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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學校課程實踐中身體美學之探究

洪詠善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兼中心主任

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共同主持人

前言

開花或舞蹈莫非勞動，

當身體不是為取悅靈魂而創損，

或者，當美不是因其絕望而發生，

當沉迷的智慧不溢自子夜的膏焚。

啊栗子樹，偉大深根的開花者，

你究竟是葉，是花，抑是幹？

啊旋向音樂的身體，啊閃光一瞥，

我們怎能自舞辨識舞者？

    － W. B. Yeats

   　（1928 ∕ 1998，楊牧編譯，葉慈詩選）

愛爾蘭詩人葉慈六十歲時參訪一所小學後寫下這首《在學童間》。舞蹈中舞

者的身體隨音樂如花綻放，我們怎麼能夠分辨舞者與舞蹈、勞動與藝術、身體與

心靈……？葉慈說：人為取悅靈魂而折損身體，此「形為心役」的麻煩和中國詩

人陶淵明在《歸去來辭》中「心為形役」的問題一樣，皆將身體與心靈二分為工

具與目的，造成身心互役互損的困境。當身體被視為勞動的肉體時，那麼這個無

知覺、無靈魂的軀體如葉慈詩中的葉、花、幹，而非一株偉大深根開花的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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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陶淵明為五斗米折腰的身體，而非自在安命的生活。身體不同於肉體，當身體

能夠宛如一株盛開花朵的大樹，圓滿且自在安命地活著，那麼這個身體已經掙脫

工具或目的的桎梏，但是如何可能？

學校教育裡教師與學生的「身體」大部分時間安坐在教室裡，師生互動權力

框架中呈現三個關鍵字：規則（rule）、規定（regulation）、規律（routine）的

潛在課程，課堂裡教師係看門人、資源分配者、特權授予者、時間監控者，結果

形成了延遲、欲望否定、中斷與分心的教室生活，學生要學習的是「忍耐」，即

學習將身體行動從感覺與情緒中抽離出來（Jackson, 1968）。因著不同機緣走進

台灣國中學校課堂，一個班級裡約有 30 位學生，他們大半時間係坐在教室裡學

習，或挺直腰桿專注聽著講台上老師滔滔不絕地說著、或支著下巴若有所思發呆

著、或索性趴在桌上夢周公，問他們為什麼睡覺？為什麼不專心上課？往往回答

都是聽不懂、很累、很無聊，或直接表明：「我很想走出教室，但是怕被處罰，

只好睡覺……。」可想見身體必須高度的忍耐，並忽略或否定任何感覺與情緒，

然後呢？繼續忍耐等待下課、放學、與畢業。學校教育該是這樣嗎？學校教育還

能夠怎麼樣？

回到「身體」，本文要從美學觀點探討學校教育裡「身體」的意義，如何掙

脫無感覺無意識無止盡地忍耐，邁向圓滿自在與安適的有感身體，依美國實用主

義哲學家 Richard Shusterman 的說法，即是「身體美學」”somaesthetics”，並

定義為身體意識之學，他指出美學研究只有從身體出發才能實至名歸地回歸到真

正意義上的「感性學」。原來，「美學」語源來自希臘文”aesthesis”，意思是

感官感知之科學，德國哲學家 Baumgarten 在 1750 提出「美學」以補充邏輯科學，

並使美學具有實踐的價值，美學係提高人的感知能力與感官意識，並能夠欣賞與

表現藝術與美的事物。不過在西方悠久的美學傳統中，從柏拉圖、循著基督教與

理性主義的脈絡，藝術與審美係與靈魂有關的精神活動，身體引起的欲望只會阻

礙知識與真理的探知，所以笛卡兒言「我思故我在」，「我」的「在」是來自精

神的與理智的思維活動。審美的去身體性漸漸地在德國哲學家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法國哲學家 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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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不過，直到 Shusterman 建立身體美學肯認身體感受的審美價值與倫理關

懷，美學恢復其希臘文「感知」原意，從無感知意識的肉體變成活生生的、敏感

的、動態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體。Shusterman（2008）認為研究與實踐身體美

學具有人文教育的價值，因為，身體美學的目標係獲得知識，認識自我，追求德

性、幸福與正義；此觀點也在中國古典哲學中發現共通性。例如，他引用荀子《勸

學篇》中：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此「修身」為儒家教育目標，並透過藝術與

禮儀，將身體置於社會關係的空間中，也置於感知、行動、與反思的空間。周與

沉（2005）歸結儒家充養與道家減損的身體觀係自我修行，包括踐行與轉化，並

從獨尊意識、身心二元的美學觀，走向身心一體之修行觀，將身心之修行視為完

善自身，兼善社會的實踐場域。這種修身養心的身體美學，應用在中醫、氣功、

禪修等領域，卻往往在學校教育中缺席。確實，我們自身文化中即存在著對於

「人」的教育及與身體美學的觀點，有別於如前面所述教室裡學生可能面臨身體

與心靈意識分離的困境，因此，本研究嘗試從另類學校的實踐經驗中分析其可能

性與其中教育意涵。

另類教育係一種有別於主流的、非體制的、強調自主、創新與多元的教育

思潮與運動。隨著台灣 1987 年解嚴後人民對於教育權之爭取與教育改革力量之

啟蒙，另類學校的發展為體制內教育帶來反思的力量與新的教育典範。馮朝霖

（2007：87）分析另類教育在實現兒童自由與創造的目標下，發展初期在課程與

教學的關注議題上包括拒絕學習成就的壓迫性與競爭壓力、普遍放棄傳統形式的

學習成就評量、注重校外體驗場所、有彈性的學習者分組或分班、普遍消除以教

師為中心的教學活動、普遍去除分科教學界限等。綜合分析如臺灣的道禾實驗學

校、慈心華德福、全人中學等另類學校之課程，發現尤其重視學生之身體經驗，

如藝術活動、登山、農耕等。其中，道禾實驗學校強調文化主體性之課程發展，

尤其突顯出東方身體美學之意蘊。在學校課程實踐裡，強調體驗的課程探究主要

演繹自西方哲學家如 Dewey 經驗哲學，回到致中和、與養心性的修行觀，本文

嘗試探究文化中的身體美學，並以道禾實驗學校課程為個案，分析儀式、遊戲、

與自然中身體意識與作用，以喚起我們對於生活世界所熟悉的身體感，並探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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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意義。

