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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性格舞对芭蕾人才教育的必要性
李　倩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上海 200336）

摘要：性格舞是专门为古典芭蕾舞基本功训练课所不能解决

的技术技巧而设立的一项必修课程，其训练与培养的核心在于学

生能够切实掌握舞剧中人物、风格特性的表演能力以及综合技术

技巧，最终将芭蕾舞剧中的剧情、人物个性与地域风格形象且生

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起到良好烘托气氛的效果。性格舞蹈作为

芭蕾艺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芭蕾人才的综合教育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本文首先详细阐述了性格舞蹈训练的重

要性与必要性，其次围绕如何发挥性格舞蹈课程的教育教学价值，

对提升芭蕾舞人才的培养质量提出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希望切

实能够为新时代芭蕾舞人才的培养工作贡献良策。

关键词：性格舞；芭蕾；人才培养

性格舞蹈课程在历经六十多年的发展以来，已经逐步形成了

一套专业的课程设置与教学体系，在我国诸多先辈们孜孜不倦的

传承与发扬下，性格舞这一重要的艺术形式得以完整展现在舞蹈

专业学生的面前，且凭借其独特的艺术涵养与特征，正在一步步

提升我国芭蕾舞人才的综合培养质量。

一、关于性格舞蹈课程的来历、发展与创新

性格舞蹈课程，其又可以称为“外国民间舞课”，最先起源

于俄国，是中职院校学生从事芭蕾舞剧演员工作所必修的一门基

础课程。性格舞蹈课程，其以古典芭蕾舞剧中出现的性格舞片段

为基础，并且还系统且科学地将性格舞的结构形式、风格技巧等

融入课程的教学之中。其课程编排顺序与制定也有效参考了古典

芭蕾舞基本功训练课程，最终为中职院校的学生呈现出来一门集

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性格舞蹈课程，其教

学的重心除了会传授给学生与古典芭蕾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技巧之

外，更为重要的是还会为学生拓展与延伸不同风格、形式各异的

外国民间舞片段。这门课程是培养掌握芭蕾全面技术技巧并且具

备极强风格特征表演能力芭蕾人才的核心课程。

芭蕾，具备不断发展变化的艺术特征，性格舞蹈作为芭蕾艺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发展、传承与创新需要引起当代人民

群众的深思。针对于芭蕾舞剧来讲，性格舞蹈除了在保留自身的

艺术特征之外，也在不断进行吸纳与创新。通过广泛吸收其他舞

种的显著优势，实现扬长避短的目标，进一步充实芭蕾舞剧，最

终对当今时代的世界舞台艺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可否认

的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尽管对古典芭蕾舞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与影响，但是作为其中独一无二的组成部分——性格舞，在

受到一定冲击与影响的基础之上，获得了重生。通过对性格舞蹈

中大量的片段进行重新编排，其已经成为世界舞台艺术的一颗璀

璨的明珠。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更提倡尊重与传承性格舞，

在创新的时候，一定不要改变其实质，更好地对古典艺术魅力进

行传承与弘扬。

如果将芭蕾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性格舞就是其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当下，我们能够发现，古典芭蕾舞很

好地与现代舞结合了起来。在此背景之下，不可否认，一定会对

性格舞的编创与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且将为性格舞的传承与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创作的芭蕾舞剧

