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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101！」 臺灣戲曲學院樂齡大學邁入第二年！

「魔幻我嘉」慈善晚
會 觀眾大飽眼福

本校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戲曲人才養成學府，以培育傳統藝術人才、弘揚傳統戲曲文化為宗旨。今(101)年獲教育部全額補助【101--藝術與生活深耕計畫】，以推動傳統表
演藝術中小學校園紮根為目標，讓青年學子「以藝術融入生活，從生活展現藝術」，繼而推展傳統表演藝術至社區，以人文涵養心靈，以藝術拓展生活，而臻至藝文樂活「還戲於
民」之推廣目的。

傳統戲曲藝術綿延久遠，為民族文化的無價瑰寶，結合了詩歌樂舞等各類藝術，以綜合的文學與藝術風姿，連結時代脈動，體現生命智慧，反映現實生活，展演風土人情。正可
成為教育部於中小學大力推廣鄉土文化教育的生動代言人，讓青年學子從傳統戲曲藝術中認識本土文化，並且涵養心靈、悠遊藝文，培養豐富的文化素養。

就文化藝術的價值而言，傳統戲曲最能呈現一個民族的文化涵養與藝術品味。不論東西方國家，在探究每個民族的文化內涵、文化藝術特質與精神品貌時，皆重視其傳統戲劇
藝術的保存與影響。而在文化藝術的精神內涵中，傳統與現代應是互相衍生互相融合，如此才能匯集浩瀚的文化江流於未來。因此，為了延續傳統、傳承未來，傳統戲曲應紮根於校
園，並融入教育與生活。 

本計畫以推廣藝術向下紮根及藝術進入社區之目標，拉近城鄉差距，平均藝術文化資源，實施對象將著重新北市偏遠地區之國中(15所)、小學(50所)，以增加偏遠學校接近傳
統藝術文化機會。本活動將與新北市教育局共同規劃觀賞展演之學校，預計於11月起，主動「送戲上門」，深入新北市偏遠鄉鎮，將戲曲及民俗表演藝術送到各國中小學，以『大手
牽小手，藝術向前走』的快樂學習，達到戲曲藝術的普及與推廣。

「噹~~噹~~」校長張瑞濱與及最年長(85歲)的樂齡學生章峻祺一起敲響大鑼，激發出悠揚繚繞的聲響，樂齡大學正式開鑼囉！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於去年首度獲教育部補助辦理「樂活100!」樂齡大學，以戲曲專長之特色課程內容，深獲樂齡學生喜好，參與熱烈。今年，「樂活101!」樂齡大學再度獲教育
部全額補助，於9月17日歡樂開學！

臺灣戲曲學院去年開辦的「樂活100!」樂齡大學，因藝術課程（京劇、歌仔戲、客家戲）活潑多元，加上由太極導引創始人熊衛老師嫡傳弟子吳慶宗教導的「太極養生」課程實
用而有效，藝術特色佳評如潮。學員奔走相告、相互招攬下，學生人數不斷暴增，遠超過額定30名學生數，多達56人。

「樂活100」學員年齡最高者為92歲的許女士，是特別喜好京劇老旦的資深票友，聽聞可以免費學京劇，開心地報名樂齡大學。另外， 73歲的陳同學本身不是客家人，也不會
說客家話，但對客家話很有興趣，上了「相招唱山歌」之後，每次上課都喜歡用客家話問候老師及同學，客家山歌更是朗朗上口，因為勤奮練習，甚至在第二次上課時就能將歌詞全
部背下來，發音也相當標準，可見客家山歌的魅力匪淺。一般大眾較熟悉的歌仔戲「作伙唸歌仔」課程，讓學員唱著「身騎白馬」七字調，手執馬鞭趕三關，各個學生都化身帥氣的
薛平貴。戲曲老師不僅教唱腔，還教動作身段，手、眼、身、歨、法，樣樣都要學，對於平常愛看野台戲的高齡者而言，能夠親身體驗「扮戲」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

今年「樂活101」已於9月17日開學，報名人數已經突破預計名額30人，達到40人，開學典禮由校長張瑞濱及最年長的樂齡學生章峻祺一起敲響大鑼，象徵著樂齡大學「好戲開
鑼」。在暑假報名期間，許多舊生已迫不及待的報名，甚至有人在國外還特別委託女兒致電保留名額。但為顧及課程與空間品質，學員數必須管控，對此次未能參與者，甚表遺憾。
本年度的課程，保留傳統戲曲特色課程外，另加入雜耍、舞蹈、現代戲劇等課程，以銀髮族體力及肢體協調力皆能負荷之考量，讓他們體驗雜耍趣味，如扯鈴、花棒、丟球…等，更可
加強其肢體動能及手眼協調性，預防老人失智問題。此外，「銀髮膳食」及「樂齡健康生活」課程，讓樂齡學員吃得健康、養生，還要活得自在、活出自我！

08版

01版

大手牽小手，藝術向前走──「101藝術與生活深耕計畫」

為慶祝嘉義市升格三十週年， 8月19日嘉義市政府於
文化局音樂廳舉行「魔幻我嘉」魔術表演， 8月15日上午市
政府先於市府中庭舉行記者會，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
團、魔術師簡銘宣、胡凱倫帶來精彩刺激的表演，最後並由
副市長李錫津、中華廈漳泉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程威、國
際魔術師協會台灣360分會長、綜藝團團長羅飛雄共同宣
布「魔幻我嘉」的神祕佳賓──近年來在兩岸三地相當受
到歡迎並有「當代最偉大魔術師」稱號的劉謙，並預告魔
術師屆時將會現身演出，帶來精彩魔術表演。

