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度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自我評鑑報告

藝 術 學 院 舞 蹈 學 系

報告人：蘇安莉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2 日



報告大綱
2

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總結



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3



 舞蹈學系的前身為五年制舞蹈科，設立於1964年，

為國內教育史上第一個舞蹈科系。

 1966年秋奉教育部核准改為舞蹈音樂專修科。

 1969年秋舞蹈音樂專修科分為舞蹈、國樂二組。

 1975年晉升為四年制體育系舞蹈組。

 1982年獨立為舞蹈學系。

 1999年增設舞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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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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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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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育傳統藝術人才，加強本土之舞蹈研究。

2.融合中西舞蹈之精華，發展當代舞蹈藝術。

3.著重專業舞蹈教育與舞蹈人文之研究。

項
目
一



舞蹈學系特色

1.本校為一所規模龐大、制度嚴謹之綜合大學，設系完整，
學生學習領域寬廣，輔系及雙學位制度的設立，充分提供
了學生跨領域的學習空間。因此舞蹈學系除了加強舞蹈專
業技能與人文學科外，亦鼓勵學生修習雙學位與輔系之課
程。

2.尊重個別差異，每年定期舉行年度公演、班級展演、舞蹈
創作比賽以及畢業公演，讓每位學生都有演出機會。

3.拓展學生國際觀視野，本系經常應邀出國演出或訪問，參
加國際舞蹈研習營與前往不同地區進行「移地學習」等相
關活動。

4.提高表演與創作能力，本系經常舉辦「CCU舞蹈研習營或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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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

培養舞蹈表演人才

培養舞蹈編創人才

培養舞蹈教學人才

7

項
目
一



【表演實務】(一)(二)

【芭蕾】(一)(二)(三)(四)

【現代】 (一)(二)(三)(四)

【中國舞】 (一)(二)(三)(四)

【芭蕾.現代.中國舞主修】

(一)(二)(三)(四)

動作分析、音樂與舞蹈、舞蹈行政

舞蹈概論、藝術概論

中國舞蹈史、西洋舞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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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修訂與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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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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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與方向
1.多元獎助制度。

2.多元之專業學程。

3.精進學習品質，鼓勵學生參與創作、演出、比賽、實習等活動。

4.積極推動國際移地學習、大師專題演講、企業參訪等活動。著重發展

學生全球觀與在地化的交流學習。

5.鼓勵教師們研究、創作與進修。

6.延續「中華舞蹈研究小組」之模式。未來將籌建「芭蕾、現代舞」研

究小組進行相關之研究與發表。

項
目
一



系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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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改善作法

1.鼓勵教師進修，精進教學品質

2.落實課程規劃，優化專業展演

3.重視國際展演，帶動移地教學

4.努力建立產官學合作機制

項
目
一



教師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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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郁玟老師進修Master Stretch

鄭維怜老師參加中國古典舞研習-劍

蘇安莉、魏沛霖、鄭維怜老師
參與北京師範大學國際創意研
討會

蘇安莉參與當代舞蹈技巧研習

項
目
一



課程及研討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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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 藝術行政課程
及舞蹈治療工作坊

106學年 移地學習課程
及傳統舞蹈重建研討會及工作坊

107
學
年
芭
蕾
及
戲
劇
工
作
坊

項
目
一



移地學習課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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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學參訪
國際高校展演

大師課程

項
目
一



小結

中國文化大學舞蹈學系

在臺灣舞蹈教育深耕發展超過半世紀。

秉持培養「表演、編創、教學」人才為教育宗旨

，以學生學習為本的教學機制，落實本系五項核心

能力。培育出符合本系教育目標之舞蹈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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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與教學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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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共 7位：教授 2 位、副教授 4位、講師1

位、兼任教師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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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曼麗教授

魏沛霖副教授

何郁玟副教授

芭蕾小組老師／研究成就
項
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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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共 7位：教授 2 位、副教授 4位、講師1

位、兼任教師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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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隆蘭副教授

盧翠滋副教授

鄭維怜講師

中國舞小組老師／研究成就
項
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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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共 7位：教授 2 位、副教授 4位、講師1

