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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
，我一位婦女班的學生歐瑞淑是大企

業義美食品的親戚
，透過引介
，便找了台灣大學附近

溫州街一處公寓大樓的地下室
，重新裝潢整理成寬敞

的上課空間
，贊助我在此成立
﹁林絲緞舞蹈音樂藝文

中心
﹂
︵習稱為溫州街教室
︶
，總共一百多坪
，分成

兩大間教室
。這個教室是我成立舞蹈社以來最具規模

的
，也開始在這裡大刀闊斧的推展
﹁兒童藝術統合教

育
﹂實驗
。

土
法
也
能
煉
成
鋼

我找自己的學生段健發來擔任統合班的美術與文學老師
，當時他是國小美術老師
，也

很清楚我的理念
。音樂師資的部分
，理想上
，希望能找到具備現場即興彈奏與引導學生進

行歌曲創作能力的教師
，但要找到符合條件的人很難
。這樣的老師
，基本上必須是一個教

學與創作閱歷豐富的兒童音樂教育工作者
；不過
，由於教學型態將採取
﹁協同
﹂與
﹁統整
﹂

的方式
，資深者嫌煩瑣不願屈就
，年輕人又因經驗不足
，擔心難以勝任而退卻
。幸好過了

不久
，便得到國內首屈一指的幼兒音樂教育家許婷雅
︵李泰祥之妻
︶首肯
，願意加入
，整

體教學才得以順暢展開
。

說起來
，一九七六年在佳美幼稚園推展啟發式舞蹈教學時
，就已發展出藝術統合的教

育觀念
；甚至
，
﹁統合
﹂的脈絡再往前推
，在我一九七五年的現代舞獨舞發表會
，已經可

以看到跨領域合作的想法融入到表演裡
，只是重點不同而已
。舞蹈
、音樂
、美術
、語文等
，

這些藝術類別在我看來就像是一家人
，有時個別分開
，有時可以一起合作
，而舞蹈是最綜

合也最當下的形式
。藝術統合教學是我經過不斷自我調整
、探索
，所整理出一套對於藝術

和教育的認知
，憑著
﹁這樣是對的
﹂執著和熱勁
，就一頭栽進去做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

知天高地厚
。

教育是面對人的事
，實務發展本就優先於理論
，重點在於教學的效能
。我沒有經歷正

式的學院教育
，無法說出一套嚴謹的理論
，也不會從學術論點去進行實務研究
，再宣傳成

一套系統化的教材來招生
。說我是
﹁土法煉鋼
﹂也好
，但藝術教育上可貴的
，或許正是那

個
﹁土
﹂字
，帶著原創興味
，在教學現場戮力親為
，得到第一手反饋與體察
，融貫後再繼

續
﹁煉
﹂
。如果只是紙上談兵
，只是在旁邊用想的
、用看的
、用講的
，沒有實際去教
、去

碰觸孩子
，談得再好也不一定會教
。

我念的是
﹁社會大學
﹂
，自己的舞蹈創作
、美學
、教育乃至社會
、心理
、治療上的見識
，

絕大部分來自生活中的人際互動及所見所聞
，有西方的也有本土的
，有前衛的也有傳統的
，

上課 的林絲緞 於溫 林絲緞舞蹈 樂藝文
中 1986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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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科本位也有跨領域的
，只要能觸動我
，都是我的營養
，融合自己的生命經驗
，形塑成