此外，為關懷弱勢，由中華廈漳泉文化交流協會、財團
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福利基金會、國際魔術師協會
台灣360分會與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於8月17日晚間假嘉義
市東區體育館舉辦慈善義演晚會，市長黃敏惠特別邀請各
位弱勢朋友們共同欣賞演出，一同感受雜技節目的驚奇美
妙及知名魔術大師帶來的華麗表演，隨著演出一起走進魔
幻的異想空間。

慈善晚會節目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的京劇變
臉揭開序幕，搭配高難度的雜技表演，雙人軟骨功、直上青
雲、晃板等多項突破人體極限的高難度肢體動作，並安排
台灣知名魔術師趙偉成、簡銘宣帶來精彩刺激的魔術秀，
華麗的燈光效果，結合多變的音樂節奏，表演者精彩的演
出讓現場觀眾看的嘖嘖稱奇、讚譽有加。

第34期大戲台頭版頭"東方莎士比亞"

 導演張旭南表示，「在戲曲中，談話與談話中間的『轉換』過程，穿插動作，以人代物的表演方式，《雜劇班頭--關漢卿》算是開端之作」。

應更正為:

導演張旭南表示，「在戲曲中，談話與談話中間的『轉換』過程，穿插動作，以人代物的表演方式，是戲曲成形初期早期形式的重現」。

第34期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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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技藝學系暑期中國雜技藝術學校研習之旅 京劇團
新年輕京劇運動啟動─郭敏芳專場

一個藝文空間的存在意義，端賴民眾親近他、善用它，藝文活動才能如源源活水般
在其間流動。本校內湖校區何其有幸坐擁二個表演廳堂，其中中正堂是京劇團長期展演
經典戲曲與傳統老戲的表演區．多年提供經營「復興劇場」下來，擁有一群忠實的觀眾
群，定期來為本團的演出加油打氣。

八月份的專場是由資深演員郭敏芳挑樑擔綱演出《廉錦楓》、《秋江》(崑)、《癡
夢》(崑)、《宇宙鋒》四齣，京崑並重，娓娓唱來，婉約動人．尤其前臺設計了不同以往風
格，增加了戲服道具的陳列展示；郭敏芳的劇照；生活照及留言簿的分享；中場剪輯播放
郭敏芳學戲歷程介紹，增加觀眾對她成長的了解與認識，再再都令人耳目一新；終場郭

敏芳更來到前臺與粉絲簽名與合影，場面溫馨又感人。郭敏芳說：戲曲演員能穿越時空，
扮演古人、享受舞臺，更享受人生。她十分感恩這一切。張校長瑞濱、蔡副校長及張主任
秘書都到場為其祝賀，是一場成功的演出。

而幕後策畫與製作這一改變的人，是剛考入本團的青年才俊－徐挺芳，他謙歨地表
示，這一切均是受劇團的師長們對藝術工作的投入與執著所啟發，希望能將欣賞京劇，
推展變成能與年輕人貼近，暨時髦又酷的一項運動，這樣才能維護此門藝術並傳唱不
墜！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新年輕京劇運動”方興未艾！

《楊妃夢》巡演
   初秋到中壢藝術館

中壢藝術館具備桃園縣內舞台空間最大、設備最專業
的劇場。近年來已成為國內外各大表演節目理想的巡演
點，服務的觀眾群除了大桃園地區居民外、更涵蓋到新北
市及竹苗地區。 

桃園縣文化局陳學聖局長表示：為了增加縣民走進中
壢藝術館的意願，今年文化局將中壢館活動定位為「戲劇
年」，因為在表演藝術領域中，戲劇類節目通常呈現較具
象的人事情境，因而較易為一般大眾所接受喜愛；因此今
年在中壢藝術館安排多達20餘場的戲劇類節目。而本校
京劇團受邀於9月5日晚間7:00假該館音樂廳搬演新編崑
劇《楊妃夢》，要讓各年齡層的觀眾朋友都能在欣賞戲劇
中找到情感記憶的共鳴，廣邀民眾免費自由入場，一起來
感受戲劇節目的動人魅力。

當日演出吸引許多前來觀眾前來觀賞，並紛紛豎起大
拇指，現場讚歎聲與掌聲不斷，並表示桃園縣文化局舉辦
這次演出，讓民眾飽受眼福，演出融入傳統與創新的京劇
演藝，透過演員華麗出眾的藝術呈現，豐富地展現出臺灣
京劇發展與傳承之潛力，再次感受臺灣戲曲學院培植戲
曲人才的發芽、茁壯，讓臺灣京劇文化精緻藝術傳承得以
延續，對本校傳統戲曲的推廣深感敬佩。

出發囉～未來一個月要努力學習 高拐頂初體驗高拐頂初體驗高拐頂初體驗高拐頂初體驗

第五個節目-盤子 第十個節目-拍球第八個節目-水流星第七個節目-丟圈第六個節目-晃管

學員與王晶敏老師合影 第四個節目-頂技第三個節目-丟棒第二個節目-軟功第一個節目-對手頂

盤子-左美指導動作技巧連接 張瑞濱校長(中)港澳台辦肖局(右二)張紅總經理
(右三)張文美研發長(左一)張旭南主秘(左二)

