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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探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 
全克山 

琼台师范学院，海南海口 571700 

摘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民族民间舞蹈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载体，是我国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要在深

入剖析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的基础上，掌握其发展趋势，使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本文首先阐述了民间舞蹈

的起源和发展，其次，探究了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现状，最后，对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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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56 个民族文化百花齐放，形成多

姿多彩的，各具特色民族民间舞蹈。民族民间舞蹈是我国民族文

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经过几

千年的传承和发展逐渐枝繁叶茂。通过分析民族民间舞蹈独特的

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我们可以了解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规

律和发展趋势，推动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一、民间舞蹈的起源和发展 

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是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源地”。根据

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实情，本地域的族群或者人民群众自编自

导自演，形成的具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文化特色的民族民间舞

蹈。该地域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及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可以通

过民族民间舞蹈表现出来。 

民族民间舞蹈以集体舞为主，通过各式各样的舞蹈动作展示

不同的地方与民族特色。舞蹈表现内容广泛，包括民族的图腾信

仰、狩猎生活、民族战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舞姿中所体现出

的民俗、礼仪、和祭祀文化是传统文化得以保留与传承。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多种民族文

化和舞蹈类型相互冲击、相互融合。保留本地与文化还是紧跟潮

流文化成为当前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现状 

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多种文化的地域渗透，经

济与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给我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带来了

更多的可能性。在欧美、日韩等多种文化的冲击下，我国的民族

民间舞蹈文化逐渐被同化，呈现出流失，甚至消亡的发展趋势。 

同时，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

击和取代也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想要固守本地域的发展范围越来越艰难。例

如：“水鼓舞”作为一种极具云南民族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从

秦汉时期流传至今，主要用祭祀祖先，祈求风调雨顺，。然而，

近年来，当地经济发展缓慢，在傣族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很难再

在云南看到 原汁原味的“水鼓舞”。相比之下，傣族的“象脚鼓”

成为云南最受欢迎的舞蹈形式之一。 

三、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议 

1.弘扬民间舞蹈文化 

高校舞蹈教室进行舞蹈教学时，要转变教学观念，拓宽视野，

打开思维，将反映民族精神的舞蹈文化赋予舞蹈动作进行舞蹈教

学。同时，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是学生更好地体验民族舞蹈的有

效途径。另外，加强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传播，加深学生对民族

舞蹈文化的认识，鼓励学生在传统民族舞蹈的基础上，创新思维，

编排出更多带有民族风格的舞蹈作品。在传承民族民间舞蹈风格

与个性的同时，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并反过来

推动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 

2.剖析民族民间舞蹈动作的内涵 

人们的日常劳动与生活是民族民间舞蹈的“发源地”，不同

的民族民间舞蹈姿态、体态都来自不同文化下各具特色的民间生

活。例如：东北平原地域辽阔，农业发达，人们主要从事垦荒搬

运等工作。民风朴实，热情真诚。东北秧歌中独特的膝盖微屈、

含胸、上身前倾等动作正是民间民族舞蹈与东北农耕文化相结合

的典型案例。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结合舞蹈体态的文化背景进行

讲解，让学生在了解舞蹈动作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练习，有利于加

深学生对舞蹈动作的理解，提高上课效率。 

3.提高高校教学课堂舞蹈教学中的层次性 

对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传承下来的民间舞蹈文化

进行探究，必须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来探究它的传承规律和发

展趋势。例如：在舞蹈文化角度上，我们可以从民族民间舞蹈的

各种姿态来研究它的内涵。在舞蹈起源的角度上，我们可以根据

相关史料记载或者地方传说，来探索民族民间舞蹈的起源。在舞

蹈编排的角度上，可以从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中汲取动作元素，

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编排出更具时代魅力的舞蹈。从不同角度、

不同方向、不同层次来分析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规律和发展趋

势，提高高校教学课堂舞蹈教学中的层次性有利于民族民间舞蹈

文化更好地传承。 

4.加强对学生的情感与文化教育 

在高校舞蹈教学中，教师要运用情感渲染的方法，从审美感

知入手，引导学生感受舞蹈动作中蕴含的文化情感，始于模仿，

终于创新。学生从模仿舞蹈动作开始，到全身心的自发的投入舞

蹈训练，感受舞蹈的生命与活力，释放自我的气质之美、形态之

美，从而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对学生的情感，性格，思想，和

审美观产生重要影响，舞者的优雅来自于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 

结束语 

总之，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是所有文艺工作

者的共同目标，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民族文

化的可持续发展，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复兴民族

文化的有效途径。在传承与发展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过程中，要

结合民族舞蹈文化内涵，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民族舞蹈

文化的发展规律，从审美感知入手，引导学生感受舞蹈动作中蕴

含的文化情感，培养“灵魂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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