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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民中學中，舞獅社團在民俗藝術教育上之藝術價值，並探討拳兒醒獅團成立經過及學生學習

舞獅活動課程的情形與產生的改變，以及學校行政人員、相關導師、家長的態度。 研究中採用質化研究方法中的文獻分析

法、參與觀察、半結構性晤談等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 訪談對象為拳兒醒獅團25位團員、學校行政人員、相關導師、家

長，採用半結構性晤談的方式進行訪談; 研究者以參與觀察方式觀察演出，實地瞭解拳兒兩廣醒獅團演出情形; 文件分析是

蒐集醒獅團相關資料以及學生問卷學習單，經由醒獅團文件蒐集、團員和教師訪談、實際參與觀察札記所得、等各方面三

角交叉檢核相互交叉比對，用以探究醒獅團配合學校教學的歷程與成果。 研究結果發現： 一、舞獅此一民俗藝術在國中

階段施行，提供青少年過剩精力的出口，也為對學業沒有興趣的孩子找到一片天。 二、學生在自願主動學習之下，團員間

的情感深厚，肯吃苦耐勞，也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悅。 三、指導教練的技藝教導及教學理念對學生的改變均具有正面的影響

。 四、拳兒兩廣醒獅團展現其傳統表演藝術傳承理念，配合校園社團教學活動並榮獲台中縣傑出演藝團隊之殊榮。 五、

拳兒兩廣醒獅團也有自我創新的步法及樁陣，技藝精湛具有藝術表演特色、娛樂效果，演出深獲各界讚賞。 總結本研究中

所有發現，分別對拳兒兩廣醒獅團、學校及教師、教育當局以及未來後續研究提出建議，以供參考。 關鍵詞：民俗藝術、

藝陣、兩廣醒獅團、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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