張瑞濱校長等一行抵達中國雜技團，中
雜張紅總經理接待

雜耍-彈球技巧(五顆球)雜耍-丟五支棒

對手頂練習-舉人、上腿起頂 軟功-技巧練習皮條-後壓時間盤子-五塊盤起法皮條-壓技巧

空中環-劈腿前後彎腿 呼拉圈-腿尖控圈練習滕麗老師軟功後搬腿劉勇老師扶推樁子-強化手臂的力量基本功訓練，從壓腿柔韌性開始

晃管練習 水流星-躺蹬技巧對手頂技巧組合對手頂接前空翻落地王晶敏老師-對手頂素質訓

呼拉圈-常俊菊老師指導前手翻接 呼拉圈-常具菊老師指導動作技巧軟功-打腿基本功-技巧前的暖腰活動基本功-分腿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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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平衡造型類】特技技巧—排椅技巧訓練/張京嵐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曾玉華、吳怡瑢、卓俊伶、
陳建和、羅飛雄、龍強、程育君等)

●�學生自主練習全旋動作以加強上肢、核心及下肢
肌群之肌耐力

●�老師協助學生進行吊頂訓練其餘學生自主性練
習把竿行走、推撐及L字以加強肌耐力

●�課後專家學者針對課程內容與師生互動討論交
流

<第七場>【基本教學】基本功訓練—腰腿基本功/洪佩玉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詹益淦、吳怡瑢、詹振福、
龍強、程育君、李曉蕾)

●�授課教師洪佩玉示範教導腿部基本功：地板側
壓腿

●�老師指導下腰(拱橋)動作練習並逐一調整正確
姿勢

●�老師細心叮嚀收操重要性及進腰部基本功收操
機動作

【綜合探討】回饋與分享

●綜合探討時間：本系主任李曉蕾擔任主持人 ●�李主任說明本教學研討會之意義與功能 ●�與會學者專家與授課教師交流 ●�中者：國家級教練詹振福老師給予本系建言

●�中華民國雜技家協會常務理事詹益淦與本系教
師意見交流

●�中華民國雜技家協會常務理事詹益淦經驗分享 ●�大陸教師來臺講學(研究)之龍強老師與本系教
師分享經驗

●�前雲南省雜技團團長(國家一級演員)龍強老師
建議事項

民俗技藝學系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
「雜技類—專業術科  教學觀摩研討會」

場次/時間 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指導專家、學者

101年4月2日�(一)

<第一場>
08:30～10:00

陳儒文
【健身類】
特技技巧—皮條技巧訓練

張文美、陳建和
詹益淦、程育君

<第二場>
10:30～12:00

李心瑜
【平衡造型類】
雜耍技巧—盤子或傘球訓練

伍曼麗、張文美
程育君

<第三場>
13:30～15:00

楊益全
【拋接類】
雜耍技巧—棒進階技巧訓練

陳嘉遠、卓俊伶
龍��強

<第四場>
15:30～17:00

彭書相
【翻騰造型類】
綜合排練—獅子技巧訓練

陳嘉遠、詹益淦

場次/時間 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指導專家、學者

101年4月3日�(二)

<第五場>
08:30～10:00

張京嵐
【基本教學】
基本功訓練—倒立進階基本
功

曾玉華、卓俊伶
龍��強、張文美
吳怡瑢、程育君

<第六場>
10:30～12:00

陳俊安
【平衡造型類】
特技技巧—排椅技巧訓練

曾玉華、卓俊伶
張文美、羅飛雄
龍��強、陳建和
吳怡瑢、程育君

<第七場>
13:30～15:00

洪佩玉
【基本教學】
基本功訓練—腰腿基本功

龍��強、詹振福
吳怡瑢、詹益淦
程育君

時間：101年4月2日(一)、4月3日(二)��地點：內湖校區嘯雲樓1、3、5樓

7月18日，劇場藝術系師生出發至泉州藝術學校進行兩岸交流學習。20日上午，泉
州藝校首期「臺灣戲曲學院師生交流學習考察團」正式開班。玉天老師表示：「兩岸通
過戲曲文化交流，有助於臺灣戲曲學院學生進一步瞭解泉州戲曲，以助今後表演功力
之提升。我們主要是學高甲戲以及南音，這是首屈一指的泉州藝術，而泉州正是這些傳
統藝術的根源，所以我們要到那裡尋根挖寶學習。」泉州藝校被譽為閩南戲曲的搖籃。
對於此次交流活動，泉州藝校校長謝千紅也表示：「學校已經充分準備好交流平臺，精
心安排了交流課程，希望通過交流學習，臺灣師生能夠從中吸收閩南傳統文化的精華。
在接下來的兩個多星期裡，泉州藝術學校精心設計了豐富的課程，除了安排本校優秀教
師的輔助教學外，還特別邀請泉州市南音、梨園、高甲、木偶等各大劇種的專業劇團的
優秀代表人物前來教導、傳藝。」

 23日下午劇場藝術系師生前往泉州藝校的分校「安溪藝術學校」參加座談會，安
溪藝術學校並於晚間特別演出六齣精彩的高甲戲，讓師生留下深刻印象，也引發同學
們對高甲戲的興趣。同學們於24日晚間受邀至泉州人民廣播電台接受現場直播連線訪
問，並應聽眾現場要求唱歌仔戲、客家戲，也與泉州藝術學校的謝校長千紅現場電話
連線，藉此機會介紹紹臺灣戲曲學院在臺灣傳統戲曲教育的重要性，也將學校六個系
的特色與所學介紹給謝校長及福建泉州的聽眾。

30日由安溪藝術學校安排兩位高甲戲老師至泉州藝校教同學們高甲戲，同學們
經過一天學習高甲戲的基本動作後，即以基本功組合成一個4分鐘的高甲戲「群丑獻
藝」，展現劇場藝術系學生的良好學習與表演功力。

31日下午，蔡副校長欣欣親臨泉州藝校觀賞學習成果結業匯報，劇場藝術系同學
精彩的表演成果獲得副校長很大的肯定，最後同學們還演出前一天剛排練出來的節目
「群丑獻藝」獻給蔡副校長，讓蔡副校長十分驚喜，也展現此次研習相當豐碩的成果。

