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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原住民文化藝術展演課題備受重視，加上數位科技的演進趨勢，使得數

位導入應用於文化展演之形式，逐漸影響了大眾觀展的驚喜感與體驗方式，

例如：投影技術、互動裝置、AR 和 VR 等將科技與藝術的結合應用方式，也為當代

文化藝術展演提供了多元的表現形式。故數位科技與藝術的結合是彼此依存的，因

此本研究試圖以數位投影技術作為展演創作之方式，藉由雙鑽石設計思考法模型，

結合內容、形式、呈現架構，提出「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依此方法進行原

著民當代舞蹈藝術-「光-Millet」小米說之浮空投影展演設計創作，並做參觀者的觀

後問卷。期望本研究創作研究歷程可作為原住民小型樂舞團體展演之參考。 

 

關鍵字：原住民舞蹈藝術、數位展演設計思考、浮空投影、紗幕材質 

n recent years, the presentation of indigenous cultural arts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tegrating digital elements into 

cultural performances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 audience’s sense of surprise and 

experience. Examples of this integration include projection technology, interactive 

installations, AR, and VR, all of which combine technology with art, offering diverse forms 

of expression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artistic performances. The 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rt is interdependent, and this study seeks to utilize digital projection 

technology as a method of performance creation. Using the Double Diamond Design 

Thinking model, it combines content, form, and presentation structure to propose a “Digital 

Application Exhibition Design Method.” This method was applied in creating a holographic 

projection exhibi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indigenous dance piece “Light - The Story of 

Millet.” An audience feedback survey was conducted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mall-scale indigenous dance and music troupes in their future 

performances. 

 

Keyword: Indigenous Dance Art, Digital Exhibition Design Thinking, Holographic Projection, 

Gauze Screen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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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臺灣原住民的「樂舞」蘊含著對祖先的緬懷記憶，在大多數的原住民舞蹈中，

歌唱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有歌必有舞，兩者密不可分。隨著族群意識的提升及

相關法規的健全，部落的聲音日益豐富，越來越多元的原住民歌舞團體紛紛成立。

然而，如何對外展現文化與促進族群間的交流，成為重要課題。許多團體希望透過

具有藝術感染力的舞台展演，向更廣大的社會傳遞原住民文化，增進理解與對話

（胡台麗，2003；黃姿盈，2006；趙綺芳，2009）。 

展覽不僅是表達理念與目的的平台，還具備閱覽、觀賞及思索的功能。展覽成

果的豐富性與創意取決於策展的構思與設計，如何透過策展將創意充分展現並與觀

眾產生共鳴，是展覽成敗的關鍵（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2016；吳靜宜，

2015）。而策展不僅是創意和對話的起點，隨後的延伸討論更需關注如何在既有框

架內進行創新，探索新形式、新觀點以及新的表現方式（林蕙玟，2018）。在科技

與藝術結合的新媒體藝術中，科技的互動性、虛擬性與數位化特性促進了跨媒體藝

術的融合，帶來更多元的創作與表現形式（翁珮雯、林富美，2015）。也因此從傳

統媒材的數位化到新興科技的應用，這些變革迫使重新定義了藝術的形式、展示和

傳播方式 （邱誌勇，2023）。另外，陳鎧豪（2023）提及在現今可發現觀眾體驗各

類展覽的方式正逐漸擴展，尤其在科技、藝術和歷史領域。投影技術、互動裝置、

AR 與 VR 等科技應用愈加普遍，促使臺灣科技與藝術的跨界合作日益增多，進而為

當代藝術創作帶來了豐富多元的表現形式。 

現今越來越多藝術家和表演團體，也開始運用多元媒材與數位應用來創作藝術

作品與策劃展覽，因此在著重於展覽新形式、新觀點之思考下，科技的迅速發展明

顯地影響著藝術展現的演繹方式。另外，在展演呈現方面，有關影像設備的發展，

使創作者能夠更輕鬆地框取世界並編輯影像，數位投影機具備靈活調整影像尺寸的

能力，且能長時間穩定運作，為藝術展示帶來更多可能性，使數位投影技術被廣泛

應用於各類展演形式，尤其是紗幕投影技術，經常被用於婚禮、劇場、舞蹈表演與

光雕等情境中，成為備受歡迎的展示手法，進一步促進了多媒體藝術創作的多樣性

與創新性發展（王聖閎，2017；光滿樓工作室，2022）。 

從設計思考與策展角度觀之，英國設計協會（Design Council）所提出的雙鑽石

模型（The Double Diamond）是一種在設計與創新過程中可以採取的步驟，這個模型

引導設計師從問題的探索到解決方案，大致分為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

發展（Develop）和實行（Deliver）四階段（Brown，2008）。而對於設計師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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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工具，它可以應用於需要解決方案的任何問題（Justinmind，