貳、身體美學與課程

人的身體向來是課程理論與實踐重要的一部分。身體的（embodied）課程讓

整個感官經驗活了過來，身體的課程強調知識是個人與他者間身體的浸淫、糾結

和交互作用形成的，當我們經由身體經驗世界時，此主體與知識客體是融一的

（Springgay、Freedman，2007，2010；歐用生，2010）。身體將課程從目標、學科、

教科書等客體對象，由名詞轉化為動詞，將人置於「在……情境」中，將學習視

為我與他者，我與世界的邂逅，身體美學體現了人在世存有與其認識世界的方式；

通過身體，我得以與他人，與奇妙世界產生連結，不過，身體乃置於文化脈絡中

方能產生意義。

一、文化與身體

「身體」乃生命之源與生活之本。在不同民族文化的思想、政治、與教育等

領域中對於身體關注呈現多元風貌。東方身體研究最早起於七十年代以來由日本

學者湯淺泰雄、石田秀實等人展開。日本學者湯淺泰雄認為相較於探索身心關係

的西方哲學家，東方學者則是修行者，關注身體實踐才是身心互動轉換之關鍵，

因此發展出東方傳統中身體雙結構—明意識的表層結構和暗意識的深層結構，

以修煉身心為東方身體觀的核心（馬超等編譯 , 1990）。漢語學界受到啟發，自

九十年代台灣與大陸學界也開始關心身體的研究，楊儒賓（2003）分析儒家理想

的身體觀具備意識的身體、形軀的身體、自然氣化的身體、與社會的身體，這四

種身體乃是同一機體的不同稱謂相互參差，每一體皆有主體，係為身體主體，繼

之如黃俊傑（2002，2007）、周與沉（2005）、黃繼立（2011）等人，分別從中

國文化經典中探究身體，並歸結「身體」為修行之場域，包括形、氣、心之內在

修行與禮仁實踐的外在修行，係一種結合內外之生活與生命的實踐，並根基於儒

家與道家論述，發展出獨特之具有文化主體性的東方身體觀。



另類學校課程實踐中身體美學之探究

119

從日本學者湯淺泰雄到漢語界學者的身體分析，都肯定了東方身體具有認知

性，它具有文化的主體性，也呼應了 Johnson 與 Lakoff 指出人的認知活動是一種

文化貫穿的「直接肉身體驗」。

所謂直接肉身體驗不僅僅是與身體有關而已，更重要的是，每項經驗

都在一個具文化前提的廣闊背景下發生…所有的經驗都由文化貫穿，

我們藉著文化由經驗呈現這樣的方式來體驗我們的世界。（周世箴譯，

2006）

文化係我們生活、思維、行動之本源，係文化讓身體充滿了意義，並有了實

踐與認知的作用。確實，一個文化對身體的認知，常常透過身體的感受或經驗，

因此會受外在環境所形塑，無論是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過程，所以在討論身體觀的

同時，不能忽視有關身體感的經驗歷程。人類學者李亦園（2010）在《說文化，

談宗教》一書中指出：「中國傳統身體觀的特色在於體驗、內省、修煉、與超越，

追求個體、自然、和人際關係的和諧，以達到致中和的宇宙觀。」嚴學誠（2002）

亦提出以氣的知覺來界定身體的可能性，說明個體修煉中氣的變化，如何可能影

響社會文化的建構，不只是身體觀的概念，更是強調身體感的經驗。因此身體具

有文化意義，生活其中的每個人之思維、情感、行動皆係文化塑模之結果，而東

方身體係身心一體的存有，並以內修踐行之超越為教育目標。

二、身體美學實踐之課程意義

異於西方傳統哲學身心二元論觀點，中國的身體之間有心的作用與疏通，換

言之，無論是儒家的正心、盡心，或道家的心齋、坐忘，皆體現一體的身心觀，

並強調在現實可感的生活中全身心體會、體覺、體行，此「體」不是在生理肉體

和物性私欲上的意義，而是在行動中，形軀身體與心靈情意之融合，身心互為滋

養的關係（周與沉，2005：429；林安梧 , 2000）。綜言之，東方身體美學展現

身心一體之修行觀，將身心之修行視為完善自身，兼善社會的實踐場域，此修身

養心的身體美學，應用在生活每一層面，也應用在中醫、氣功、禪修等身心養護

領域。例如，莊子提出：「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莊子》大宗師第六），



120

以日常身體無意識的呼吸為喻，說出相較於一般人呼吸，真人能夠意識到身體內

氣息深深綿綿的流動，這種在身體意識帶出的生命氣息正也說明了不同於西方將

美的本質視為理念之顯現，東方身體美學是生命的象徵（張再林 , 2008），教育

的目標乃內修外顯的生命教養。如孟子《盡心》: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又如大學《釋誠