首期的兩岸交流活動，為兩校姊妹校院奠定了良好的互動關係與基礎，有了這次
交流的良好經驗，同學們也期待日後有機會能再次到泉州藝校學藝。

劇場藝術學系

到泉州人民廣州電台接受現場直播連線訪問

劇場藝術學系師生赴泉州交流學藝

開班儀式

高甲上課照片

提線木偶上課照片

梨園上課照片

南音上課照片

匯報演出

第十一個節目-空中環

來賓、老師與全體學員合照留影

學員謝幕

張瑞濱校長致贈紀念品于中國雜技團總經理張紅女士留念張紅總經理致贈紀念品于張瑞濱校長留
念



04版 05版

民俗技藝學系雜技類—專業術科教學觀摩研討會歌仔戲學系
安
童

買
菜

樓
台

會

廖

瓊
枝
老

師

副
校

長
演
講

石
惠

君
老

師

樓
台
會

樓
台
會

為使新加坡當地觀眾了解臺灣歌仔戲之現況及人才培養，7月20日至22日，新加坡城隍藝術學院於韭菜芭城隍廟廣場舉辦為期三天的「兩岸三地歌仔戲匯演」大型演出活動。

海峽兩岸的歌仔戲名家，以及廈門歌仔戲研習中心、廈門藝術學校和臺灣戲曲學院的學員們聯袂參與演出。透過本校學生的表演以及新加坡當地的平面媒體報導，讓許多喜愛歌仔

戲的新加坡民眾了解本校長年以來對於歌仔戲傳統的傳承與人才培育的重視。

    透過學術講座及示範演出，向新加坡官方展示臺灣歌仔戲特色。7月22日下午由新加坡城隍藝術學院主辦、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贊助、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支持的「兩岸三地

歌仔戲講座與示範」，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觀景廳舉行，主賓為外交部兼社會發展青年與體育部高級政務次長陳振泉。講座主講者包括蔡欣欣副校長

（臺灣）、曾學文所長（廈門）、蔡碧霞戲曲總監（新加坡）。演出節目有臺灣著名歌仔戲藝術家廖瓊枝老師、石惠君老師獻唱經典歌仔戲唱段，中國第二十四屆戲劇梅花獎得主蘇

燕蓉小姐與第九屆中國藝術節表演獎獲得者莊海蓉小姐聯袂表演，而廈門歌仔戲研習中心、臺灣戲曲學院聯合城隍藝術學院09級歌仔戲委培班學員也表演了精彩選段，向觀眾展

示各自地方特色的歌仔戲。

    透過本校蔡副校長演講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近況、本校廖瓊枝老師、石惠君老師與同學的現場示範，讓新加坡官方更深入認識本校對於歌仔戲傳承的努力，有優秀的國寶

級藝師於本校傳承技藝，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基礎，繼往開來。此行成功向新加坡展示本校在歌仔戲表演、音樂、及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斐然成績，精彩的演出也贏得了觀眾的熱

烈掌聲。

兩岸三地歌仔戲大匯演 本次教學研討會經由教學探討，檢視雜技專業技術教師的角色與具備條件、教學的方法與引導、教學原則與注意要點以及教學評量方法、方式與依據等，並根據教學之需要，
把握教學法之精神與要旨，將教學成效精進，建構出學理兼具之身體文化教育系統。

透過雜技類專業技術教師們在兩天共八場研討會中的教學示範呈現，以及教學觀摩研討會的交流，逐步讓教學與專業等面向更臻完整，充實系上教育資源，讓民藝系(雜技舞
蹈表演藝術)走得更具學術理念基礎。

<第一場>【健身類】特技技巧—皮條技巧訓練/陳儒文

●張校長瑞濱蒞臨指導由系主任李曉蕾說明 ●�蒞臨學者(左起：張文美、陳建和、詹益淦、程育
君)分別給予師生講評勉勵

●�陳儒文老師悉心教導每位學生皮吊技巧之特性
及注意事項

●�老師協助每位學生做深層暖身及拉筋以增強學
生表現能力

<第三場>【拋接類】雜耍技巧—棒進階技巧訓練/楊益全

<第四場>【翻騰造型類】綜合排練—獅子技巧訓練/彭書相

<第五場>【基本教學】基本功訓練—倒立進階基本功/張京嵐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曾玉華、吳怡瑢、卓俊伶、
龍強、程育君、張文美、李曉蕾)

●�授課教師張京嵐協助學生做倒立推樁後壓背舒
展消除肌肉緊繃

●�老師協助學生倒立訓練：單立杯技巧 ●�倒立訓練：單層雙飛燕技

<第二場>【平衡類】雜耍技巧—傘球訓練/李心瑜

●老師用手擊拍學生進行反傘轉球壓球訓練 ●�授課教師示範傘滾球動作—正把傘上轉球●�授課教師講解持傘把位與腳部站姿及如何呈現
優美身韻與台風

●�與會學者(左起：張文美、伍曼麗、程育君)與授
課教師、學生課後討論與講評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卓俊伶、陳嘉遠、龍強)與
本系主任李曉蕾及學務長程育君觀摩教學

●�老師示範拋接時眼睛要注意棒子位移的變化隨
時予以修正

●�授課老師示範底坐扛人拋接時應注意的要點 ●�課後與學者專家們交流分享教學意見與經驗

●與會學者文化大學體育系主任陳嘉遠指導 ●�老師叮嚀注意事項並做課後檢討與收操運動●�學生揣摩老師跳樁動作老師從旁協助保護 ●�與會專家詹益淦教授建議與勉勵教學事項並與
教師及學生們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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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新加坡當地觀眾了解臺灣歌仔戲之現況及人才培養，7月20日至22日，新加坡城隍藝術學院於韭菜芭城隍廟廣場舉辦為期三天的「兩岸三地歌仔戲匯演」大型演出活動。