2018）。而在數位策展思考模式中，Rosenbaum（2011）在其著作《Curation Nation》

中指出，數位策展可以分成四個基本精神：選擇（selection）、組織（organization）、

呈現（presentation）和發展（evolution）。從靈感到構思再到最終執行的完整流程，

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產品開發，也可應用於服務、流程和互動體驗等多個領域。另

外，施登騰（2021）提到儘管現今展覽仍主要依賴實體物件和場域形式，但隨著數

位技術的不斷發展，展覽的概念與形式也不斷變化，逐漸以展示物件內容、參與形

式與呈現轉譯的方向做轉變，因此提出了展示的三元結構論，即內容（展件）、形

式（參與）、呈現（轉譯），目的在於以數位重新詮釋展覽內容並應用於多媒體展

示中。 

由此可知，展覽不僅是創造力的展示場域，成功的策展更在於如何透過構思與

設計，將創意與觀眾的體驗緊密相連。隨著科技的迅速發展，展覽形式與觀眾體驗

不斷拓展，科技與藝術的融合為策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使策展人能透過數位技術

重新定義藝術的展示方式。因此，本研究嘗試結合雙鑽石設計思考方法與數位展演

三元結構概念，提出「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並運用此方法導入「光-Millet」

紗幕浮空投影策展創作並作驗證。 

○二  文獻探討 

2.1 原住民舞蹈文化脈絡 

臺灣原住民文化藝術中的「樂舞」，其本質隱含著對祖先緬懷與部落倫理生活

的實踐。原住民舞蹈大致可分三類，即（1）祭典舞蹈：部落在豐收或祭祖儀式中跳

的舞蹈，具有神聖地位，禁忌規範最多；（2）社會儀禮舞蹈：特定人群在重要場合

（如成年禮、新屋落成等）舉行的舞蹈，性質較祭典舞蹈輕鬆；（3）一般生活舞蹈：

日常生活聚會中跳的舞蹈，如勞動或休閒娛樂，形式隨興且具有即興精神。歌舞的

發展根植於原住民依山傍水的生活倫理，將天地視為舞臺，以夜幕為背景，以娛人

為樂、娛神為敬。這些舞蹈承載著民族的歷史、語言與文化，同時具有宗教信仰、

文化傳承、人格培養及凝聚部落力量的功能，因此成為原住民文化與族群記憶的重

要載體。藉由原歌構築蒼穹，舞蹈丈量大地的體現，沒有文字的原住民族以此實現

歷史文化的記憶（趙綺芳，2009；楊政賢，2016）。早期原民文化傳統藝術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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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改善經濟為目的，相關傳統藝術展演團體的自我意識也跟著漸漸抬頭。當表演