意》之「誠於中、形於外」，都說明了身體美學即君子陶養之學，它是一種人格

美與生命美之體現。然而，如何體現？

首先，營造一種條件俱足「場域」。林安梧（2006，2010）提出儒家重在主

體覺醒與參贊，道家則是主體的退讓，強調天地自然場域的調節與生發；主體的

動能在參與與退讓間開顯出「道德」。「道」是各種條件構成之場域，具有內在

生長性的意義，如「德」則是涵養於內的生命本質。在道的場域中，德自然顯現，

如進入捷運站，自然而然地排隊候車，只要場域條件俱足，人內在自然就會長出

對應的東西來。

其次，教育即生活之落實。Shusterman（2008）與國內美學家蔣勳（2008）

都將「身體美學」從經典文化中的身體轉譯為現代生活實踐的身體。大致而言，

他們都同意身體認識與存有的意義。將身體美學從勞動、運動、健身等訓練的身

體感，帶到生活中，如寫字、唱歌、盪鞦韆、擁抱、拍撫、跳高……讓身體意識

在與自己、他人、萬物接觸時的整合認知與情感，並留下記憶與悠遊自得的自信。

因此，東方身體之實踐係留意生活中呼吸與心跳，並關心周圍環境與姿態動作變

化，敏察身心內在狀態。

總言之，身體具文化主體性，東方在儒道文化薰陶下，以儒家重仁、義、禮、

樂的感官涵養與轉化，主張人文秩序的建立，使人與世界聯結並在文化中薰陶提

升，從自然走向人文的關懷；以及道家去感官誘惑與欲望的遮蔽，致虛守靜，復

返自然與自由的境地，體現樸、拙、幽、微之道，使人擁有自然與逍遙的智慧為

文化基底，將身體從視覺、聽覺、味覺、觸覺等感官作用提升為自我與世俗的超

越。通過場域之營造與生活的實踐，培養如陳昌明（2002）與黃俊傑（2009）之

儒道身體的教育終極理想—自由、自主與自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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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歷程與資料分析

Jardine（1992）相信課程探究要回到生活世界，即回到人類創生的本質，那

是無法言詮的生活感，是冒險、模糊、與複雜的。Slattery（2006）提醒我們敏感

於課程的複雜，如季節更迭亦改變學校的氛圍，過去生活經驗、文化習俗、家庭

倫理、宗教經驗等影響價值與行為。因此，本研究關注的「課程實踐」與「身體

美學」係在一個豐富訊息與美感經驗的教育場域中，經過一年的研究歷程，本研

究從文化與身體，以及身體意識觀點，分析儀式中的身體、遊戲的身體、以及大

自然中的身體，理解課程意義。

本研究採用美學探究作為理解道禾實驗學校課程美學實踐之方法。所謂美學

探究係對於內隱的、潛在的具有美感特質的課程情境進行系統性探究（Vallance, 

1991：159-160）。以 Eisner（1991）的教育批評四階段：描述、詮釋、評鑑、主

題化，鑑賞道禾實驗學校課程裡的身體美學。

本研究進入田野的方式係經由報導人（學校創辦人）在研討會上的介紹後，

評估學校背景與課程特色，包括它係具有課程實驗精神之另類學校，以及教育

理念強調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者經徵求學校創辦人同意後，在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進入道禾實驗學校台中校區國小部研究。

一、學校背景與情境

道禾實驗學校小學部及中學部分別於 2003 年及 2006 年由創辦人曾國俊先

生與家長、教師共同成立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實驗性學校。道禾實驗中小學將教

育視為一種生命經驗的傳承與轉化，文化主體與知行合一教育為學校課程設計的

二條主軸（曾國俊，2006）。以文化主體發展的課程，強調依循大自然四季、

二十四節氣的時序中，並將人文、藝術、自然融入生活之中，換言之，課程即生

活，生活即課程。以知行合一為主軸的課程重視實踐的身體課程，如山水學、茶

藝、弓學等強調身體美學之實踐。除此之外，並以此兩大主軸，開展培養孩子從

三大層面：人—「人與自己」、地—「人與群體、土地」、天—「人與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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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與均衡發展成為天然首學、直心中觀、知行合一的全人為教育的目的。最終