海峽兩岸的歌仔戲名家，以及廈門歌仔戲研習中心、廈門藝術學校和臺灣戲曲學院的學員們聯袂參與演出。透過本校學生的表演以及新加坡當地的平面媒體報導，讓許多喜愛歌仔

戲的新加坡民眾了解本校長年以來對於歌仔戲傳統的傳承與人才培育的重視。

    透過學術講座及示範演出，向新加坡官方展示臺灣歌仔戲特色。7月22日下午由新加坡城隍藝術學院主辦、新加坡韭菜芭城隍廟贊助、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支持的「兩岸三地

歌仔戲講座與示範」，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觀景廳舉行，主賓為外交部兼社會發展青年與體育部高級政務次長陳振泉。講座主講者包括蔡欣欣副校長

（臺灣）、曾學文所長（廈門）、蔡碧霞戲曲總監（新加坡）。演出節目有臺灣著名歌仔戲藝術家廖瓊枝老師、石惠君老師獻唱經典歌仔戲唱段，中國第二十四屆戲劇梅花獎得主蘇

燕蓉小姐與第九屆中國藝術節表演獎獲得者莊海蓉小姐聯袂表演，而廈門歌仔戲研習中心、臺灣戲曲學院聯合城隍藝術學院09級歌仔戲委培班學員也表演了精彩選段，向觀眾展

示各自地方特色的歌仔戲。

    透過本校蔡副校長演講臺灣歌仔戲的發展與近況、本校廖瓊枝老師、石惠君老師與同學的現場示範，讓新加坡官方更深入認識本校對於歌仔戲傳承的努力，有優秀的國寶

級藝師於本校傳承技藝，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為基礎，繼往開來。此行成功向新加坡展示本校在歌仔戲表演、音樂、及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斐然成績，精彩的演出也贏得了觀眾的熱

烈掌聲。

兩岸三地歌仔戲大匯演 本次教學研討會經由教學探討，檢視雜技專業技術教師的角色與具備條件、教學的方法與引導、教學原則與注意要點以及教學評量方法、方式與依據等，並根據教學之需要，
把握教學法之精神與要旨，將教學成效精進，建構出學理兼具之身體文化教育系統。

透過雜技類專業技術教師們在兩天共八場研討會中的教學示範呈現，以及教學觀摩研討會的交流，逐步讓教學與專業等面向更臻完整，充實系上教育資源，讓民藝系(雜技舞
蹈表演藝術)走得更具學術理念基礎。

<第一場>【健身類】特技技巧—皮條技巧訓練/陳儒文

●張校長瑞濱蒞臨指導由系主任李曉蕾說明 ●�蒞臨學者(左起：張文美、陳建和、詹益淦、程育
君)分別給予師生講評勉勵

●�陳儒文老師悉心教導每位學生皮吊技巧之特性
及注意事項

●�老師協助每位學生做深層暖身及拉筋以增強學
生表現能力

<第三場>【拋接類】雜耍技巧—棒進階技巧訓練/楊益全

<第四場>【翻騰造型類】綜合排練—獅子技巧訓練/彭書相

<第五場>【基本教學】基本功訓練—倒立進階基本功/張京嵐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曾玉華、吳怡瑢、卓俊伶、
龍強、程育君、張文美、李曉蕾)

●�授課教師張京嵐協助學生做倒立推樁後壓背舒
展消除肌肉緊繃

●�老師協助學生倒立訓練：單立杯技巧 ●�倒立訓練：單層雙飛燕技

<第二場>【平衡類】雜耍技巧—傘球訓練/李心瑜

●老師用手擊拍學生進行反傘轉球壓球訓練 ●�授課教師示範傘滾球動作—正把傘上轉球●�授課教師講解持傘把位與腳部站姿及如何呈現
優美身韻與台風

●�與會學者(左起：張文美、伍曼麗、程育君)與授
課教師、學生課後討論與講評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卓俊伶、陳嘉遠、龍強)與
本系主任李曉蕾及學務長程育君觀摩教學

●�老師示範拋接時眼睛要注意棒子位移的變化隨
時予以修正

●�授課老師示範底坐扛人拋接時應注意的要點 ●�課後與學者專家們交流分享教學意見與經驗

●與會學者文化大學體育系主任陳嘉遠指導 ●�老師叮嚀注意事項並做課後檢討與收操運動●�學生揣摩老師跳樁動作老師從旁協助保護 ●�與會專家詹益淦教授建議與勉勵教學事項並與
教師及學生們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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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平衡造型類】特技技巧—排椅技巧訓練/張京嵐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曾玉華、吳怡瑢、卓俊伶、
陳建和、羅飛雄、龍強、程育君等)

●�學生自主練習全旋動作以加強上肢、核心及下肢
肌群之肌耐力

●�老師協助學生進行吊頂訓練其餘學生自主性練
習把竿行走、推撐及L字以加強肌耐力

●�課後專家學者針對課程內容與師生互動討論交
流

<第七場>【基本教學】基本功訓練—腰腿基本功/洪佩玉

●�與會學者專家(右起：詹益淦、吳怡瑢、詹振福、
龍強、程育君、李曉蕾)