不再大量受限的同時，表演的自主性便相對提升，團體得以更完整地詮釋其文化內

涵（林幸妤，2013）。隨著時代進步，當代原住民表演者開始思考如何結合部落傳

統與當代創新，例如臺灣第一支以排灣族文化為主體的現代舞團-蒂摩爾古薪舞集，

堅持以傳統文化為基礎，提煉排灣族文化精髓，以歌入舞、以舞寫歌，展現台灣在

地特色與當代原住民舞蹈美學。他們將傳統樂舞型式與創新肢體元素融合，採用多

元跨域的表現手法，展現當代原住民舞蹈的魅力（蒂摩爾古薪舞集，2013）。故創

新的思維方式與表演展現是當今相關團體所需著重思考之課題。 

2.2 設計思考與策展思維 

設計思考是一種將使用者需求置於核心的創新過程，希望在以人為本的方式解

決問題。此種方法不僅於產品開發，還可廣泛應用於服務、流程、互動體驗和溝通

合作等多個領域，從而促進更全面的創新（Brown，2008）。而英國設計協會

（Design Council）於 2005 年所提出的雙鑽石模型（The Double Diamond）是一種在

設計與創新過程中可以採取的步驟，分為發現（Discover）、定義（Define）、發展

（Develop）和實行（Deliver）四個階段（圖 1）。此模型引導設計師從問題的探索

到解決方案的實施，確保每個階段都充分發散思考並收斂為具體的成果，也是一個

可在各種行業及任何地方使用的框架。 

 
圖 1 ｜雙鑽石模型（引 Design Council，2005） 

而策展人則扮演著故事編寫者的角色，通過「敘事體文件」整合專業知識和資

源，將新的訊息和問題融入敘事，從而建立展覽的主題、展示空間、視覺呈現和展

品之間的緊密聯繫（李小蕙、張道本，2023）。策展人作為文化負載者，他們需要

在展覽中將藝術家的個人實踐和審美觀點串聯起來，並引導觀眾通過展覽作品的媒

材運用，激發他們的好奇心、反思與重新認識（林宏璋，2013）。策展需要跨越藝

術家背景、媒材等多種差異，運用跳耀的方法來保持策展狀態，有助於在選樣和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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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接觸時獲得多元的視角（蔡明君、高森信男，2022）。Rosenbaum（2011）在他

的著作《Curation Nation》中指出，數位策展可以分成四個基本精神：選擇

（selection）、組織（organization）、呈現（presentation）和發展（evolution）。策

展人需要通過「選擇」來彙整有助於使用者需求的正確資源；接著，通過「組織」

將資源根據策展主題進行有序排列；隨後，策展人將彙整的資料或內容進行「呈

現」，以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彙集（aggregation）」。而施登騰（2021）提出數位應

用之「三元架構」內容（展件）、呈現（轉譯）、形式（參與），目的在於運用各

種數位技術轉譯與展示其內容，如   圖 2。綜合上述設計思考與策展實踐理論，本

研究提出「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作為創作的核心依據 

 
   圖 2 ｜三元架構 （引自施登騰，2021）  

2.3 文化科技與應用案例 

2.3.1 文化科技與數位策展 

「文化科技」（cultural technology）一詞發源於韓國，是韓國媒體產業用來將文

化產品推展到當地與海外的一種策略性行銷架構。文化科技不是科技本身，它是一

套關於「科技管理的策略、規則、或稱之為公式」（邱誌勇，2018）。透過科技技

術將文化原有的創作、傳播、展演方式，以新的型式進行展現文化本身是內容，科

技則是呈現內容的型式 （楊惠嵐，2017）。而透過科技的應用，使策展人能突破傳

統框架，並幫助更好地了解觀眾需求和反饋，從而提高展覽的品質和價值（360Expo，

2023）。近年來，科技和表演藝術領域之間的跨界合作日益增多，呈現出「跨藝術」

或「跨媒體」的藝術實踐特徵。這種趨勢強調將音樂、舞蹈、戲劇等多元藝術元素

有機地結合，形成統一而豐富的表演體驗（邱誌勇，2014）。科技與藝術的結合，

其實源於「跨領域」的概念。在台灣，科技藝術與劇場的融合仍處於實驗階段，但

台灣的高科技產業環境能為藝術提供技術與媒材支持。藝術家則通過科技藝術表現

科技發展影響下的社會現象（廖俊逞，2009）。而新型態媒體包括大量投影、聲音、

互動感測及多種媒材與控制系統的應用。投影技術涵蓋單/多面投影、立體投影、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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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投影與虛擬投影。互動感測則包含隨身裝置感測器、生理訊號、位置、角度與

彎曲感測，還有影像感測與動作捕捉（MOCAP）帶來的影像與聲音回饋（林祺政、

王雲幼，2012）。隨著科技的進步，投影技術在藝術中的應用日益多樣化，並形成

專注於投影藝術的產業。投影藝術，亦稱光雕投影或立體光雕，是一種融合虛實的

展現方式，通過影像與實物結合，展現創作者對空間的想像力（曾靖越，2020）。 

2.3.2 舞蹈與紗幕浮空投影 

樂舞展演隨時代變遷，藝術家不斷追求創新。當代舞蹈中跨領域現象逐漸成為

常態，新媒體科技、沉浸式互動劇場與數位虛擬技術為創作提供了新靈感。透過與

視覺藝術及其他表演藝術的對話與交融，舞者、編舞者與觀眾的角色，以及劇場的

儀式性與傳統鏡框式舞臺，成為革新的對象（盧玉珍，2022）。近年來，科技與表

演藝術的跨界合作日益增多，呈現出「跨藝術」或「跨媒體」的融合形式。這種趨

勢強調將音樂、舞蹈、戲劇等多元藝術元素有機結合，形成統一而豐富的表演體驗

（邱誌勇，2014）。數位投影技術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商業展場、藝術劇場等場域，