位、兼任教師７名。



現代小組老師／研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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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安莉教授 顏翠珍教授 林郁晶副教授

項
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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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共 7位：教授 2 位、副教授 4位、講師1

位、兼任教師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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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小組老師／研究成就

江映碧教授

林郁晶副教授

鄭維怜講師

項
目
二



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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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教材

動作

示範

實際

演練

講述

討論
問題導

向學習

分享與

回饋

專題

研究

項
目
二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落實之情形

「即時回饋系統」

「期中教學評量」

「期末教師教學意見調查」。
確保學生學習需求與提升教學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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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二

教師教學評量結果



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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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活動

項
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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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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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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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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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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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展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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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展演活動

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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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展演活動

教師個人創作與指導表現
項
目
二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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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師資結構均衡，流動率極低，利於系務的穩定發展，及較佳
的教學效能與品質。

2.本系發展目標規劃以配合社會發展趨勢為導向。課程教學設
計朝向多元化發展，尊重學生個別差異。

3. 106、107學年度開設「舞蹈跨域課程」，由系專任教師授
課。能使教師具體執行推廣舞蹈知識，提高舞蹈藝術領域的
愛好者參與。

項
目
二



項目三：學生與學習37



招生管道:

國樂暨舞蹈單獨招生、寒暑假轉學招生、陸生聯
招會海外聯招會、僑生單獨招生、外國學生申請
入學

為招收適才適性學生，本系也規劃:

1.藝術招生列車活動：以展演的方式與高中生互動，介紹
本校及舞蹈學系特色、優點及生活型態，期望藉此藝術
招生列車活動讓同學們能優先選擇就讀本校。

2.提供多元獎助學金：

（1）新生入學獎學金 （2）成績優異獎學金

（3）華岡舞團獎學金 （4）舞蹈創作獎學金

招生策略與規劃
項
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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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學年度 藝術招生列車
39

中華藝校 嘉義女中

項
目
三



１０６學年度 藝術招生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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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高中 彰化藝術高中

項
目
三



１０７學年度 藝術招生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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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高中 彰化藝術高中

項
目
三



支持性輔導機制
項
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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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學年入學新生，透過導師制以及本系學長姐

制度，協助新生瞭解本系各項修業規定、課程規劃、

畢業門檻。

導師可以利用學校「四合e全方位主動學習平台」進

行協助，解決學習及生活上困難，提供學生全方位

幫助。



四合e全方位主動學習平台

生涯歷程檔案管理 導師資訊平台/學生輔導資料

導師資訊平台/學生輔導清單 大專校院職能診斷平台

項
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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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輔導機制

入學

學生學習定向輔導

(深化新生入學輔導，落實職涯探

索及定向輔導)

1.大學入門-新生定向輔導

2.開啟學生生涯歷程檔

案(e-portfolio)

3.認識課程地圖

4.學習計畫輔導

5.導生輔導

6.UCAN就業職能興趣與

性向診斷

7.身心檢測

學習歷程輔導

(導師運用四合e資訊平台
追蹤學生學習進度與成效

給予必要輔導)

1.課業學習預警及

  輔導

2.課外學習活動

1.職涯諮商輔導

2.就業媒合

職涯輔導

(強化學用接軌，提升

就業競爭力)

1.導師資訊平台

2.生涯歷程檔案

3.UCAN職涯診斷結果

4.課程地圖

四合e資訊平台
(生涯、學涯、職涯、導生輔導紀錄)

預警機制

(針對學生出缺勤及

課業成績不及格達1/2者

予以標示通知導師)

  1.前學期1/2不及

  格預警

2.期中1/2預警

3.缺課1/2預警

非課業問題者，依
據學生狀況轉介至

各單位協助輔導

補救教學

(提供1/2不及格者以及提

供各科課業輔導)

1.導師輔導

2.TA輔導

高關懷追蹤輔導

項
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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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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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專業教室：四間

 排演場地：興中堂、大義E劇場

 電腦教室：20部電腦、單槍投影機、麥克風

 研討室：內配有電腦、單槍投影機、螢幕

 表演服裝：約2500件

 男女更衣室、男女淋浴間：各一間

 服裝儲藏室：一間

 儲藏室：一間

項
目
三



提供學生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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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儀器管理