教育上的動力與直覺
。 

有一次我參加研討會
，身邊都是學有專精的教授
、學者
，當我說到
﹁藝術統合教學
﹂

的理念時
，當場被朱宗慶
、王秀雄幾個大師級的教授說
：
﹁藝術統合是妳先喊出來的
，什麼

叫做藝術統合
？
﹂我沒辦法長篇大論去辯護
，只是直率說出我的體悟
：
﹁你從孩子遊戲中去

觀察
，孩子三五個擠在一起
，說說
、打打
、唱唱
、畫畫
、跳跳
，都是很自然的形成
，重點是

在孩子遊戲的過程如何精緻化
。以舞蹈來開始統合音樂
、美術
，哪裡有不對的地方
？
﹂

教學現場藝術統合教育的理念	

文｜段健發

根據張春興教授所編著的《張氏心理學辭典》，「統合」（synthesis）就教

育層面而言，係指將多種學科匯集在一起而成為一個新整體的教學歷程。這樣的

教育型態應用在藝術領域，就成了結合不同藝術類型的藝術統合教育。

林絲緞向來強調：「當老師的，要知道你要把學生帶到哪裡去！」一九八六

年首度推出的兒童藝術統合實驗教學，就是希望依循兒童的本性，將舞蹈、音樂、

文學、美術融為一體，透過啟發式教學，讓兒童在學習中認識自己，進而認識群

體，並激發潛在的原創力，培育健全人格。藝術在此是作為一種教育的手段，而

非目的；而統合的型態也能因應教學對象的需求，符合教學效能的考量，絕非為

統合而統合。
之所以採用藝術統合教育，簡單來說有兩項立論基礎：一是全人（whole 

person

）教育，另一是藝術感通。

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

羅杰斯（Carl Ransom Rogers）認為，正確的教

育乃是一種「全人」的教育，包含認知、情感以及精神的層次。把藝術視為兒童

全人教育的一環，而非目的，這樣的觀點顯然是「兒童中心」取向，不同於學校

藝術科系的「學科中心」取向。事實上，林絲緞並無意將舞蹈教育與表演藝術專

業劃清界線，在她眼中，藝術是教育的一環，強調藝術在普通教育的功能，無礙

於學生往藝術專業發展。令她難以苟同的，是國內舞蹈教育生態的狹隘，從國民

教育開始，便只重視培養專業表演者，卻忽略了舞蹈作為通識教育的重要性。

至於「藝術感通」，早在一九七五年，時任台中市五權國中校長的許天治所

從事的「音感作畫」教學研究，便是以此概念為基礎，他引述民初美學大師朱光

潛的理論，認為聲音、色彩、形象、現象經過感覺（sensation

）與情緒（emo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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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聯結，能和人生的喜、怒、哀、樂產生關連，後來這項教學普遍納入國民

中小學的美術教材中。而藝術統合教學，也同樣能引領學童在藝術感通的層次上

進行學習體驗，獲得更完整均衡的滋養。

多
感
官
的
創
意
教
學

在溫州街教室的
﹁兒童藝術統合班
﹂
，一直是採取協同教學的型態
，每堂課九十分鐘
，

每週兩堂
，同時會有三到四位教師參與
，即使各司其職
，也從頭到尾全程出席教學活動
。

還有一點是我非常堅持的
，就是教學團隊在課前溝通討論
，課後立即一同檢討
，這項基本

原則一直延續到今天
，毫無例外
。

初始的藝術統合實驗教學
，以舞蹈為主
，文學
、音樂
、美術為輔
，主要用意是藉各科

活動的刺激與沉澱
，帶來具有統整性的主題經驗
，孩子在舞蹈層面也因而能有更豐富的表

現
。各科活動依據本身的形式特點
，各有發展策略
。文學活動大抵為講述
、討論
、聯想
、

故事與詩歌的創作
、角色扮演
、相關字
／詞
／句的構成遊戲與描述的練習
。音樂活動會運

用旋律性及節奏性強的樂曲
，作為啟發舞蹈的背景因素
，利用兒童本身的直覺能力來感應

旋律的感情與節奏的律動
，並以此引導發展對周圍事物的觀察力
，刺激思考與連貫能力
。

兒童藝術統合班的舞蹈教學 有 本的身體能力訓 也有個人 群體的即興創作 最上圖 為
同教學的段健發老師 於溫 教室 1986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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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活動則透過各種媒材的創作體驗與相關造形原理的