且技術已相對成熟，展現形式多樣如霧幕投影、水幕投影都是屬於浮空投影之範疇，

然而在眾多的浮空投影型式中其，紗幕浮空投影技術尤為常見，常用於婚禮、劇場、

舞蹈表演及光雕等情境（光滿樓工作室，2022）。而紗幕的介面材料可以是細緻的

鐵絲網、鋼絲網、不易被察覺的紗布，或帶有孔眼的棉布及化纖半透明幕布等。此

類材質有幾個特點，即透光性：紗幕能在高透光的同時保持畫面亮麗、色彩飽和；

輕盈靈活：紗幕輕薄易安裝，既可展開使用，也可摺疊製作成裝飾幕；二次成像：

紗幕的通透性使影像全息懸浮於空中，比傳統幕布更具層次感；多面投影：從紗幕

背後投光，觀眾能看見幕後的人物或空間；從前方投光時，圖像則清晰顯現，背後

的元素隱而不見。這些特性使紗幕成為藝術與科技結合的典範，極具觀賞性（電搖

擺工作室，2017）。隨著時代推進，原住民藝術家逐漸將新媒體科技、沉浸式劇場

與數位虛擬技術融入樂舞創作，實現跨領域表演形式。這不僅豐富了藝術表現，還

挑戰了傳統劇場框架，呈現更具創意的藝術體驗。以數位投影技術中的紗幕浮空投

影為例，許多原住民舞蹈表演已廣泛運用此技術，創造出獨特的視覺效果。如圖 3、

圖 4 與圖 5 所示（引自表演藝術評論台-原住民布舞團-布拉瑞揚），紗幕浮空投影

結合舞蹈表演已成為常見方式，為觀眾帶來嶄新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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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計創作個案 

3.1 策展創作概述 

樂舞展演隨著時代變革，原住民青年持續追求創新，出現代樂舞的存續與創新，

連結科技（施靜沂，2023）。根據Lu & Lin（2023），提到目前當代原住民藝術工作

者正面臨科技導入之科技成本費用過高的挑戰。因此本次展演實驗之目的，希望能

夠協助小型舞蹈表演團體應用或接觸科技，並以低成本形式提出數位展演之方向，

並試著在展演體驗後進行觀看感受之問卷調查，用以了解展演效果的評估。而本次

展演創作主題內容聚焦在排灣族藝術家迦瑙‧伊法蘭（Djanaw Kialan）的作品《小

米說》，這是一支現代舞與原住民肢體意象的藝術創作。本研究嘗試以數位展演三

元結構並結合雙鑽石設計思考方法模型，提出「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並運用

此法，將數位紗幕浮空投影與此舞蹈作品結合，並提出數位紗幕浮空投影藝術創作

策展，策展創作架構如圖 6 所示。 

 
圖 3 ｜我，我們 

 
圖 4 ｜阿棲睞 

 
圖 5 ｜己力渡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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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策展創作架構(本研究繪製) 

3.2 設計創作方法 

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結合雙鑽石設計思考方法模型與三元結構中的內容（展

件）、形式（參與）、呈現（轉譯）作為本研究創作三段式：（1）Discover-內容

（展件）：聚焦於與藝術家的訪談，並深入解析其作品背後的理念與表達涵義。在

舞蹈作品《小米說》中，藝術家表達了其身分認同，以及以小米為象徵的部族傳統

文化與當代思想之間的衝突與融合。這種複雜的心境透過舞者的肢體語言來呈現，

將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具象化為舞蹈的動態表現，經過與藝術家的討論決定以小米與

舞蹈表現為核心，做為下一步之基礎；（2）Define-Develop 呈現（轉譯）： 第二階

段呈現（轉譯）聚焦於原作轉譯於科技的表現形式與技術考量，經過與藝術家的討

論，確定以小米與舞蹈表現為核心，並考慮舞蹈表現及成本考量的前提，尋找可能

的科技表現案例，並與專業技術人員討論可行性與技術，經過選擇後決定使用紗幕

浮空投影技術來呈現舞作。此表現方式能夠透過電腦後製特效強化作品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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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讓舞蹈與科技相輔，成現岀浮空的臨場感，且在不削弱作品原始精神的前提下，

期望為觀眾帶來更加的視覺體驗與作品所表達背後的內涵；（3）Deliver-形式（參

與）：當文化或藝術的形式通過合適的科技呈現出來，並確保內容含義能夠準確地

通過科技形式傳達後，並接受參與者的意見與感受，所得到的結論也會成為下一次

執行的養分。《小米說》舞作與紗幕浮空投影技術都準備完成，並開始開放觀者觀

看與體驗投影作品，觀看後將以五點量表為基礎向觀者收集觀後問卷調查如表 1，

並進行觀展後的心得與建議。 

表 1 ｜觀後問卷調查表 

 

