例，如下: 

 

1. 故事內容介紹： 

 

縣衙書吏張文遠春日下班閒遊，路過烏龍院，偶見閻惜姣貌美，風韻動人春心大

動，上前以借茶為名，挑逗並吸引了閻惜姣，結下兩人日後情緣。 

 

2. 角色介紹: 

 

表一 故事角色、動作介紹 

 

角色 行當 個性特徵 基本動作 

張文遠 丑中的副行 擔任衙門小秘書，個性風趣，

愛去娛樂場所，有著勾搭年輕

女生的能力。 

丁字步、圓場步、滑稽的小動作多。大

多融入演員的個人表演風格。 

閻惜姣 花旦 她是一個年輕美貌，性格活潑

但貪財、心機較重的女性。 

踏點步、蝶姿手、蘭花指、圓場步 

 

(二) 中華民族舞基本動作 

 

我們從國小三年級進入明義舞蹈班開始學習基本功，以下就基本動作進行分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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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基本動作分解說明 

 

動作

名稱 
正腿 

 

圖 

片 

示 

範 

 

動作

要點 

上半身挺拔，雙臂抬起，四指併攏朝前，大拇指撐開朝下。踢的時候，速度上快下

半，前腳掌用力勾回，踢的同時骨盆不提，下腳則要保持直立。 

 

動作

名稱 
旁腿 

 

圖 

片 

示 

範 

  

動作

要點 

上半身挺拔，按掌掌心朝下在胸口前方。踢的時候，手要穩定，後背保持直立；踢的

速度上快下慢，踢的位置要往肩膀後方。 

 

動作

名稱 
十字腿 

 

圖 

片 

示 

範 

  

動作

要點 

上半身挺拔，雙手穩定，四指併攏朝前，大拇指撐開朝下。右腿朝左耳朵方向踢，左

腿同理，腳掌呈拐腳，同時踢腿時骨盆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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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名稱 
鷂子翻身 

 

圖 

片 

示 

範 

  

動作

要點 

踏點步半蹲預備，雙手呈按掌與山膀手。翻身時由手帶動胸腔和腰部，手部打立圓；

翻到一半時，雙腳站直並推胯，最後翻回到踏點步半蹲回到預備姿勢。 

 

動作

名稱 
圓場步 

 

圖 

片 

示 

範 

   

 

動作

要點 

由腳跟依序到腳掌著地，每一步的大小一致，且步幅要大。移動時，上半身保持穩定，

不晃動。 

 

動作

名稱 
蝶姿手 蘭花指 女拳型 

 

圖 

片 

示 

範 

   

動作

要點 

大拇指與中指緊捏在一

起，其餘的食指、無名指和

小拇指用力撐開。 

大拇指與中指連在一

起，食指伸直指向視線所看

之方向，無名指和小拇指則

輕輕彎曲。 

拳眼呈空心狀，不要握

緊。整個拳型只有大拇指扣

著食指和中指。 

   

四、 問卷設計 

 

我們研究小組整理了所閱讀的書籍資料，並在踏查體驗活動後，透過口頭分享向明義國小

舞蹈班高年級同學報告，還設計了一些問題進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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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問卷回饋結果分析 

 

題目 分析 

 

在問卷中，有 70.6%的同學

對「戲曲」的介紹印象深刻；

23.5%的同學則對動作表現印象

較深刻，5.9%的同學對介紹的舞

蹈內容印象深刻。 

 

問卷回饋中，約 29.4%的同

學認為戲曲與舞蹈在「表現形

式」以及 「動作表現」上有所不

同，因為戲曲的動作成分較少，

通常搭配詞，而舞蹈的動作成分

較多。此外，17.7%的同學透過介

紹對戲曲角色的裝扮和名稱有

了新的認識。 

 

問卷回饋中，47.1%的同學

發現戲曲在「表現方式」上運用

唱詞搭配動作來呈現表演，而舞

蹈則純粹依靠肢體表現。少數的

11.7%同學則透過介紹了解到戲

曲與舞蹈在學習過程中有所不

同。 

 

問卷回饋中，41.2%的同學

認為報告者的「語速」可以放慢，

「咬字」應更清晰。如果能改善

這些方面，報告的精彩程度和完

整度將有所提升。11.7%的同學

則提到報告者與聽眾的互動熱

絡，讓他們喜歡此次的分享。 

 

 

 

 

5.9%

70.6%

23.5%

舞蹈 戲曲 動作

百
分

比

回饋方向

印象深刻的介紹內容

23.5%
17.7%

29.4% 29.4%

術語名稱 角色 動作表現 表現形式

百
分

比

回饋方向

戲曲與舞蹈的不同

47.1%

17.7% 23.5% 11.7%

表現方式 術語的稱呼 角色 學習過程

百
分

比

回饋方向

經過介紹後的發現

41.2%
29.4% 17.7% 11.7%

語速、咬字 內容豐富度 示範清晰 互動方式

百
分

比

回饋方向

分享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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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中華民族舞蹈與戲曲之間的關係與脈絡 

 

在詳細閱讀文獻之後我們發現，中華民族舞蹈和戲曲的最早起源都與古代的禮儀和宗教

祭祀有關。在早期的社會，舞蹈和音樂是溝通神靈、祈求豐收與和平的重要手段。 

 

在漢唐時期，舞蹈與早期的戲劇表演形式交融並存。漢代的綜合表演形式中，舞蹈與雜

技、說唱緊密結合。中華民族舞蹈與戲曲從共同的起源逐步走向分化，宋元時期戲曲的興盛

與舞蹈的獨立是關鍵的轉折點。宋元時期，因中國戲曲逐漸成熟，特別是元代雜劇的興起，

標誌著戲曲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 

 