掌握
，進行主題的認知
、感受的強化與沉澱整理
，並因

應需要
，進行包括衣飾造型
、道具與動作設計的舞蹈計

畫
。整個教學實驗長達一年半
，大致發展出具體的合作

架構以及教學實務
。

這樣的上課方式
，講究的是整體課程的架構
，以及

對教學主題的探討是否夠精緻
、深入
。文學
、音樂與美

術活動
，原則上配合舞蹈教學的進度
，在每堂課分段實

施
，作為教學階段性重點的前導活動或結束活動
。有時

美術或其他老師有想要加強推展的概念
，大家在教學上

也會呼應配合
，在統一的主題下
，相互牽動
，層層相扣
，

希望能讓學生無形中體驗
﹁藝術感通
﹂與創作的愉悅
。

以主題
﹁水
﹂為例
，先以兒童對水的感受為起點
，

孩子們可能會聯想到噴泉
、溪流
、海浪
、水族館
、游泳

等相關事物
，老師再運用故事
、道具
、音效音樂
、色彩等各種刺激
，帶入情境
，引導孩子

開發想像力與創造力
，進而體會自然之美
，培養自然與環境意識
。

在上課過程中
，孩子們玩猜謎
，從甲骨文的
﹁水
﹂字
，體會象形造字的視覺性
；靜聽
﹁大

雷雨
﹂的實況錄音
，每人即興創作一首詩
；玩水
、玩顏料
，融合大自然的聲音情境
，依此

感受以顏料在畫紙上潑灑
，滴流成一幅幅有個性的圖畫
；揮舞大垃圾袋
，模擬一波波浪濤

的聲響與海風的吹拂感
；更多的時候
，孩子們用身體感覺水
、遊戲水
，化為小溪
、噴泉
、

瀑布
、大海
；也可以變成水的家族
，如水蒸氣忽地升騰至天際
，忽地又凝結成一顆顆小水

珠
，滴落
、聚集再漫開
。以文學
、美術
、音樂彼此激盪
，最後以舞蹈統合
，以肢體自然舞

動出來
，形成充滿想像力與表現力的水世界
。

師生們就一同在多感官的學習情境中相互激盪
、相互啟發
，充滿樂趣
。每一個主題
，

都會花好幾堂課的時間連貫發展
，並審核學生的表現是否達成教學目標
，從中不斷因應調

整
，教學力求適性靈活
。

在教學實驗期間
，留英的戲劇工作者吳麗蘭老師
，也曾一起參與
，負責戲劇課程
。教

師們以她所編導的
︽紅鞋子
︾故事架構
，發展美術
、音樂
、舞蹈各科的教學內容
，為期一

個半月
，末了並於教室邀請家長進行教學成果觀摩
。

採 同教學的兒童藝術統合班 一 課通常會有 三位教師一起參與 於溫 教室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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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推廣理念
，我們於一九八七

年八月
，與
﹁中華民國兒童美術教育學會
﹂

李英輔
、蘇振明等藝術教育前輩合作
，在

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聯合舉行
﹁唱唱
、跳

跳
、畫畫—

創造性兒童藝術發表會
﹂
。

同時將歷時一年半的藝術統合教育研究及

十一個單元的教學範例資料彙整
，另收納

過去已出版的啟發式舞蹈教學資料
，集結成
︽啟發式兒童舞蹈教育
︾一書
，由理科出版社

出版
。此書為國內首見的本土兒童藝術教育實驗成果
，詳實呈現多年來從事
﹁啟發式舞蹈

教學
﹂與
﹁藝術統合教育
﹂的實務經驗
。

一九九○

年七月
，再度成立
﹁兒童藝術統合教育實驗班
﹂
，邀請到詩人張溪
、資深

音樂教育家張義鷹
、師專美術科出身的丁肇岺
，分別擔任文學
、音樂
、美術教師
，共同合

作第二次的教學實驗
。設定的目標不再以舞蹈表現為主
，而是希望在主題統合的前提下
，

兼顧各科的特質與獨立性
，探討教學發展與創意表現的空間
。後來於一九九一年三月
、

一九九五年三月
，兩度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和植物園舉辦教學成果發表會
，除了於舞台

進行展演與座談
，也利用戶外空間設置藝術統合教學區
，讓現場的兒童可以親自體驗在藝

術中玩的樂趣
。

導兒童以 體創作 發展出 於 自身的舞蹈 體語彙 成 會發表於國立藝術教育 1987

啟發式兒童舞蹈教育 專
林絲緞 段健發
理科出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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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
是
我
們
的
老
師