●�授課教師洪佩玉示範教導腿部基本功：地板側
壓腿

●�老師指導下腰(拱橋)動作練習並逐一調整正確
姿勢

●�老師細心叮嚀收操重要性及進腰部基本功收操
機動作

【綜合探討】回饋與分享

●綜合探討時間：本系主任李曉蕾擔任主持人 ●�李主任說明本教學研討會之意義與功能 ●�與會學者專家與授課教師交流 ●�中者：國家級教練詹振福老師給予本系建言

●�中華民國雜技家協會常務理事詹益淦與本系教
師意見交流

●�中華民國雜技家協會常務理事詹益淦經驗分享 ●�大陸教師來臺講學(研究)之龍強老師與本系教
師分享經驗

●�前雲南省雜技團團長(國家一級演員)龍強老師
建議事項

民俗技藝學系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學系
「雜技類—專業術科  教學觀摩研討會」

場次/時間 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指導專家、學者

101年4月2日�(一)

<第一場>
08:30～10:00

陳儒文
【健身類】
特技技巧—皮條技巧訓練

張文美、陳建和
詹益淦、程育君

<第二場>
10:30～12:00

李心瑜
【平衡造型類】
雜耍技巧—盤子或傘球訓練

伍曼麗、張文美
程育君

<第三場>
13:30～15:00

楊益全
【拋接類】
雜耍技巧—棒進階技巧訓練

陳嘉遠、卓俊伶
龍��強

<第四場>
15:30～17:00

彭書相
【翻騰造型類】
綜合排練—獅子技巧訓練

陳嘉遠、詹益淦

場次/時間 授課教師 課程內容 指導專家、學者

101年4月3日�(二)

<第五場>
08:30～10:00

張京嵐
【基本教學】
基本功訓練—倒立進階基本
功

曾玉華、卓俊伶
龍��強、張文美
吳怡瑢、程育君

<第六場>
10:30～12:00

陳俊安
【平衡造型類】
特技技巧—排椅技巧訓練

曾玉華、卓俊伶
張文美、羅飛雄
龍��強、陳建和
吳怡瑢、程育君

<第七場>
13:30～15:00

洪佩玉
【基本教學】
基本功訓練—腰腿基本功

龍��強、詹振福
吳怡瑢、詹益淦
程育君

時間：101年4月2日(一)、4月3日(二)��地點：內湖校區嘯雲樓1、3、5樓

7月18日，劇場藝術系師生出發至泉州藝術學校進行兩岸交流學習。20日上午，泉
州藝校首期「臺灣戲曲學院師生交流學習考察團」正式開班。玉天老師表示：「兩岸通
過戲曲文化交流，有助於臺灣戲曲學院學生進一步瞭解泉州戲曲，以助今後表演功力
之提升。我們主要是學高甲戲以及南音，這是首屈一指的泉州藝術，而泉州正是這些傳
統藝術的根源，所以我們要到那裡尋根挖寶學習。」泉州藝校被譽為閩南戲曲的搖籃。
對於此次交流活動，泉州藝校校長謝千紅也表示：「學校已經充分準備好交流平臺，精
心安排了交流課程，希望通過交流學習，臺灣師生能夠從中吸收閩南傳統文化的精華。
在接下來的兩個多星期裡，泉州藝術學校精心設計了豐富的課程，除了安排本校優秀教
師的輔助教學外，還特別邀請泉州市南音、梨園、高甲、木偶等各大劇種的專業劇團的
優秀代表人物前來教導、傳藝。」

 23日下午劇場藝術系師生前往泉州藝校的分校「安溪藝術學校」參加座談會，安
溪藝術學校並於晚間特別演出六齣精彩的高甲戲，讓師生留下深刻印象，也引發同學
們對高甲戲的興趣。同學們於24日晚間受邀至泉州人民廣播電台接受現場直播連線訪
問，並應聽眾現場要求唱歌仔戲、客家戲，也與泉州藝術學校的謝校長千紅現場電話
連線，藉此機會介紹紹臺灣戲曲學院在臺灣傳統戲曲教育的重要性，也將學校六個系
的特色與所學介紹給謝校長及福建泉州的聽眾。

30日由安溪藝術學校安排兩位高甲戲老師至泉州藝校教同學們高甲戲，同學們
經過一天學習高甲戲的基本動作後，即以基本功組合成一個4分鐘的高甲戲「群丑獻
藝」，展現劇場藝術系學生的良好學習與表演功力。

31日下午，蔡副校長欣欣親臨泉州藝校觀賞學習成果結業匯報，劇場藝術系同學
精彩的表演成果獲得副校長很大的肯定，最後同學們還演出前一天剛排練出來的節目
「群丑獻藝」獻給蔡副校長，讓蔡副校長十分驚喜，也展現此次研習相當豐碩的成果。

首期的兩岸交流活動，為兩校姊妹校院奠定了良好的互動關係與基礎，有了這次
交流的良好經驗，同學們也期待日後有機會能再次到泉州藝校學藝。

劇場藝術學系

到泉州人民廣州電台接受現場直播連線訪問

劇場藝術學系師生赴泉州交流學藝

開班儀式

高甲上課照片

提線木偶上課照片

梨園上課照片

南音上課照片

匯報演出

第十一個節目-空中環

來賓、老師與全體學員合照留影

學員謝幕

張瑞濱校長致贈紀念品于中國雜技團總經理張紅女士留念張紅總經理致贈紀念品于張瑞濱校長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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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技藝學系暑期中國雜技藝術學校研習之旅 京劇團
新年輕京劇運動啟動─郭敏芳專場

一個藝文空間的存在意義，端賴民眾親近他、善用它，藝文活動才能如源源活水般
在其間流動。本校內湖校區何其有幸坐擁二個表演廳堂，其中中正堂是京劇團長期展演
經典戲曲與傳統老戲的表演區．多年提供經營「復興劇場」下來，擁有一群忠實的觀眾
群，定期來為本團的演出加油打氣。