此時，舞蹈逐漸脫離戲劇表演，變得更加獨立，成為專注於動作和肢體表現的藝術形

式。明清時期，戲曲達到全盛，京劇、崑曲等多種戲曲形式逐漸成熟。儘管戲曲中仍然包含

舞蹈成分，但這些舞蹈更注重程式化，並不再是表演的核心。 

 

在現代，中華民族舞蹈與戲曲已經清晰地分化為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中華民族舞蹈強

調肢體動作的美感與表現力，甚至注入各類創新的元素。而戲曲則唱、唸、做、打為核心，

注重敘事與角色人物刻畫，表演者得加入不同風格表現。戲曲中的舞蹈含有優雅的表現力與

內斂的姿態造型，中華民族舞則是富有豐富節奏性的肢體表現，屬於運動中的動態表現。不

過，二者在一些表演形式中仍然保持交融，如戲曲中的武打場面和動作依然具有舞蹈性，而

現代中華民族舞蹈也常從戲曲中汲取靈感。二者仍在某些表演形式中相互借鑑與融合。 

 

(二)與劉老師訪談 

 

文化大學戲劇系的劉稀榮老師表示，戲曲中的動作與中華民族舞蹈中的毯子功有相似之

處，毯子功指的是所有的地板動作，包括翻、滾、摔、騰、躍、跳等。戲曲中的前蹦相當於

中華民族舞的前橋，而戲曲的虎跳則對應於中華民族舞的側翻。摔的動作也需要練習，例如

角色掉到山下時可以用摔來表現。我們從中發現，這些動作與中華民族舞中的毯子功內容是

一致的。 

 

在鷂子翻身的動作中，要求動作要圓滑，並且要用手帶動胸腔的肌肉。戲曲中有低位的

鷂子翻身，而中華民族舞則沒有。強調圓滑的動作，手帶動胸腔肌肉，使身體劃出圓的線

條。此外，斜的翻身則屬於高位翻身，無論是高翻還是低翻，都需要依賴手來帶動胸腔，而

胸腔再帶動腰和胯，推動整個動作保持圓滑的路徑，這樣才能避免翻歪。劉新容(2006)戲曲舞

蹈動作的起動講求「圓」的軌跡，要求圓起、圓行、圓止，包括翻身所講求的立圓，揉手肘

時膀步所形成的平圓，以及風火輪的 8 字圓等，動作的運行無一不是圓的運用。都是以圓的

形式進行。 

 

除了上述的動作之外，我們發現戲曲與中華民族舞蹈中有些動作是相同的，只是在術語

名稱上有所不同。在戲曲中，所有的踢腿動作，包括正腿、旁腿、十字腿、片腿和蓋腿，統

稱為踢腿。而在中華民族舞蹈的課程中，則會根據原地站姿或動態動作來調整名稱。 

 

另外，中華民族舞中有單贊和雙贊的動作，這與戲曲中的動作相同。我們向老師展現我

們在中華民族舞中單贊和雙贊的動作，老師表示我們做得很標準。同時，我們也發現到劉稀

榮老師示範的戲曲基本功底非常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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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結果 

 

經過我們小組的文獻蒐集、閱讀、訪談及資料整理後，與明義國小舞蹈班高年級同學的

報告回饋中，有一些新發現，歸納如下： 

 

1. 大多數同學通過這次介紹對戲曲有了初步認識，尤其對於戲曲中行當角色特質、唱詞、裝扮

及「四功五法」印象深刻，這使他們對戲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同學們發現中華民族舞與戲曲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中華民族舞主要以動作表現為

主，通常根據故事主題與音樂來增強表演效果；而戲曲則有明確角色，搭配唱詞和念詞，舞

蹈動作主要輔助角色表現。此外，同學們透過介紹了解到，雖然中華民族舞與戲曲的動作相

似，但術語命名上存在差異。 

 

3. 戲曲與舞蹈在中國不同朝代有著各自的發展，但它們的關係密不可分。大多數同學表示，

這次介紹讓他們意識到中華民族舞與戲曲之間有許多相似和差異，對於在舞蹈班學習的中華

民族舞課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四)研究建議 

 

1. 在中華民族舞課程中加入花旦身段教學:花旦作為中國戲曲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其動作富有

典雅、柔美的特點。目前我們較少接觸這樣的學習內容，建議舞蹈老師在中華民族舞課程中

加入花旦身段動作的教學。這能提升舞蹈班學生的身體語彙，讓舞者在舞台上展現更具深度

和層次的表現力。 

 

2. 提升舞蹈表現的內涵與情感表達:我們發現戲曲的表演，強調在故事中有不同角色以及每個

角色動作、眼神、表情的精確性。我們在學習中華民族舞的過程中，常常為了達到老師的標

準而忽略整體的表現力。建議舞蹈班高年級學生除了在動作的精確度著墨之外，應該多理解

動作背後的意義、故事性或是情感表達等，藉此提升在舞台上的表現，讓整體的表演更有內

涵與感染力。 

 

3. 提升基本功訓練中的動作連貫與穩定性:戲曲的基本功訓練強調身體控制和動作的穩定性，

這對中華民族舞蹈訓練也至關重要。舞蹈班高年級學生在進行中華民族舞的基本功練習時，

除了需加強一般的身體核心控制能力之外，建議可以將專注力放在動態動作的連貫，來提升

動作的穩定性與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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