非

常 

不 

同

意 

1

分 

不 

同

意 

 

2

分 

尚

可 

 

3

分 

同

意 

 

4

分 

非

常

同

意 

 

5

分 

觀後內容想像 

1.觀後，我認為自己感受到投影出來的內容意境。      

2.觀後，我認為自己更認識體會當代排灣族原住民當代肢體

舞蹈。 
     

3.觀後，我認為自己萌生很多相關排灣族原住民文化與藝術

的思考與想法。 
     

4.觀後，我認為透過紗幕浮空投影，觀看原住民舞蹈作品會

使體驗感受更加豐富。 
     

二次觀看意願 

1.我會想再一次觀看關於原住民族主題紗幕浮空投影的劇

場。 
     

2.我願意推薦他人來觀看此劇場。      

3.如果有類似的展演或劇場會有意願購票觀賞。      

3.3 設計創作成果 

本次展覽名為「光-Millet」（圖 7 至圖 9），以「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

為策展創作架構。展覽聚焦於排灣族藝術家迦瑙‧伊法蘭（Djanaw Kialan）的作品

《小米說》，是一部結合現代舞與原住民肢體意象的藝術創作。作品以排灣族的傳

統農作物小米為主題，詮釋了小米與部落之間的微妙關係，同時象徵了原住民族文

化與現代青年之間的衝突與互動。迦瑙‧伊法蘭透過作品描述了小米的種植過程及

排灣族的歲時祭儀，表達了他對年輕一代積極參與部落事務的期許。他相信，青年

只需跟隨長者（vuvu）的腳步，邊做邊學即可從中獲得寶貴的經驗與智慧。展覽中

運用了大型沙幕浮空投影技術，將動畫與迦瑙‧伊法蘭的舞姿結合，立體呈現《小

米說》的故事，讓觀眾彷彿置身於故事與現實交織的夢幻世界中，深刻感受小米文

化的深厚底蘊與藝術魅力，「光-Millet」各階段創作歷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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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容（展件）階段 

本策展首先透過與原住民族當代舞蹈團「太陽喝水的地方」的團長進行訪談，

以了解樂舞表演之題材內容。在訪談中，團長詳細介紹了目前原住民族當代舞蹈團

所面臨的現況。表示意願嘗試科技導入舞蹈表演但前提強調對於科技是一種表達的

工具，表演者才是主導者不能因為科技的緣故而去限制表演者的創作。科技應當被

視為一種工具，而非對表演者創作自由的限制。表演者應該保持創作的主導性和原

創性，科技僅僅是增強表達效果的輔助手段。 

「光-Millet」圍繞著排灣族藝術家迦瑙‧伊法蘭的作品《小米說》，詮釋小米文

化的深刻內涵，探討當代原住民族與科技的融合。本策展結合了數位應用與舞蹈表

演，運用沙幕浮空投影技術，讓藝術家舞動的小米故事得以更立體化地呈現，帶給

觀者視覺感官新體驗。故事大綱分為掙扎、改變、傳承三段，演譯腳本如表 2。 

掙扎：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主角面對著一場心靈的抗爭。身為排灣族的一

份子，他深感族群文化隨著時光流逝的消逝，這使他感到內心的掙扎和疑惑。主角

隨奶奶學習傳統的生活技能。在奶奶的耐心指導下，他學會了如何生火、炊火，以

及攪拌煮制小米。 

改變：雖然內心充滿了對這些傳統技能的疑問和排斥，但奶奶的溫暖與智慧漸

漸打開了他的心扉，讓他逐漸接受並欣賞這份傳統文化。然而，主角的內心深處仍

然存在一個負面的自我，持續地對傳統文化抱有疑惑和排斥。之後，主角找到了方

法來面對自己的內心掙扎。聆聽著奶奶的聲音和智慧，使他內心負面情感逐漸得到

轉變。 

傳承：隨著時間的流逝，主角和奶奶以及族人回到了他們的土地。他們開始了

在小米田的耕作，共同努力地放鞭炮驅趕鳥群，篩選小米，期待著一個豐收的季節。

終於回歸了平靜。 

 

 
圖 7 ｜展演現場 

 
圖 8 ｜展演現場 

 
圖 9 ｜展演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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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米說故事分鏡腳本 