以引領學習者，邁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成人之道。

本研究以台中校大墩校區國小部為研究對象。學生上課場地除大墩校區外，

每天下午有固定時間前往筏子溪進行農耕課、劍道課、書墨美學課等，2012 年

道禾承租台中「武德殿」成立「道禾六藝文化館」，成為學生另個學習場地。

學校概況部分，100 學年度道禾台中校區各年級人數：大河家一年級 4 人，

高山家二年級7人，草原家三年級6人，湖泊家四年級13人，森林家五年級15人，

海洋家六年級 13 人。教師編制方面，一二年級有三個老師指導，三四以及五六

年級各有四個老師指導，教師分為人文群和數理群，每週固定時間聚會分享教學

理念與心得，規劃與協調活動。學生學習除了藝術、劍道、美語等課程採混齡併

班，其他領域教學採分班上課，在課程時間安排上，為顧及完整學習經驗，課程

強調以大時段統整與循環模式設計，以 100 學年度數學與自然為例，數學循環有

十週，每週 700 分鐘（70*10），自然循環一學期五週，每週 280 分鐘，分為課

堂自然、農耕自然、登山自然。

分析道禾課程安排富有緊湊、鬆弛的節奏感，具有反覆與統一的形式。以

100學年度為例，從「日」的節奏，上午為「晨讀—國語文」、「主題循環課程」、

「英語」等靜態學習活動，下午則是「藝術人文」與「東方體育」動態活動，下

課 20 分鐘與午修時間師生視為轉換、喚醒與預備時間；從週的節奏，星期三的

登山學、茶道課等承接星期一二的領域學習，同時喚啟後兩天的課程氣息；從學

年的節奏，在周而復始的反覆學習中，課程隨著節氣轉變與學習的發展，規劃四

季祭典、登山活動、露營、美展、畢業發表會等。整體課程在靜動交織的基調上

創造豐富的變化，宛如奏鳴曲式之交響樂章，在主題動機的串引下，樂章之內與

之間總是在快慢變化中達成和諧的整體感。

道禾台中校區環境重視「場域」的營造，研究者第一次進入校園：

輕柔的樂音飄在甜甜和著茶香與書香的空間裡流蕩，方才趕路的躁心慢

慢舒緩定靜了下來。「您請先座！」輕柔的聲音緩緩說著：「曾先生

在二樓與家長座談，待會兒就下來，」隨即送來一杯清香熱茶。大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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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與牆上的畫立即吸引了我的注意。有藝術家陳威圖的西班牙小公

主 Margarita Teresa、蔣介石、101、泰姬瑪哈陵等仿作卻模糊的畫作，

還有陳正雄的翻銅雕塑，充滿本土色彩的「歸鄉」。隨著雕塑一路來到

中庭，陽光從樹縫間灑落在原木地板上，走到了教師辦公室與幼稚園教

室，辦公室前簡單的架上隨興擺上幾枝樹芽與花，處處可感受簡約美學

的氛圍。老師會心一笑地說著：他們正忙著備課……。一旁的幼稚園老

師正提醒孩子排隊上樓，她唱著歌，孩子也跟著唱，輕輕地、柔柔地，

就這樣一路唱上樓去。（研 _ 日誌 _1000913）

人創造環境並深受其影響。課程即經驗的整體，置身於道禾，研究者嘗試把

握其教育理念：「走一條自然的路，邁向總體根源」，強調秉持著走一條立足華

人文化主體的自然之路，透過以心傳心、心習相傳、節氣生活、知止敬虔、由藝

入道、實習踐履六個途逕，邁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修已立人之教育目標，

接下來，這些理念性的概念如何透過身體具現之？從文化與身體，以及身體美學

觀點，它具有何種課程意義？將持續引導研究的開展。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運用訪談、課堂觀察、與文件分析等資料蒐集方法。基於研究倫理，

研究者除了經報導人同意，亦在研究前分別向教師與家長說明研究目的，在徵得

同意後，一開始先以完全觀察者角色，約三個月後，與教師、家長、學生熟稔之

後，徵詢同意漸漸地轉以參與觀察者角色。

（一）訪談

本研究採半結構訪談，徵得教師與行政人員同意，以及在活動間徵詢家長

同意後，進行面對面訪談，每次訪談約 120 分至 20 分不等，教師與行政人員訪

談以錄音協助記錄，並轉譯為逐字稿，家長則訪談後記錄，訪談次數 時間長度

見表 1。



124

表 1 訪談對象、次數與時間長度

代碼 訪談對象 次數 時間長度 訪談重點

F 創辦人 3 240 分鐘 教育理念、課程經營

SP 校長 1 120 分鐘 學校歷史、教學經驗、課程經營

A 教務主任 4 200 分鐘
課程規劃、教材選編、學習場地安排、

學習評量、數學教學

RT 研究教師 1 120 分鐘 教育理念之詮釋與實踐轉化

T1
藝術與人文

教師
4 240 分鐘

節氣生活慶典規劃、師生互動、 
教學心得

T2
六年級自然

老師
4 200 分鐘 登山學、生態探索、班級經營

T3
六年級生活

導師
1 30 分鐘

語文教學、班級經營、師生互動、教學

心得

T4
五年級生活

導師
1 30 分鐘

語文教學、班級經營、師生互動、教學

心得

T5
四年級生活

導師
1 30 分鐘

語文教學、班級經營、師生互動、教學

心得

P1-P4 家長 4 120 分鐘 親師溝通、孩子學習成長的觀察與回饋

S1-S6 學生 6 80 分鐘 課程經驗、學習自我評估

（二）課堂觀察

本研究共進行一週五天的六年級課堂教學觀察；此外，一次登山活動參與觀

察、一次畢業發表會觀察、三次秋季、東季與春季慶典觀察活動。根據已擬定的

觀察綱要採取隨堂觀察記錄並撰寫研究日誌。

（三）文件分析

文件資料包括課程表、教材、學生作業、學生作品、教師課程計畫、教學日

誌、慶典活動計畫、學校出版品、活動照片等，歸類後加以編碼，依研究目的進

行資料比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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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料編碼如表 2 所示。

資料分類 編碼範例 代表意義

訪談資料 訪 _F_1000913 1000913 訪問創辦人

課堂觀察資料

觀 _ 課堂 _1010514 1010514 課堂觀察

觀 _ 秋慶典 _1000921 1000921 秋季慶典觀察

觀 _ 登山 _1010314 1010314 登山觀察

文件資料
文 _ 學生作品 _ 版畫 1 學生版畫作品編號 1
文 _ 慶典活動計畫 _1 慶典活動計畫編號 1

研究日誌 研 _ 日誌 _1000913 1000913 研究日誌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身體美學具文化主體性，強調身體意識的甦醒，將身體視為認識自我，追求

德性、幸福與正義的場域。

道禾教育理念博採經典文化之精髓，如以《中庸》之「發而皆中節」的自我

修養追求生命實踐的確定性，以《老子》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順應內在本性與萬物存有根源之道，體現自然；以王陽明「知行合一」貫