本系各項教學儀器設有專人負責管理與維護。每年寒、暑假亦

會進行清點、檢查和基本的必要維護，相關教師配合負擔共同管理之

責，工讀生則於學期間投入管理與維護的協助或支援。借用辦法於學

生手冊中公告。

項
目
三



教學空間
(舞蹈教室/排練空間)

項
目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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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會議場所-大恩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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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展現
49

105-107學年度本系與臺灣舞蹈研究學會聯合舉辦「2017全
國研究生舞蹈學術研討會」、「2018台灣傳統舞蹈學術研
討會」、「2018台灣傳統舞蹈重建研習營」、「2018當代
舞蹈工作坊 」等。

「台灣中華舞蹈研究」是將台灣60-70年代之中華民族舞的名
師，包括高棪、李天民、楊蓮英、梁秀娟、陳華、蘇盛軾
等的舞作和教學內容，進行歷史、課程、舞作等複合式整
體研究。

研習營中以「舞蹈課程」與「小品重建」計有10種《霓
裳羽衣舞》、《禮容舞》、《採茶舞》、《小放牛》、《
國劇身段-手眼身法步》、《黃土高原》、《課程再現-中
華舞蹈基訓》、《走邊》、《起霸》、《西藏舞》等舞作

項
目
三



2017全國研究生舞蹈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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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2018台灣傳統舞蹈學術研討會暨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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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2018台灣傳統舞蹈學術研討會暨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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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2018當代舞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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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國際/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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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國際/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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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國際/兩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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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57

項
目
三 2017北京師範大學-移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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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三 2018甘肅蘭州大學-移地學習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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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年畢業生就業率達 98 % ，

從事舞蹈教師58% 、升學5% 、

舞者6% ，藝術相關領域如:

行政5% 、健身、韻律12%、

其他14%。

機 制 評 估 項 目 實 施 時 間 實 施 方
式

專業科目教師檢核 學生核心能力專業表現 在學期間 成績考核

職場表現檢核
升學、就業表現及雇主
評價

畢業半年後開始實施
統計、問卷

 評估機制一覽表

項
目
三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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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多元的學習輔導管道
導師請益時間、班會時間、導師平台、任課教師、班級網路、臉書(FB)、學輔中
心。分別就「生活」、「學習」進行輔導，以「家族制」、「班級制」為基礎，
透過「班級導師」和家族學長姐」進行雙向輔導工作。

２.軟硬體設備

本系軟硬體設備充足，營造優良學習環境。

３.豐富多樣的獎助學金及工讀機會
除本校提供「華岡獎學金」、「身心障礙」等十多種獎學金外，本系校友及校外
人士也提供優渥獎學金，項目多達七種，每年獲獎同學眾多，對學生有實質的幫
助與鼓勵。

4.持續籌辦各項交流活動
舞蹈創作比賽、研習活動、研討會及講座等，辦理成效良好。

項
目
三



總 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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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創建國內第一所舞蹈學系

五十餘年來，多元自由的學術風氣，為舞蹈界培養出許多優

秀人才及傑出教師。

一、「理論與實務、智育與德育」並重，發展各領域專業知識。

二、結合本院不同領域藝術資源，跨界教學與合作，活絡課程

多元及豐富性。

陣容堅強的系友會，不但熱心推動系友與母校建教合作，也

提供各項資源、工作機會及獎學金回饋母系。



未來 本系仍將努力下列幾點，逐步踏實地向前邁進:

一、承繼優良傳統、融合東西文化精髓，開創未來新局勢。

二、提升研究、展演之數量及品質，加強學術研究活動。

三、拓展國內外之學術交流與合作，打開國際視野。

四、持續研究、教學、服務與行政上務實進展，達成學術理想。



評鑑小組負責老師

項 目 負 責 老 師

項 目一 蘇安莉、伍曼麗、林郁晶

項 目二 盧翠滋、鄭維怜

項 目三 顏翠珍、魏沛霖、何郁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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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