片段 分鏡畫面 畫面說明 時間 

一、

掙扎 

 

跟著奶奶學習煮

小米但心中還是

有著排斥與負面

的內心，做著內

心的爭鬥。 

01：50_04：48 

二、

改變 

 

但聽到錄音機裡

奶奶的溫和耐心

的教誨，開始想

起自己的根，並

慢慢戰勝負面的

自己。 

04：49_08：14 

三、

傳承 

 

主角和奶奶及族

人回到了他們的

土地。他們開始

了在小米田，共

同努力務農，期

待著一個豐收的

季節。 

08：30_12：55 

 

(2) 呈現（轉譯）階段  

在深入了解作品故事後，本研究對「小米說」故事大綱進行了重點分析。由於

在作品舞蹈中，藝術家的舞蹈動作與故事中的元素如小米和炊火等等…密切相關，

這些元素不僅代表作者對族群文化的表達，還承載著深厚的情感表達與內心對立的

掙扎等。因此，提取出了此作品的重要元素，並根據這些關鍵元素進行數位動畫的

製作以及影片製作。整理如表 3。 

表 3 ｜小米說演譯元素分析 

元素 元素分析 

小米 代表傳統的、文化的、精神的 

炊火 代表傳統的、記憶的 

山林與土地 代表環境、乘載、故土 

歌謠 代表喚起的、溫暖的、光明的、智慧的 

負面內心 代表黑暗的、排斥的、搗亂的 

（本研究整理） 

 

在了解故事的演譯元素後，本研究以真人拍攝的舞姿為核心，並透過萃取上述

的故事元素，製作影片特效來輔助真人舞姿的表演。紗幕浮空投影設計分為兩層結

構：背景和前景，亦即會有兩部影像內容，並使用 Adobe After Effects 和 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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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 軟體製作合成動畫。由於時間限制，影片長度控制在每個循環約七分鐘。

相關內容如圖 10 至圖 12、及圖 13 至圖 15 所示。 

 

 

數位投影因其技術成熟且形式多樣。在篩選測試其中，發現紗幕浮空投影的優

勢在於其透光性，能在高透光的同時確保畫面亮麗，色彩鮮豔飽和。紗幕本身輕盈

薄透，安裝方式靈活多樣，且紗網材質有許多選擇，展開即可使用。然而對於詳細

的投影技術與投影機器設備，或紗幕材質的應用等仍需進一步探索與測試。 

本研究根據黃文毓、黃雅玲（2020）在《劇場浮空投影布幕材質初探》文中的

比較分析，本研究依此收集了市面上常見的材料，例如紗網、炊飯巾等如（圖 16 至

圖 19），並進行材質、透光性、成像效果、成本，項目的整理與比較分析，具體內

容如（表 4）所示。依本展之目的，故亦將成本列為考量項目，本研究進行初步測

試，並諮詢光雕展演公司的工程技師，得知展場的大小和光線將影響投影機的選擇

和擺放位置。經多次調整和技師討論，最終成功達到理想設置。 

表 4 ｜投影材質測試 

名稱 材質 透光性 成像效果 成本 

大棚網紗 尼龍 高 模糊 低 

炊飯巾 聚酯纖維 低 清晰 低 

宣紙 混和纖維 低 清晰 高 

紗窗網 鐵絲 高 模糊 高 

 
圖 10｜實拍動畫合成 

 
圖 11 ｜實拍動畫合成 

 
圖 12 ｜實拍動畫合成 

 
圖 13 ｜圖片影片合成 

 

 
圖 14 ｜圖片影片合成 

 
圖 15 ｜圖片影片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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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嘗試後，本研究發現，在成本和成像效果平衡考量下，聚酯纖維材質

的炊飯巾成像效果較佳，非常適合用作前景主要影像的播放。此外也發現尼龍材質

的大棚網紗雖然成像效果欠佳，但具有高透光性，能呈現若影若現的影像效果。本

研究認為，如果合理使用這種材質，也能達到不錯的表現效果。 

(3) 形式（參與）階段  

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資料，進一步訪談與測試後，展開了策展實踐。展演場地

位於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二館三樓的 DC328 創意孵化室展演空間。本研究將此空

