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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遗”舞蹈在高校舞蹈教育中的传承
廖璟榕

（玉溪师范学院音乐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在感慨科技进步速度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对“非遗”有了强烈的认知欲望，有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也成为了现阶段中文化遗产的重点研究对象。在舞

蹈教育领域，教师在开展非遗舞蹈教学时更应当重视起非遗舞蹈中所蕴含的文化传承意义。高校舞蹈教育工作者要深入了解非遗舞蹈与

我国文化传承之间的联系，将二者实现有机结合。基于此，笔者将对于非遗舞蹈的概念进行简单概述，并着重分析当前我国高校舞蹈教

育工作开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非遗舞蹈艺术传承的现状，并根据问题与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我国非遗舞蹈艺术的教学与传承工

作提供相应的参考帮助。

关键词：非遗舞蹈；高校教育；舞蹈教育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建设也要跟上时代的

步伐。作为一个有着五千余年悠久文明的历史古国，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导致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流失在了时代发展的

浪潮里，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因此，相关政府必须要及时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保护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得以延

续，让当代人能够切身感受到五千余年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文化自

信。舞蹈作为我国最悠久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流

传度，通过对于非遗舞蹈进行研究可以很好地了解到当地的地域

文化特色，熟悉当地的民风民情，而在开展舞蹈教育时，高校作

为一个很好的教育平台，应当积极主动地向学生进行非遗舞蹈教

授，在丰富学生舞蹈知识的前提下又能帮助学生深度了解舞蹈所

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非遗舞蹈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带来了巨大的

帮助。

一、开展保护非遗舞蹈工作的意义

在我国五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直

保持持续不断的发展，在此期间辛勤的劳动人民在工作之余创造

了各种各样的舞蹈形式与内容，并通过不断地传承与演化，最终

成为了目前人们所了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对于一个国家与

民族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成

就，不仅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有重要作用，更能体现

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说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整个

人类社会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因此，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工作十分关注。近年来，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共

同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

一系列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文件，文件中明确指

出了未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开展方向与开展

重点，因此我国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取

得了巨大成就。而非遗舞蹈的传承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

了非遗舞蹈中包含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也为我国舞蹈艺术的发

展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支撑。

（一）学术价值

首先，从舞蹈领域专业知识层面上对非遗舞蹈进行深度梳理

与挖掘，并采用现代化科学方法对舞蹈内容进行记录与保存，可

以进一步拓宽舞蹈理论知识与民间舞蹈内容。其次，从艺术创新

的角度对非遗舞蹈动作进行整合，结合时代发展需求与现代化创

编手段有助于舞蹈研究工作者进行舞蹈作品的创新与改良。

（二）应用价值

非遗舞蹈的传承与保护工作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开

展的，要想让古老悠久的民间艺术文化在新时代中重新焕发持久

的生命力，就必须将优秀的民间舞蹈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

与文化产业进行合作，推动民间文化实现跨越性发展。另外，当

地要根据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成立属于自己的本土性文化品牌，

实现当地文化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将民间舞蹈文化与当地人民的

群众文化活动相结合，提高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参与感。幸福感、

荣誉感、自豪感。

二、非遗舞蹈艺术传承的现状

（一）环境的变化

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形态已

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迈向工业社会，因此，在农业社会中大

量涌现的民间艺术文化内容在现在也逐渐走向衰亡。随着我国全

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传承已久且带有着强烈民族色彩的民间艺

术形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人们的精神文明需求，导致这些具有民

族文化特点的非遗舞蹈慢慢被人们所淡忘，只有在一些重大节日

或者旅游景点中，这些已经逐渐被遗忘的非遗舞蹈才会以较为“功

利性”的形式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例如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的太平鼓表演，原本是地里劳动的

农民在农耕闲暇之余，在田间地头进行的舞蹈表演形式，在表演时，

当地的人民都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舞蹈之中，通过欢快的舞蹈来

尽情释放着内心的喜悦。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在人民的

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更多种类的消遣娱乐方式，在抚宁的很多地

区已经看不到太平鼓的身影了，目前也只有在一些特定的景区表

演或者政府组织的文艺演出中才能偶尔看到太平鼓的表演工作者。

受到现代文明与科技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非遗舞蹈形式失去了诞

生之初被人们所赋予的意义，以至于很多舞蹈形式仅仅存在于人

们的描述之中，非遗舞蹈也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而渐渐边缘化，

最终走向消亡。

（二）缺乏相应的非遗舞蹈保护措施

在现阶段中，我国对于传统文化艺术缺少相应的保护机制，

尤其是在非遗舞蹈的保护上面，导致非遗舞蹈逐渐走向边缘化。

其一是我国对于非遗舞蹈项目的保护工作开展力度不大。舞蹈作

为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项文化艺术，其种类十分丰富，因此对

其开展传承保护工作的工作量也就十分庞大，尽管在国务院与中

共中央办公厅的号召下，政府各级都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文

化保护，但是仍然无法照顾到每一项非遗舞蹈，导致在开展传承

保护的过程中还是有一部分非遗舞蹈出现了流失情况。其二是有

一些非遗舞蹈保护工作流于表面，没有做到为非遗舞蹈的传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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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提供良好的平台与空间，导致非遗舞蹈无法有效实现与现代