徹良知與實踐。此博雜體系之論述，在建構其教育理念與實踐論述時難免遭遇挑

戰。例如，儒家身體觀，感官具積極意義，它置於人倫秩序中，透過禮樂涵養轉

化為「體仁」，感官具修德養心性之光輝。道家身體觀則對感官採否定態度，否

定對五音、五色、五味之追求，而採取虛靜之工夫，求去遮蔽使人擁有自然與逍

遙的智慧。在「超越」的共同教育目標上，循著「先道後德、先德後仁、先仁後

義、先義後禮，禮者忠信薄而亂之首也。」，以「道」為終極目標，以禮義仁德

為實踐次序。因此，道禾融採儒道之學，從習禮樂中以養「自覺」，於知行合一

中能「自主」，最後返樸歸真成為「自然」的人。此三者確實有實踐邏輯的關係。

道禾課程像是儒釋道立體三角型一樣，山水學和節氣生活時老莊多一

點，樂令時儒家多一點，身心靈成長佛家多一些。（訪 _F_01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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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身體課程更能夠看出此關係。課程係整體的經驗，身體是經驗的根源，

教育係人與自身、與他者、與世界關係的學習與創造，從自覺、自主到自然，它

必然是個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是互動倫理的也是自主創造的，是認知的也是情

感的與實踐的完整經驗。

道禾在實踐經典文化的路徑是「實踐的學習次序」，本身的理論會在實

踐中不斷調整。……心領神會則是一種從不清楚到清楚、從有限到無

限……教育是生長，生長是充滿生機與生氣，生機我認為是在機會機緣

中生命的出路，生氣則是道家的「氣」，是一種流動、動能、創造的。

（訪 _RT_1010321）

教育是生長，相較於無耐或被動的課堂身體，喚起到有生「氣」的身體，本

研究從道禾兩大課程主軸：節氣生活課程與知行課程中，分析儀式中身體、自然

中的身體，以及遊戲中身體。

教育理念 教育宗旨 實踐之道 課程主軸

前瞻百年

道：

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

禾：

直心中觀（啟發）

道法自然（自然）

知行合一（踐履體證）

立基天賦主體 以心傳心

文化主體性

二十四節氣的課程統整
傳承學術經典 心行傳習

面對人格教育 節氣生活

調適多元社會 知止敬虔 知行合一

人與自己：古琴、書道

人與他人：茶道、劍道

人與自然：山水學

創生創新並重 由藝入道

反省批判精神 踐履體證

圖 1　道禾課程架構（研究者自行整理）

‧儀式中的身體：關係美學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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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禾依二十四節氣的循環，將課程時序結合學習經驗，在祭典中展現對土

地、人我、人與自然倫理的虔敬，隨著季節溫度、物產、色澤變化，將零散的經

驗轉化為儀式與四季慶典，引領師生覺識自身、他人、自然的關係，以及文化與

學習的發生與轉變。

所謂「二十四節氣」係古人根據累積農事的經驗發展出的工作與時間觀，此

外，也為了凝聚社會共識、家族團結、及調劑生活，配合四時節氣的循環制定節

慶和慶典的習俗，也涵化了民族文化精神（陳正之，1997）。在道禾在四季慶典

分為禮樂生活與節慶歡樂兩部分，將慶典視為統整課程，身體在意義化的情境與

儀式裡整合了認知與情感成為反身之身，表現之體，以春社慶典為例。

社日，同社者聚集在大樹下，先祭祀後而分享宴飲，在春社，祈求農業

豐收，在秋社，以收穫報謝神明。春分時，在充滿藝文氛圍的人文場域，

在古樸木造建築環繞著堅韌常青的老榕樹，孩子吸納百年的氣息，在春

天立下學習的志向，祈求來年學養的豐收。（文 _ 慶典活動計畫 _1）

以有別過日常生活的方式去和世界共同體驗一種和諧，並渾然陶醉其間，正

是「節日慶典」的意義（劉森堯譯，2009）。跳脫工作的意義，將人帶往慶典場

域裡，在儀式中，身體重新活過來。

T1 說：典禮開始，擊鼓。一個孩子在舞台右側以咚　咚　咚　咚～～～

擊中國鼓。T1 朗讀春社慶典的由來：以前 25 戶為一社，高土堆上種一

棵社樹，春天到了…兩個孩子上台朗誦孩子們春天的詩作。接著，校長

主祭，第一杯敬天，第二杯謝地，第三杯謝森林。教務主任祭文房四寶，

敬謝大地。各班代表在導師引領下上台焚香祈福領受學習樹。T1：大

家一起深呼吸，向老榕樹學習智慧、深呼吸，向老榕樹學習毅力，深呼

吸向老榕樹學習堅韌。（觀 _ 春社慶典 _1010321）

鼓聲將人帶入儀式中，春天的詩隨著孩子的頌讀聲和著大樹劇場台旁掛這孩

子的春天的詩畫，每個孩子都個自展現不同的風格，如六年級的小潔，詩文簡單

樸實版面乾靜整齊，如同本人生命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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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

春天是一個千面人

時而溫暖時而寒冷

只要春天來了　花兒開了　蟲兒飛了

蜜蜂蝴蝶也來採花蜜

春天讓大地充滿了生命力

春天讓大家活起來了

（文 _ 學生作品 _ 詩畫 1）

春之美

春之美　花兒綻放

春之美　春雨綿綿落

淅瀝嘩啦　好像在顯示自己的威風

風兒輕吹　落下了一片花朵

踩在花朵上　又覺不忍

悄悄地　把它收起來

春之美　細細的呼吸

想把自己藏在大自然裡

（文 _ 學生作品 _ 詩畫 2）

除了鼓聲與朗讀聲，一切都靜了下來。儀式後孩子說：「我一直在想焚香時

手觸摸香到底是什麼感覺？」、「我覺得很平靜。」這是一個靜與定，且充滿春

天與學習氛圍之場域。人在此道中，自然地就靜了下來，感官也敏銳了起來。

春社慶典的另一個主題：茶會則喚起身體意識並開顯出人我身體之間的關係

美學。

透過茶道、茶具、桌子、茶湯，視味嗅聽觸覺都張開，一張茶席上會感

受到五種感官，轉動茶具心靜下來，有人奉茶給你，在奉過程中就是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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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當下一期一會，你是在給人的心洗滌的機會。（訪 _F_0110913）