間分割成兩部分：投影區和觀賞區，如圖 20 所示。在投影區中，使用兩層紗幕進行

展示。前景紗幕選用聚酯纖維材質，能具體呈現出舞者的舞姿；後景紗幕選用大棚

網尼龍材質，能呈現若影若現的特效背景如圖 21 至圖 23 所示。由於空間限制，使

用了兩台短焦投影機進行投影。本次展演為期一個星期，自由開放觀者進入觀賞與

體驗（如圖 24 至圖 26）。並在展覽期間進行觀後問卷調查，收集參與者的反饋，

以進一步了解舞蹈文化形式與紗幕浮空投影技術應用的效果。 

 

圖 20 ｜展演場地設計 

 
圖 16｜炊飯巾 

 
圖 17 ｜宣紙 

 
圖 18 ｜大鵬網紗 

 
圖 19｜紗窗網 



80    感性學報｜第十三卷｜第一期｜二○二五年｜春季號 

 

 

 

 

○四 展演成果回饋討論 

本研究在展演期間收集觀看感受問卷調查，用以了解展演效果的評估。本階段

共進行 16 位觀者（男性 8 位、女性 8 位）的問卷調查，並大致方向分為，觀後內容

想像、二次觀後意願如（表 5、表 6），為了解這次展演的觀後認知，採用李克特

式五點量表，1 分為最低分，5 分為最高分，分為 1 分（非常不同意）、2 分（不同

意）、3 分（普通）、4 分（同意）、5 分（非常同意）等五項，並以敘述性統計進

行各題項分數加總平均值。 

投影內容意境的感受在題項 1 中，50%的受試者選擇了「4 分」或「5 分」的同

意程度，表示有一半的受試者在觀看後認為自己能夠感受到投影出來的內容意境。

對排灣族當代肢體舞蹈的認識加深在題項 2 中，結果顯示有 7.14%的受試者選擇了

「2 分」，21.43%選擇「3 分」，而大多數受試者則選擇了較高的同意程度，「4 分」

佔 35.71%，「5 分」佔 50%。這顯示受試者普遍認為觀看後能更了解和體會排灣族

當代肢體舞蹈。激發對排灣族文化與藝術的思考題項 3 的結果顯示，35.71%的受試

者選擇「3 分」，42.86%選擇「4 分」，顯示觀後有多數受試者因觀看表演而產生對

排灣族文化和藝術的思考。投影對豐富觀感的影響在題項 4 中，絕大多數受試者

（85.71%）給予「5 分」的高度同意程度，顯示紗幕浮空投影的運用大幅增強了觀看

體驗的豐富性。綜合上述，多數受試者在觀後對於投影技術和排灣族文化有較高的

 
圖 21｜網紗呈現效果 

 
圖 22 ｜網紗呈現效果 

 
圖 23 ｜網紗呈現效果 

 
圖 24 ｜觀者體驗過程 

 

 
圖 25 ｜觀者體驗過程 

 
圖 26 ｜觀者體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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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特別是在體驗感受上紗幕浮空投影效果被普遍認為能大幅增強觀感。 

表 5 ｜觀後感受回饋 

題項 

同意程度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1.觀後，我認為自己感受到投影出來的

內容意境。 

16/0 

(0%) 

16/0 

(0%) 

16/0 

(0%) 

16/8 

(50%) 

16/8 

(50%) 

2.觀後，我認為自己更認識體會當代排

灣族原住民當代肢體舞蹈。 

16/0 

(0%) 

16/1 

(7.14%) 

16/3 

(21.43%) 

16/5 

(35.71%) 

16/7 

(50%) 

3.觀後，我認為自己萌生很多相關排灣

族原住民文化與藝術的思考與想法。 

16/0 

(0%) 

16/0 

(0%) 

16/5 

(35.71%) 

16/6 

(42.86%) 

16/5 

(35.71%) 

4.觀後，我認為透過紗幕浮空投影，觀

看原住民舞蹈作品會使體驗感受更加豐

富。 

16/0 

(0%) 

16/0 

(0%) 

16/0 

(0%) 

16/4 

(28.57%) 

16/12 

(85.71%) 

 

表 6 ｜二次觀看意願 

題項 
同意程度 

1 分 2 分 3 分 4 分 5 分 

1. 我會想再一次參與關於原住民族主題

觀看紗幕投影的劇場。 
16/0 

(0%) 
16/0 

(0%) 

16/2 

(14.29%) 

16/6 

(42.86%) 

16/8 

(57.14%) 

2. 我願意推薦他人來觀看此劇場 16/0 

(0%) 

16/0 

(0%) 

16/2 

(14.29%) 

16/6 

(42.86%) 

16/8 

(57.14%) 

3. 如果有類似的展演或劇場會有意願購

票觀賞。 
16/0 

(0%) 