八月份的專場是由資深演員郭敏芳挑樑擔綱演出《廉錦楓》、《秋江》(崑)、《癡
夢》(崑)、《宇宙鋒》四齣，京崑並重，娓娓唱來，婉約動人．尤其前臺設計了不同以往風
格，增加了戲服道具的陳列展示；郭敏芳的劇照；生活照及留言簿的分享；中場剪輯播放
郭敏芳學戲歷程介紹，增加觀眾對她成長的了解與認識，再再都令人耳目一新；終場郭

敏芳更來到前臺與粉絲簽名與合影，場面溫馨又感人。郭敏芳說：戲曲演員能穿越時空，
扮演古人、享受舞臺，更享受人生。她十分感恩這一切。張校長瑞濱、蔡副校長及張主任
秘書都到場為其祝賀，是一場成功的演出。

而幕後策畫與製作這一改變的人，是剛考入本團的青年才俊－徐挺芳，他謙歨地表
示，這一切均是受劇團的師長們對藝術工作的投入與執著所啟發，希望能將欣賞京劇，
推展變成能與年輕人貼近，暨時髦又酷的一項運動，這樣才能維護此門藝術並傳唱不
墜！且讓我們拭目以待，“新年輕京劇運動”方興未艾！

《楊妃夢》巡演
   初秋到中壢藝術館

中壢藝術館具備桃園縣內舞台空間最大、設備最專業
的劇場。近年來已成為國內外各大表演節目理想的巡演
點，服務的觀眾群除了大桃園地區居民外、更涵蓋到新北
市及竹苗地區。 

桃園縣文化局陳學聖局長表示：為了增加縣民走進中
壢藝術館的意願，今年文化局將中壢館活動定位為「戲劇
年」，因為在表演藝術領域中，戲劇類節目通常呈現較具
象的人事情境，因而較易為一般大眾所接受喜愛；因此今
年在中壢藝術館安排多達20餘場的戲劇類節目。而本校
京劇團受邀於9月5日晚間7:00假該館音樂廳搬演新編崑
劇《楊妃夢》，要讓各年齡層的觀眾朋友都能在欣賞戲劇
中找到情感記憶的共鳴，廣邀民眾免費自由入場，一起來
感受戲劇節目的動人魅力。

當日演出吸引許多前來觀眾前來觀賞，並紛紛豎起大
拇指，現場讚歎聲與掌聲不斷，並表示桃園縣文化局舉辦
這次演出，讓民眾飽受眼福，演出融入傳統與創新的京劇
演藝，透過演員華麗出眾的藝術呈現，豐富地展現出臺灣
京劇發展與傳承之潛力，再次感受臺灣戲曲學院培植戲
曲人才的發芽、茁壯，讓臺灣京劇文化精緻藝術傳承得以
延續，對本校傳統戲曲的推廣深感敬佩。

出發囉～未來一個月要努力學習 高拐頂初體驗高拐頂初體驗高拐頂初體驗高拐頂初體驗

第五個節目-盤子 第十個節目-拍球第八個節目-水流星第七個節目-丟圈第六個節目-晃管

學員與王晶敏老師合影 第四個節目-頂技第三個節目-丟棒第二個節目-軟功第一個節目-對手頂

盤子-左美指導動作技巧連接 張瑞濱校長(中)港澳台辦肖局(右二)張紅總經理
(右三)張文美研發長(左一)張旭南主秘(左二)

張瑞濱校長等一行抵達中國雜技團，中
雜張紅總經理接待

雜耍-彈球技巧(五顆球)雜耍-丟五支棒

對手頂練習-舉人、上腿起頂 軟功-技巧練習皮條-後壓時間盤子-五塊盤起法皮條-壓技巧

空中環-劈腿前後彎腿 呼拉圈-腿尖控圈練習滕麗老師軟功後搬腿劉勇老師扶推樁子-強化手臂的力量基本功訓練，從壓腿柔韌性開始

晃管練習 水流星-躺蹬技巧對手頂技巧組合對手頂接前空翻落地王晶敏老師-對手頂素質訓

呼拉圈-常俊菊老師指導前手翻接 呼拉圈-常具菊老師指導動作技巧軟功-打腿基本功-技巧前的暖腰活動基本功-分腿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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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101！」 臺灣戲曲學院樂齡大學邁入第二年！

「魔幻我嘉」慈善晚
會 觀眾大飽眼福

本校是我國教育史上第一所戲曲人才養成學府，以培育傳統藝術人才、弘揚傳統戲曲文化為宗旨。今(101)年獲教育部全額補助【101--藝術與生活深耕計畫】，以推動傳統表
演藝術中小學校園紮根為目標，讓青年學子「以藝術融入生活，從生活展現藝術」，繼而推展傳統表演藝術至社區，以人文涵養心靈，以藝術拓展生活，而臻至藝文樂活「還戲於
民」之推廣目的。

傳統戲曲藝術綿延久遠，為民族文化的無價瑰寶，結合了詩歌樂舞等各類藝術，以綜合的文學與藝術風姿，連結時代脈動，體現生命智慧，反映現實生活，展演風土人情。正可
成為教育部於中小學大力推廣鄉土文化教育的生動代言人，讓青年學子從傳統戲曲藝術中認識本土文化，並且涵養心靈、悠遊藝文，培養豐富的文化素養。

就文化藝術的價值而言，傳統戲曲最能呈現一個民族的文化涵養與藝術品味。不論東西方國家，在探究每個民族的文化內涵、文化藝術特質與精神品貌時，皆重視其傳統戲劇
藝術的保存與影響。而在文化藝術的精神內涵中，傳統與現代應是互相衍生互相融合，如此才能匯集浩瀚的文化江流於未來。因此，為了延續傳統、傳承未來，傳統戲曲應紮根於校
園，並融入教育與生活。 