春社慶典後，孩子依序帶著自己插的花進入惟和館將花放在中間花架，再進

入六個以春天花朵命名的茶席中，每席有五到六位學生。儀式進行如下：

一個孩子喊：Soho（日語）—大家閉目靜心

茶人（由學生媽媽擔任）向孩子鞠躬，孩子也回禮。溫杯、泡茶，孩

子端坐著，低緩的音樂讓整個茶會沉浸在靜、定、敬、和的氛圍。來

自南投民間的早春烏龍「不知春」，是春茶之前的茶葉，四季春品種，

散發春天花香，也是茶會主角。茶人動作緩慢穩重不失輕盈地泡茶、

奉茶，學生向茶人敬禮後端起茶靜靜地慢慢地品茶。奉茶時，茶人和孩

子微笑並四目交接，相互行禮後再品茶，同學圍坐但彼此是不交談的，

大家只是靜靜地看著茶人的動作，欣賞茶席上的花藝。（觀 _ 春社慶典

_1010321）

我好奇杜鵑席上的 S6 為何一直向後看著 Maria（以前道禾老師）。茶

會後，Maria 說：去年三義露營時我是他的隊輔，他是一個很特別的

孩子。他感知力強，很會觀照周圍人的感受，像剛剛在奉茶、奉茶食

時，他會一直向後看看我有沒有茶喝？有沒有茶食？道禾茶道老師認為

茶會重視的是過程的參與，事茶是一種關係美學，是人與人互動的藝

術，人與器物建構的特殊氛圍，人與環境的融合。（陳玉婷、曾靜鎂，

2010）

春社慶典是由老師主導的儀式。畢業展

則是由學生主導的另一個身體展現的儀式。

2012 年海洋家孩子自己辦的節目包括音樂

會、以及分組展演與見習。習樂係道禾核心

課程，每個孩子都會學習一兩種西樂或國樂。

樂音已是學校的空氣，校園裡，總是歌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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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聲繚繞。

在同學獨奏、重奏、合奏後，最後由生活導師帶領全班合唱舒伯特的

「野玫瑰」，每個孩子用心投入地唱著它「男孩看見野玫瑰……」，這

一首也是我在當老師時每屆六年級孩子都要學會唱的歌，在班上，聽著

孩子變聲期的歌聲，同樣地用心與投入，感受舒伯特在詮釋哥德樸真的

情意，今天再次聽到這首歌，不同的是台下的家長和學弟妹們輕搖身體

合著，不知不覺地流下眼淚，內心滿滿的感動，深深被音樂的力量所打

動，男孩與野玫瑰之間，在孩子質樸歌聲裡竟能傳達如此深刻情感的力

量。這是一場由孩子主導的音樂會，整個過程都不見老師出面控制秩序

或主持，親師生大家聚在一起，不是驗收成果，而是參與學習。（研 _

日誌 _20120104）

儀式中的身體帶出日用的身體經驗，進入一種意義場域。在春社慶典與畢業

展裡，教師與學生各自經營了一個覺識人己、人際、人與自然關係的美學場域。

‧遊戲中的身體：自由的心靈場域

Huizinga（1998：16）在其《人：遊戲者》中認為遊戲的特徵為：置身於日

常生活外，又強烈吸引遊戲者的自由活動。它是一種不與任何物質利害相關聯的

活動，而勇敢、冒險、承認不確定性、忍耐緊張等等這些都是遊戲精神的本質。

洪詠善（2008）指出，對於學習者而言，遊戲具有開放、無拘無束、創造的意

義；對教學者而言，遊戲說明教學規則中應該允許不確定性的自由，如此一來，

才能夠擁有更大的樂趣與富有變化的結果。遊戲中的身體，讓師生超越現實利益

關係，享受自內在與外在的自由狀態，並看見心靈豐富的創造力。

春社慶典後，學生分組展開畫學習袋、吃社飯和插花的活動。我稱為遊戲，

因為它具有自由性與創造性。

老師：畫跟春天有關的都可以。

五年級 S1：可以畫跟學習有關的嗎？

五年級 S2：我可以只畫一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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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自己作主啊！S2手拿畫筆但是遲遲不下筆，開始與旁邊同學聊天。

老師問：沒有靈感嗎？

S2：我很有靈感，但是下不了手。

過了許久，她很快地在左下角畫出四朵小紅花說：我怎麼那麼早就下手了？

接著她到道禾校徽拓印區，以海綿拓印，結果太用力糊了，大家七嘴八

舌的建議，一個爸爸也在旁邊說重新印一個吧！此時，她突然拿起畫筆

先把三個圈塗滿藍色，再以紅、黃、綠點在三圈中央，很開心地跑向老

師說：老師！老師！您看這是彩色的道禾。

（觀 _ 春社慶典 _1010321）

自由給出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空間，激發藝術創作潛能。不難想像為何學生總

愛開玩笑說：最喜歡的課是下課，下課的身體是自由的。下午五點到六點這一段

時間，是孩子在教室等待家長的時間，也是展現遊戲創造的時刻。這一天，孩子

依舊在教室裡等著家長來接，不過，不是寫功課，而是展開一場精彩的遊戲。有

七個孩子手拿著水壺排成一排，仔細一看，原來他們正在玩喝水傳話的遊戲。遊

戲開始，每個孩子也很守規則地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等著傳話，水喝著含在口裡，

說一個字都吞了下去。女生說：沒關係再一次，每個人有三次機會。這時旁邊觀

戰的六年級 S8 也忍不住了，走向前拍拍第一個男孩的頭，男孩湊上臉去：怎麼

樣嘛！眼看衝突就要發生，正要制止時，旁邊的同學看著，說著：不要打人，會痛 !

