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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影舞者成果展示













影舞者-程式概略



規劃: PSEUDO CODES

• 角色S1-種子成長為開花大樹



角色TEST
初始程式/開場



角色WATER-水循環



角色WATER-水循環



角色S1-種子成長為開花大樹



角色S1-種子成長為開花大樹



貳、設計理念、動機與目的



在教學現場的我們發現，國中階段的學
生正面臨尷尬的青春期，羞於在眾人面前表
現自我，故希冀藉由動作元素結合Rabboni

科技媒材，能讓學生從做中學，去感受身體
的動覺經驗，引起學習者對舞蹈的認識與喜
好，也能從實作中逐步建構觀察、想像、模
仿、溝通與表達的能力。



參、作品創意



動作元素與科技媒合，團隊思考以Rabboni結合
Scratch的界面設計，引導學習者將自然科學習之
水循環歷程、種子發芽與長成大樹的教材內容，

讓自己變身為水分子、是一顆等待發芽、生長發

育的種子等情境融入，進而將水分子移動能量與
種子萌發生長旺盛的生命力量轉化為肢體的自由
律動，藉由科技資源輔助學習者，因而，設計出
相互觀照而互為主體的「影舞者」作品。



肆、團隊合作說明



生物老師：生物專長、作品召集人與構想書撰寫。
因研習機會學習Rabboni，除生物專業授課外，亦進
行Rabboni裝置推廣、運用教學與作品設計製作。

資訊老師：資訊科技專長，進行Scratch程式與
Rabboni數據結合等界面製作與教學活動。

表藝老師：表演藝術專長，提供舞蹈元素等意見與
構想書撰寫，以利設計作品等資訊。當製作完成後，
將於課程進行教學活動。 因疫情斷斷續續停課，使得

成果無法如預期施作於教學現
場，讓學生體驗。



伍、影舞者現階段發展與未來展望



科別

階段
自然課 資訊課 表演藝術課

現
階
段
發
展

1.學生能藉由之前課堂

學習人體神經系統中的

神經傳導路徑來認識、

類比Rabboni的傳感模式。

2.複習水循環歷程及種

子的發育生長。

1.分享如何運用新興科技

完成作品。例如：連接

Rabboni取得數值，並分

析抓取數據如何建模，進

而完成作品。

2.Scratch程式撰寫教學。

1.認識舞蹈動作元素，學

習如何運用身體自在舞蹈

及瞭解編舞概念。

2.學生配戴Rabboni，進

行舞蹈課程的體感活動，

開啟創意的延伸。

未
來
展
望

1.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跨域設計的應用發想能力。

2.能拓展傳感器的使用層面，促進科技創新開發與生活整合應用，開啟新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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