16/1 

(7.14%) 

16/4 

(28.57%) 

16/6 

(42.86%) 

16/5 

(35.71%) 

 

再次參與原住民族主題觀看的意願在題項 1 中，57.14%的受試者選擇「5 分」，

表示有強烈意願再次參與類似的劇場體驗，42.86%的受試者選擇「4 分」，顯示多數

受試者對於再次參與原住民族主題的紗幕浮空投影劇場持積極態度。推薦他人觀看

的意願題項 2 的結果與第一題相似，57.14%的受試者選擇「5 分」，42.86%選擇「4

分」。這表明大部分受試者不僅自己有再次參與的意願，也樂於推薦他人來觀看該

劇場。對類似展演或劇場購票觀賞的意願在題項 3 中，有 42.86%的受試者選擇「4

分」的同意程度，35.71%選擇「5 分」，顯示多數受試者對於類似的展演或劇場具有

購票觀賞的意願。而有關觀者的心得回饋與建議，多數觀者對展演的創意與氛圍表

示讚賞，尤其對多層次畫面、仰角觀看帶來的臨場感有高度肯定，但仍有改進空間，

相關回饋建議，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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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觀者回饋與建議 

觀者 A 前景實體佈置豐富低可以在曾加數量與布置 

觀者 B 觀賞角度抓得很好，仰頭看很有臨場感，很有趣的體驗。 

觀者 C 視覺觀看水平過高，不夠深入其境，但多層次的畫面是有趣的。實體更用心會

更融入 

觀者 D 空間較黑，想感受舞者的踩踏聲，需要抬頭，增加儀式感 

觀者 E 人物比例可以在調整，可以更象真人 

觀者 F 希望有人員或字幕的解說 

觀者 G 展演空間較小，如果增大 30 坪觀看效果會更佳 

觀者 H 展演空間可以在暗一點會更投入 

觀者 I 觀看點傾斜有點無法專注，人物有點變形，天花板的顏色與燈會引響感受 

觀者 J 背景投影可以有不同的變化 

觀者 K 整體氛圍舒式，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觀者 L 很酷的體驗 

 

本次展演嘗試融合創新的數位展演技術與原住民文化，為觀者帶來了不一樣的

體驗。未來，在實體佈置上需要更留意投影材質上的透光性與成像效果，以及觀賞

體驗的空間動線之調整，並建議適度加入互動性與引導性元素，以期能更有效地幫

助觀者深入感受與理解展演的主題意涵。 

○五 反思與建議  

本研究將雙鑽石設計思考模型與數位展演三元結構相結合，提出「數位應用展

演設計思考法」，有效引導本研究策展流程，並獲得理想的觀眾回饋。將「數位應

用展演設計思考法」導入「光-Millet」紗幕浮空投影展演的實踐，可擬出策展的初步

架構（參閱圖 4），即數位展演三元結構，並融合雙鑽石設計思考方法模型進行策展。

而本研究在探索數位媒體導入舞蹈藝術展演形式中，選擇合適的材料和設備、加強

技術學習、，並通過特效、動畫和聲音的整合，與藝術家保持緊密合作，都是關鍵

要素，此方式不僅可有效控制成本，也可確保藝術表現的質量和效果，推動數位技

術與舞蹈藝術的深度融合。 

在「光-Millet」紗幕浮空投影展演中，將「數位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引入策展

實踐，為媒體與舞蹈的融合需要仔細考量敘事與氛圍的創造。這不僅僅是技術的運

用，更是一種藝術表達的延伸強化整體的敘事性和氛圍，讓觀眾在觀看時不僅僅是

接受視覺信息，更能感受到故事的深度。在技術方面，選擇高品質且適合紗幕浮空

投影的設備至關重要。投影設備的分辨率、亮度和對比度都將直接影響最終的表現

效果。同時，應根據場地條件和紗幕的材質特性，選擇合適的投影角度和距離，以

達到最佳的顯像效果。與藝術家的合作是策展成功的關鍵。理解藝術家想要表達的

故事和內涵，並通過數位媒體加以展現，是策展人重要的職責。策展人應該積極與



原住民當代舞蹈數位展演創作研究-以「光-Millet」小米說浮空投影為例    83 

 

藝術家溝通，理解其創作意圖。後續也希望利用更多的策展機會來檢視實踐「數位

應用展演設計思考法」並與之精進，文化與科技的表現組合非常多樣，希望有更多

不同文化藝術與科技的組合表現方式並與之實踐，此思考方法理論供未來策展人參

考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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