只見 S8 摸摸男孩的頭，兩人開心的笑了，彷彿是他們之間的默契，只有他們懂，

事後向 T1 與 T4 提起這件事：

T4 說：他們同學之間的感情很好，他們真的是很純真的孩子。學校裡

沒有一般學校的遊戲器材，也不能帶電動到學校，我發現他們

總是能夠自己創造許多遊戲。（訪 _T4_1010321）

T1 說：有次在鴨間稻紮稻人，孩子做好了後，決定要自己辦展覽，問

我的意見，我說：好啊！可是會很辛苦哦！你們怎麼知道如何

辦展覽？孩子開始動手，把椅子疊一疊，布鋪一鋪，就辦起展

覽了。（訪 _T1_10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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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身體係在低度框架的場域中進行的，創造一種自由、即興、想像、與

趣味，然而，它必然能夠在其中發展出一套遊戲的規則，守著某種約定的自制，

是遊戲也是學習。同樣展現在筏子溪的棒球賽：

從過去躲避球、美式橄欖球、羽毛球到現在熱衷的樂樂棒球，老師守住

安全與公平的規則後，便任孩子在其上創造屬於他們的原則：如何救

人？怎麼保命？界限多寬？場內與場外的球員安排？隨著孩子們的需

求協調出一套自己的遊戲規則……棒球守住孩子的秩序感與成就感，也

轉男孩的暴戾天性為相互鼓勵的向心力。（文 _T1 教師日誌 _12）

師生同樣面臨身體的自由與節制之間的衝突與平衡。課程係「框架」，將身

體在不同時間內擺到適當位置，所以有了國語、英文、體育……；課程係「遊戲」

在擺上與解開框架間，創造身體的張力。在自由與自制之間，「遊戲」場域持續

衍生意義，引導學習者反觀自身，如學生的作品「秋天的公園」裡，演繹出活出

自由的心靈場域。

讓別人看到我們的世界，一個沒有人限制的世界。希望別人看到時，感覺很自由。

(文 _學生作品 _火海洋夢幻社區模型 1)



另類學校課程實踐中身體美學之探究

133

‧自然中的身體：自主與謙遜的場域

道禾山水學課程體現了自然中的身體美學。低年級以學校附近小山為主，培

養觀察力。中年級開始嘗試比較高的山，高年級爬百岳，強調生命的感動和心性

的修養。

為何每週要登同一座？人不容易駕御自己，每次去不同山，會五色令

人目盲，會變只能解釋自然專有名詞，而非認識真正的大自然。大自

然在敘說著他自己，他不需解說員，知止，故能定靜安慮得。（訪 _

F_0110913）

每個六年級孩子在畢業前都會登一座大山，以往幾年都是以玉山為活動場

地，但近幾年覺得玉山的登山設施越來越以完善的設施營利為目的，已經失去了

登山學的精神，所以 2012 年改登雪山，也展開一整年一系列的登山訓練，讓學

生能學習一些登山的常識和技巧。

山水學的目的，主要在於重視親身經歷、以及感官的體驗。有別於一

些使用優美句子來寫作文，如果學生沒有生命的體驗，寫出來的東西

會很表面，而沒有生命力。而會強調用五官去看、去聽、去聞、去品

嘗自然環境。當他們有了這些經驗之後，會豐富生命的內涵。（訪 _

T2_20120314）

一位孩子登合歡山後回來這麼寫著：

夜晚的時候，老師帶我們一起去看星星，……在我眼前的世界是整片的

星空，感覺自己好像躺在宇宙中一樣，覺得自己在這宇宙裡真的好渺

小，好渺小哦！（文 _ 學生作文 _38）

登山不是為了征服自然，而是為了征服自己的心。

人在登山中發現自然的偉大與自己的有限，學習謙卑。（訪 _

RT_10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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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登山是身體與心性的鍛鍊。在一次登雪山前的訓練，大家來到鳶嘴山，

