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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對表演藝術團體而言，創意為其靈魂所在，有好的創意才會有好的作品。領導行為、凝聚力、溝通方式以及群體成員組成

的多元性等，都是影響創造力的關鍵因素，這些具影響力的因素，大部分都是受領導者所支配。 本研究欲探索領導者對團

體創新行為與創造過程的影響，採取個案深度訪談研究輔以文獻資料，選取不同分類的表演藝術團體，包括戲劇類的A劇

團，以及舞蹈類的B舞坊。A劇團為全桃園縣第一家也是桃園縣唯一一家的專業劇團，而與戲劇界、古典音樂界、流行音

樂界作各種結合，並帶入本土元素的B舞坊，被視為華人地區的指標性團體，故本研究選取此兩個劇代表性的個案，藉由

深度訪談以及資料整理方式，加以分析，結果如下： 一、就表演藝術團隊創新表現的觀察： （一） 表現亮眼的表演藝術

團體，其創作題材多具獨創性，並與表演者自身生活經驗及社會環境相結合。 （二） 表演藝術團體領導人鼓勵不同創意

，該團體容易觀察到成員創新的內在動機。 （三） 考量到團員間的熟悉與信任關係，表演藝術團體成員的聘僱多採用過

去已有合作經驗的成員，可以讓團體降低溝通成本與溝通時間，而有更多的時間花在創新上。 二、對表演藝術團體創造過

程的啟發： （一） 團體成員過去合作經驗與其參與創造過程的程度多寡有所關聯。 （二） 在決策權與知識權方面相結合

，以厚實的領域知識為創新基盤。 三、對領導者的觀察： （一） 表演藝術團體領導者多成長於支持度高的家庭，因環境

的要求與培養薰陶， 具有超凡的好奇心及敏銳觀察力。 （二） 表演藝術團體領導者具有衝突的特質，但能在兩種極端的

個性之中取得巧妙的平衡。 （三） 在領導方面，表演藝術團隊領導者若同時具備兩種以上之專長，可以藉此與不同領域

的專業人員互相溝通進行整合，促使團體朝多元面向發展。 本研究希冀從探索領導者對團體創新行為與創造過程的影響中

，瞭解表演藝術團體領導者特色、團體運作方式與創造過程，使表演藝術團體能以此作為人力資源管理依循的方向，激發

出更豐富及優異之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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