其中都融入了崭新的编创手法、理念与导演技法，最终促使现代

的芭蕾舞剧更彰显灵动性，将更符合现代群众的审美需求，同时

为性格舞乃至整个芭蕾的发扬光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例如，

家喻户晓的中国版本《胡桃夹子》，就将原来的中国舞蹈、阿拉伯舞、

西班牙舞等形式各异的性格舞统一改编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扇子、

风筝、鞭炮等。总而言之，性格舞蹈不仅是古典芭蕾精神的直接

传承，更重要的是其带动了当代芭蕾舞的发展与创新，为观众呈

现了一场场别具特色的芭蕾盛宴。

二、性格舞蹈训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迸发激情

性格舞蹈与古典芭蕾相比较，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性格舞蹈

能够完全激发演员的热情、活力，使得演员表演更加奔放，更具

感染力。相较于古典芭蕾的严格，演员的表演不会受到任何束缚，

在表演的时候完全可以尽情释放自己，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解

放天性”。很多芭蕾舞蹈专业的学生会相同的感觉，在上古典芭

蕾舞课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与约束感，尤其是芭蕾基

训课，更强调的是动作的流畅与严谨，教师对学生的要求也较为

细致与严格。而性格舞课却恰恰相反，这门课程更注重的是学生

自由起跳，灵魂舞蹈，它更强调的是释放，课堂氛围总是热情奔放。

综上所述，性格舞蹈课程能够切实启发学生的内心情感，并

且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如何激发、表达情感

的有效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性格舞蹈在芭蕾舞人才教育过程中

充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将古典芭蕾基训课程看作是整

个芭蕾体系的根基，那么性格舞蹈课程就是辅助根基成长为参天

大树的肥沃土壤，并在此基础上，二者获得共同进步与提升。

（二）突出技巧

从整体看来，性格舞蹈课程解决的是古典芭蕾训练所无法达

到基本技术技能问题，并且性格舞蹈课程与古典芭蕾舞蹈课程二

者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关系，对于芭蕾舞蹈专业学生的

教育教学，二者缺一不可。

作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蹈演员，应掌握不同类型的舞蹈技巧，

如此才能更准确地表演，使得观看者产生情感共鸣。性格舞蹈，

由于其集各个民族民间的舞蹈技巧于一身，因此，对于丰富演员

的舞蹈专业体系，提升演员的综合舞蹈能力，尤其是填充古典芭

蕾舞蹈课程所涉猎不到的技术技巧范围具有积极作用。

具体来讲，性格舞蹈对于演员的力度、幅度、速度、节奏等

方面相较于古典芭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更追求的是舞蹈的丰

富多样以及舞蹈的质感。例如俄罗斯舞蹈中涉及有弹簧步、过门坎、

滑跪马步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动作，这些动作需要演员力度要够，

幅度要大，因此难度更高。这些动作的训练能够显著提升芭蕾舞

蹈演员的弹跳能力与四肢协调能力，对于舞蹈演员综合舞蹈水平

与技能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相比于古典芭蕾基本动作如伸直、绷紧与外开，

性格舞蹈更强调技术技巧难度更高，更具夸张性，如大幅度的下腰，

类似的技术动作在古典芭蕾训练课中是很难见到的。因此，针对

于芭蕾舞蹈人才的培养，性格舞蹈发挥着其独一无二的关键作用。

（三）塑造个性

如果说古典芭蕾舞蹈着重赋予的是学生科学严谨的艺术内涵，

性格舞蹈则更注重的是激发演员的表演欲与展现欲。通常性格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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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课程，除了要训练基本的技能技巧之外，更注重深入研究每个