這幾次的藝術統合教學實驗以及成果

展
，有成功
，也不乏失敗的嘗試
，但無論如

何
，孩子們的表現與成長
，都連帶刺激了參

與教學的老師們
。

孩子是從遊戲中去認知的
，唱唱畫畫跳

跳是非常本能的表現
，他們會聚在一起
，吵

吵鬧鬧的找出一個玩的東西
，畫格子
、跳格

子
，還會自己編說
﹁這是我家的格子
﹂
、
﹁你

不能踩我的格子
﹂
，從無到有再到有架構
，

從個人到群體的協調及分享
，很自然地發展

出來
，這是生活與生命的成長
。藝術統合教

育就是從兒童的本能來注入刺激引導
，不是

讓他們隨便玩
，而是多面向製造一個更趣味

的環境
，來豐富他們的體驗
。

教學現場上課的養分存在身體裡
口述｜高穎琳（藝統會志工，約五到十歲時為溫州街教室藝術統合課學員）	

採訪整理｜李立劭、吳家惠、吳佩芬

小學的時候我上的課叫創作統合，先上美術，再上舞蹈，美術課有時還會到

戶外進行，跟一般的美術課、舞蹈課很不一樣，比較沒有界限。以當時來說，上

課的概念和內容都非常新穎，包含師資組合和進行空間都很有趣。我的爸媽從以

前就很敬仰林老師，對她的教學有信心，於是我就來藝文中心上課。有趣的是，

小時候不太知道如何跟別人解釋我上的是怎樣的「才藝課」，因為大部分人都沒

聽過什麼是「創作統合」。

對當年印象最深的是課堂上的氛圍和自信的感覺，還有氣味的記憶—

混合

菸味和咖啡香組成的林老師的味道。林老師教課通常會用一個主題來引導，譬如

要我們想像自己是雲，或是河流，然後便給予學生空間去探索、發展。當她音樂

一放，自己可以做到符合主題的表現時，會對身體產生一種自信，讓我長大後也

願意嘗試將身體開放給各種可能。 兒童藝術統合教育成 發表會 , 從課 走到 外的 
導親子創作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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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年紀小，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上很厲害的課，現在回過頭看，覺得那應該

要作為每個孩子必需的過程，因為我自己感覺到小時候上課的養分一直就存在身

體裡，不管是使用身體的方式與自信，或是對外在的認知、接觸。林老師的課對

我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身體的自覺性都有正面影響，重要的是你必須在那樣創意

的、開放的環境裡浸泡夠久。

孩子其實是我們的老師
，我們從孩子身上去吸收
、觀察
，依他們的需要以及能力
，再

以符合他們當下特質的東西還原給他們
，從遊戲中去建設
，引導他們進一步自我推展
。因

此教學不再完全是掌握在老師的手心
，傳統以老師的尺度去衡量孩童
，安排式的套裝課程

太可怕了
，我們需要推翻它
。

當然
，創造兩個字大家都會講
，但是創造有沒有營養也很重要
，必須給予孩子適當的

限制做為訓練與挑戰
。如果老師們不清楚自己的意圖
，在教學上沒有整體拿捏好
，一直任

由孩子自由表現
，就變成放任了
！ 

這樣的實驗教學
﹁本錢很粗
﹂
，一堂課要三
、四個老師
，上完課大家還要留下深入討

論
，所耗費的時間
、人力成本與創意
，以體制內的學校教育條件或一般的才藝班
，根本無

力辦到
。我是憑著一身憨膽及理想
，才能和教學夥伴一起完成許多兒童藝術教育前所未有

的嘗試
，因此合作教學的段健發

笑稱
，我們是用大學做研究的規

格在做兒童藝術統合教育
。

溫州街這個據點
，辛辛苦苦

耕耘了十年有餘
，藝術統合教學

從融匯舞蹈
、音樂
、美術
、文學
，

後來演變成以結合舞蹈及美術為

主
，最後終究因為經濟及營運等

種種因素
，無力維持
，只能結束

經營
。我成為
﹁流浪教師
﹂
，延

續藝術統合的理念
，應邀在不同

地方教課
，也有更多時間可以專

注於自己的教學研究
，

現在跟當時的教學夥伴回憶

起來
，一九八六年創始的兒童藝

術統合教學
，在今天的台灣仍是

少見
，有的話也變成了舞蹈品牌

兒童藝術統合班上課情景 立女童為 二十年 入藝統會 工行 於溫 教室
1986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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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場景
1988 年 教 身 者 自閉症 唐氏症 過動症
多重 之藝術統合教育治療課程 要 經 期 溫

教室 自閉症 會 師資培訓實習課 藝統會

化昂貴的課程
，難怪當年參與甚深的段健發常開玩笑說
：
﹁老師
，妳要是這些都研發下來
，

變成系統性教案來經營連鎖舞蹈班
，妳早就賺大錢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