本計畫以推廣藝術向下紮根及藝術進入社區之目標，拉近城鄉差距，平均藝術文化資源，實施對象將著重新北市偏遠地區之國中(15所)、小學(50所)，以增加偏遠學校接近傳
統藝術文化機會。本活動將與新北市教育局共同規劃觀賞展演之學校，預計於11月起，主動「送戲上門」，深入新北市偏遠鄉鎮，將戲曲及民俗表演藝術送到各國中小學，以『大手
牽小手，藝術向前走』的快樂學習，達到戲曲藝術的普及與推廣。

「噹~~噹~~」校長張瑞濱與及最年長(85歲)的樂齡學生章峻祺一起敲響大鑼，激發出悠揚繚繞的聲響，樂齡大學正式開鑼囉！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於去年首度獲教育部補助辦理「樂活100!」樂齡大學，以戲曲專長之特色課程內容，深獲樂齡學生喜好，參與熱烈。今年，「樂活101!」樂齡大學再度獲教育
部全額補助，於9月17日歡樂開學！

臺灣戲曲學院去年開辦的「樂活100!」樂齡大學，因藝術課程（京劇、歌仔戲、客家戲）活潑多元，加上由太極導引創始人熊衛老師嫡傳弟子吳慶宗教導的「太極養生」課程實
用而有效，藝術特色佳評如潮。學員奔走相告、相互招攬下，學生人數不斷暴增，遠超過額定30名學生數，多達56人。

「樂活100」學員年齡最高者為92歲的許女士，是特別喜好京劇老旦的資深票友，聽聞可以免費學京劇，開心地報名樂齡大學。另外， 73歲的陳同學本身不是客家人，也不會
說客家話，但對客家話很有興趣，上了「相招唱山歌」之後，每次上課都喜歡用客家話問候老師及同學，客家山歌更是朗朗上口，因為勤奮練習，甚至在第二次上課時就能將歌詞全
部背下來，發音也相當標準，可見客家山歌的魅力匪淺。一般大眾較熟悉的歌仔戲「作伙唸歌仔」課程，讓學員唱著「身騎白馬」七字調，手執馬鞭趕三關，各個學生都化身帥氣的
薛平貴。戲曲老師不僅教唱腔，還教動作身段，手、眼、身、歨、法，樣樣都要學，對於平常愛看野台戲的高齡者而言，能夠親身體驗「扮戲」是人生中難得的經驗。

今年「樂活101」已於9月17日開學，報名人數已經突破預計名額30人，達到40人，開學典禮由校長張瑞濱及最年長的樂齡學生章峻祺一起敲響大鑼，象徵著樂齡大學「好戲開
鑼」。在暑假報名期間，許多舊生已迫不及待的報名，甚至有人在國外還特別委託女兒致電保留名額。但為顧及課程與空間品質，學員數必須管控，對此次未能參與者，甚表遺憾。
本年度的課程，保留傳統戲曲特色課程外，另加入雜耍、舞蹈、現代戲劇等課程，以銀髮族體力及肢體協調力皆能負荷之考量，讓他們體驗雜耍趣味，如扯鈴、花棒、丟球…等，更可
加強其肢體動能及手眼協調性，預防老人失智問題。此外，「銀髮膳食」及「樂齡健康生活」課程，讓樂齡學員吃得健康、養生，還要活得自在、活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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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藝術向前走──「101藝術與生活深耕計畫」

為慶祝嘉義市升格三十週年， 8月19日嘉義市政府於
文化局音樂廳舉行「魔幻我嘉」魔術表演， 8月15日上午市
政府先於市府中庭舉行記者會，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
團、魔術師簡銘宣、胡凱倫帶來精彩刺激的表演，最後並由
副市長李錫津、中華廈漳泉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程威、國
際魔術師協會台灣360分會長、綜藝團團長羅飛雄共同宣
布「魔幻我嘉」的神祕佳賓──近年來在兩岸三地相當受
到歡迎並有「當代最偉大魔術師」稱號的劉謙，並預告魔
術師屆時將會現身演出，帶來精彩魔術表演。

此外，為關懷弱勢，由中華廈漳泉文化交流協會、財團
法人嘉義市私立福添福社會福利基金會、國際魔術師協會
台灣360分會與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於8月17日晚間假嘉義
市東區體育館舉辦慈善義演晚會，市長黃敏惠特別邀請各
位弱勢朋友們共同欣賞演出，一同感受雜技節目的驚奇美
妙及知名魔術大師帶來的華麗表演，隨著演出一起走進魔
幻的異想空間。

慈善晚會節目由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綜藝團的京劇變
臉揭開序幕，搭配高難度的雜技表演，雙人軟骨功、直上青
雲、晃板等多項突破人體極限的高難度肢體動作，並安排
台灣知名魔術師趙偉成、簡銘宣帶來精彩刺激的魔術秀，
華麗的燈光效果，結合多變的音樂節奏，表演者精彩的演
出讓現場觀眾看的嘖嘖稱奇、讚譽有加。

第34期大戲台頭版頭"東方莎士比亞"

 導演張旭南表示，「在戲曲中，談話與談話中間的『轉換』過程，穿插動作，以人代物的表演方式，《雜劇班頭--關漢卿》算是開端之作」。

應更正為:

導演張旭南表示，「在戲曲中，談話與談話中間的『轉換』過程，穿插動作，以人代物的表演方式，是戲曲成形初期早期形式的重現」。

第34期更正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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