文明的完美结合，整体舞蹈保护工作的开展效果不理想。其次是

当前许多地区对于非遗舞蹈保护工作的财政支持较少，使得部分

地区非遗舞蹈保护工作的开展无法得到有效落实。这是因为政府

各级部门仍然以促进当地经济水平为主要工作目标，希望从提高

当地经济水平开始，慢慢带动地区其他项目的发展，导致在政府

财政上没有多余的预算开展非遗舞蹈的传承与保护工作，非遗舞

蹈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开展效果自然也就大打折扣。

（三）非遗舞蹈的传承人数量减少

非遗舞蹈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我

国多数非遗舞蹈的传承人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人，通过这些传承

人作为文化的传播载体，能够帮助当前年轻人更好地了解非遗舞

蹈中的魅力所在。然而在时间的流逝中，这些老一辈的非遗舞蹈

传承人慢慢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新一代的年轻人由于生活在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早已不愿意去花费时间与精力去学

习这些传统舞蹈，最终导致这些传统舞蹈慢慢失传，传统文化与

艺术的传承工作也变为了一纸空谈。可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承，与传统有

形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要依托人为载体，可以

说人与非遗舞蹈是共存亡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年轻人由

于受到新时代思想浪潮的影响，导致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不

高，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深，以至于许多老一辈的非遗舞蹈艺

术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同时在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之下，越来

越多的外来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让原本就开展艰难的非

遗舞蹈传承工作雪上加霜。

三、非遗舞蹈在高校舞蹈教育中的传承措施

（一）高校师生要树立起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

我国有着五千余年的悠久文化历史，其中舞蹈文化是我国传

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文化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面对着逐渐流失的中国传统非遗舞蹈，高

校舞蹈教师要承担起保护与传承非遗舞蹈工作的使命，将我国民

族特色舞蹈体系与内容融入进课堂教学之中，让传统艺术与时代

相接轨，慢慢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我国传

统民族文化的风采。在我国五千余年的发展中，出现了数不尽的

文化种类与内容，然而真正能够流传至今的往往是那些具有着鲜

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这些民族艺术形式普遍带有着较强的民

族文化气息，能够彰显出当地的民族文化特点。因此，高校在开

展舞蹈教学工作时要帮助学生树立起强烈的民族意识，让学生能

够真正地了解我国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在进行舞蹈学习与传承保护时投入更多

的精力。因此，在高校师生中树立起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是我国

现阶段开展高校舞蹈教学工作的关键。

（二）开展多元化舞蹈教学活动

高等院校在进行舞蹈教学工作时，要通过灵活多变的教学内

容与方法来实现非遗舞蹈与搞笑舞蹈教学工作的有效融合，以确

保在尽可能地保留非遗舞蹈原生态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实现非遗

舞蹈的创新与发展。

其一，教师可以采用思维引导教学法，让学生在舞蹈理论与

舞蹈赏析的学习中深入了解非遗舞蹈背后的历史文化，帮助学生

拓宽非遗舞蹈的学习路径，深入挖掘舞蹈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与

精神。并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对于舞蹈的见解，教师要根据学

生所提出的见解进行依次点评，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学生今后的自主学习工作奠定良好基

础。

其二，教师可以采用田野实践教学法开展教学工作。教师可

以通过民间舞课程来让学生学习非遗舞蹈的基本舞蹈动作，其次

由于许多非遗舞蹈的动作都是由劳动人民的日常工作行为中演化

而来，因此教师可以对非遗舞蹈中的舞蹈动作进行提炼，找出这

些动作的动作原型，并根据这些动作原型来对民族舞进行改编与

创新。

高等院校在开展教学时要注意教学工作的灵活性与实践性，

确保学生在课堂学习时能够真正领悟到非遗舞蹈所蕴含的情感与

精神，让学生的学习工作能够产生感悟。

（三）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开展教育工作

在开展非遗舞蹈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优

势为课堂的教学内容添砖加瓦。

例如在进行太平鼓教学时，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先为学

生播放一段太平鼓表演视频，让学生先大概熟悉一下该舞蹈的风

格特点，一方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对于

舞蹈基本动作要领的掌握。另外，教师也可以采用微课教学，通

过微课形式可以使得教学工作能够突破传统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学生能够在课余时间反复观看舞蹈内容进行学习，学生也可以在

校园网络平台上上传自己的舞蹈作业，鼓励学生相互交流与学习。

（四）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

在进行教学工作时，教师团队的素质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

响，很多学生在进行舞蹈学习时会产生厌烦心理，此时教师如果

能够及时发现学生上课状态的变化，并及时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

通与疏导，则会大幅提高学生舞蹈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这对于

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非遗舞蹈在高校舞蹈教育中的传承价值

传承一词顾名思义，主要是指的“传”与“承”两个过程。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传承非遗舞蹈文化能够有

利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而

非遗舞蹈则是传统文化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载体，通过非遗

舞蹈可以直观反映出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群众生活状态，通过

传承非遗舞蹈能够有效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水平，对我国小康社

会的建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校舞蹈教育承担着传承非遗舞蹈的重要使命，在全球化发

展的背景下，为了能够更好地抵御文化入侵，高校教育工作者就

必须充分开发与利用现有的非遗舞蹈资源，全面提高教学工作质

量，为非遗舞蹈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深入，我国非遗舞蹈的发展空间被进一步

压缩。我国的非遗舞蹈种类十分丰富，因此，为了确保这些优秀

的民族文化不会流失，高校舞蹈教育工作者就应当大力开展非遗

舞蹈保护工作。非遗舞蹈的保护是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

点内容，是确保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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