登山口在大雪山林道 27k+50 處，標高 2180m，是雪山山脈西南向主稜的後段地

區，屬於雪山山脈。

一位男生停了下來，拿出一包氣喘藥開始伴著水瓶的水服藥。並說：「我

有氣喘所以要吃藥後才能再爬……」而再不久，後面三位小朋友們開始

有人吐了起來。也有人說他們最近感冒生病了。而教練和老師們也只是

旁觀注視，並沒有特別的安慰，只是說著：「趕快跟上……真正困難險

惡的路段還沒開始呢！」這些落後的小朋友們開始在邊吐下，邊繼續往

上一步步的前進。當我企圖靠近問他們：「還好吧？」我聽到的總是：

「還可以！」的堅定答案。在山林、峭石、雲海之際，宛如置身於一幅

黑白相間的山水畫。不，除了視覺所見，還多了森林蟲鳴的聲音環繞，

冷風吹過皮膚，細雨落在衣服而混雜了汗水濕成一遍。眼前所見、耳朵

所聽、身體所感。更是活生生的感受，以及自然帶給我們親身體驗者的

真實回饋。……眼前是一堵峭璧，上面釘著一條條的粗麻繩，旁邊僅有

斷斷續續的岩石以及懸崖旁邊的千年古樹。往外望去，那片純白飄緲底

下，是深不可測的斷崖。小朋友們開始竊竊私語的討論著：「哇，這真

可怕。」……教練在一旁專心的協助，說著：「對自己的挑戰和鍛鍊

還是需要你們自己努力去嘗試看克服……」「不要急踏穩再動。」「不

要緊張，深呼吸慢慢來……。」「腳去看那個點……再踏另個點…手可

以捉住這裡……」是此時此刻聽得最清楚的聲音。因為，在場的每個人

都要全神貫注，不然一不小心，意外還是可能會發生並帶來危險和傷害

的。（觀 _ 登山 _20120314）

崇高不可測的山挑戰了身體的極限，與大自然相遇，人學習謙遜與虔敬。登

山的課程經驗具有深刻的美學意涵。從國小一年級開始的山水學，每周一次，師

生們在同樣的山野中觀察蟲、魚、鳥、獸，享受不同的溫度、光影、色彩的變化，

讓感官充分打開。

每一學期的第一次登山，我會帶著孩子「敬山」：「只要我們內心夠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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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頭嵙山爺爺會保佑我們一切平安，而且還會讓很多動植物跟我們做

朋友。將想對頭嵙山爺爺的話說完，輕輕的灑些水在地上，那願望就會

實現喔。」上學期最後登山，孩子用手掌扶著耳朵閉上眼睛，那蟬鳴的

聲音就像轉動音響的旋鈕般，聲音逐漸加強，孩子說沒想到蟬的叫聲那

麼大聲！（文 _ 教師作品 _T2 文章）

自然中的身體係自制與自在的場域，師生離開課堂，進入自然打開感官，

花草蟲鳥自然會走進來。此時，道家之致虛守靜即是化成一種自制中，專注謙遜

的身體場域。課程實踐中，教師所營造的美學場域無疑是學習者最豐渥的美感滋

養。隨著四季更迭變化，教師營造不同氛圍，同時讓不起眼的生活器物與習以為

常的行為，因為體貼關懷的心意而慢慢滋養著荒漠的心靈，教師就是美感教育最

大的滋養。

與孩子們在田埂散步時，興致一來，便令大夥兒脫鞋脫襪伸手伸腳至稻

穗間，

隨微風與稻浪在翠綠稻田搖擺起舞，讓稻穗親自撫觸皮膚，讓毛孔敞開

迎接微風。

她是今年山岳家陪孩子學習的大孩子，也是照顧孩子的大媽媽，更是喜

歡帶孩子自由探索的小碧老師。……隨著季節自由探索，農耕時節，小

碧老師放手讓孩子創造自己的菜園……夏季的雨天，備好乾爽衣物後，

小碧老師會帶孩子撐傘去散步，淋雨、聽雨聲、踩水、玩葉子船比賽，

感受雨天獨特的氛圍與趣味……寒風刺骨的冬季，小碧老師也自有她帶

孩子生活的方式。升起老公親手做的炭爐，與孩子喝杯暖暖的茶，等待

傍晚父母溫馨的接送。……小碧老師的存在，就是讓孩子能敞開感官，

真切地體會自身在大自然的自在。（文 _ 教師作品 _ 道禾的老師 1）

伍、結論

近來美感教育在教育部政策推動下，相關研究與實踐漸漸蓬勃發展。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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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體美學觀點，將身體從肉體層次提升到美感層次探究學校課程實踐中身體美

學的意涵。從東方文化中身體論述發現，東方身體係建立在身心一體的基礎上，

身體美學首重內修踐行之修行觀。尤其在儒道文化薰陶下，兼融儒家仁、義、禮、

樂的涵養與轉化，建立人文秩序與關懷；以及道家自然與自由的逍遙智慧，通過

場域之營造與生活的實踐，課程實踐中身體美學係陶養自由、自主與自然的人。

從個案道禾實驗學校課程實踐中的身體美學發現，美感教育首重於喚醒內在

美感經驗，如在學校裡的慶典與畢業展儀式中，通過身體覺察生活節氣的變化，

體會人己、人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課程是經驗，經驗在實作中漸漸浮現意義與

擴增美的敏感性與感受力。

課程是整體的經驗，課程規劃可以跟著自然生活節氣，依著自然與學習節

奏，讓身體在充實與留白間，在動與靜之間保有自由空間，讓身體打開五感能夠

有時間深刻地覺察體會生活世界的人事物，並且能夠在遊戲中創造與發現意義。

往往學校課程需要「框架」如課表，以引導教學實踐的規則與方向，照課操課的

學校文化裏，身體安置於框架中，如何能夠豐富美感經驗？或許教師與課程也需

要某程度「去框架」，讓學習者回到自己的身體，回到生活，踏上土地，一如在

伐子溪或在春社慶典中遊戲的孩子，得以自在與自信地展現身體，在學習中體會

自由與自制，框架與去框架的學習意義，並且保有自主學習的熱情。

最後，大自然中的身體滋養著美感經驗。山水學課程具有深刻的美感教育意

涵；一年一座山與一條河，覺察四季更迭中的萬物變化，無論爬登小山丘或高山，

我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征服自己。身體美學不只是覺察美的存在，更能夠體會謙

卑的真諦。

美感教育的課程實踐可說是身體美學的具體展現。本文從東方文化身體美學

觀點，希望透過案例分析喚起我們反思學校課程與學習者身體的關係，從身體的

覺醒開始，課程實踐本身即是美感教育，課程實踐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教學者）

和學習者在課程經驗中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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