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物特征与国家形象。可以这么说，性格舞蹈

课程的教学更体现出来的是个性化，一般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可以

从一个个的舞剧中找到，课程就是对人物特征与形象的细致化解

读 + 训练。例如，舞剧《天鹅湖》第三幕中涉及到来自不同国家

的舞段，如何能借助舞蹈生动形象地将各个国家不同的风俗人情、

地域特点展现出来，将气氛烘托起来，这完全考验的是演员性格

舞训练的综合实力。只有演员在舞剧中酣畅淋漓的表演，借助舞

步和动作将情绪尽情释放出来，那么才能达到感染观众的目的。

总之，有些演员天生就具备良好的表现力，而有的则没有，

这就需要借助性格舞的辅助来进一步激发演员的表演潜能与表现

欲望。可以这么说，在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之前，形式各

样性格舞蹈的训练必不可少。

三、性格舞蹈课程对芭蕾人才培养的有效策略

（一）言传身教，切实发挥教师的指引作用

纵观我国如今芭蕾舞人才的培养现状，往往人才质量与国外

一些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主要问题集中于国内部分演员他

们在表现舞蹈的时候欠缺更全面的情感表达，只是在生硬地完成

舞蹈动作，而非从心底深处通过自己的力量将人物性格、特征塑

造得淋漓尽致、生动形象。基于此现状，就需要教师切实发挥自

身的示范作用，并且有效结合启发式教学，尽可能让教师所教动

作深刻映入到学生的脑海之中。

针对于示范教学，虽然性格舞蹈的教学与其他舞蹈基本训练

课程相比，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是实践证明，示范教学能

够使得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物形象、神态神情，对于提升性格舞蹈

的教学质量能够起到积极影响。学生学习舞蹈动作，乃至提升舞

蹈表现力，其第一参照物就是教师。在教师仅仅示范一遍过后，

学生便能快速模仿出来，由此可见示范教学的重要性。学生往往

先经历的是整体记忆，然后逐步深化到细节，最后基本掌握动作

要领。如果是针对较为复杂的舞蹈组合教学，那么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切记首先一定要突出重点，并且针对每一个舞蹈动作需要伴

随教师更为细致的讲解与示范，从舞蹈的气质、节奏、要领、风

格等全方面强调舞蹈的特征，更便于学生记忆、参照、模仿、对

比，同时也更能从根本上提升教学效率。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一定要善于结合多媒体，毕竟网络更具有开放性与先进性。

网络能够拓宽教师与学生的视野，丰富专业知识体系。网络还可

以随时随地对学生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不会受到时间与空间的

限制。网络上面优质的教学资源能够切实丰富舞蹈内涵，帮助学

生建立对性格舞蹈更为科学的认知。

（二）启发教学，实现理性与表现高度统一

舞蹈艺术作为表现艺术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表

现载体即为人体。如何使得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对舞蹈技术

的掌握、理解与表现，启发式教学法能够切实发挥出重要作用。

如果说示范教学是理性教学的话，那么启发式教学便属于感性教

学的范畴，旨在通过教师创设形式各样的情境来帮助学生身临其

境地感受与表达，这两种教学方法产生的效果也截然不同。

例如在对《俄罗斯小姑娘》这个舞蹈组合在教学的时候，由

于舞蹈动作复杂烦琐且随着音乐的变化，表演者需要进行多种情

绪的转折，一时之间学生很难掌握这段舞蹈表演的精髓与方法，

舞蹈动作记忆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时候，教师完全可以采用

启发教学法，首先从舞蹈动作中较难的部分逐一击破，进行亲身

示范并细致讲解。其次，为了让学生仿佛处于真实的情境中，教

师可以将此舞蹈动作编为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来辅助学生记忆动

作并深化情感。如此，通过反复练习，学生相较于之前有了显著

的进步。接下来，就是性格舞蹈中至关重要的情绪教学。教师可

以从网络上查找与该舞蹈动作相关的视频片段让学生观看。待到

时机成熟，伴随着音乐，学生便能很好地将情绪融入到舞蹈动作

中了。最后，教师可以进行总结与针对性的指导，提升学生的表

演能力。

总而言之，启发式教学法旨在通过外界环境、气氛的烘托与

辅助，促使学生心中出现情感的变化，进而帮助学生实现从理性

舞蹈到感性舞蹈的根本性转变。

（三）因材施教，注重发挥每位学生的特长

这里所说的因材施教，其依据并不是教材，而是学生。每个

学生由于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的不同，学生呈现出来的性格特点、

兴趣爱好也是不尽相同的。性格舞蹈，由于其结合了不同国家、

各个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性，因此，舞蹈表现历来丰富多彩，

花样繁多。基于此，性格舞蹈教学，更侧重于学生表现力的激发、

个性的发展。因材施教，便能够很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发展学生

的个性特长，培养他们的即兴表演能力，这是性格舞蹈课教学的

核心。

即兴舞蹈能力是芭蕾舞人才所基本的基本能力之一，这恰好

是性格舞课程的教学重点，当然也是难点。如何根据每位学生的

特长个性，将性格舞蹈课程教学与学生具体情况巧妙结合起来，

这是所有教师应该着重思考的问题。例如针对于性格较为开放的

学生，他们往往能够将吉卜赛舞热情奔放、洒脱自如表现得淋漓

尽致。而性格内向的学生，往往在表现阿拉伯舞蹈的时候别有一

番韵味，能够完全刻画出阿拉伯少女身材的婀娜多姿，并且将纤

细柔软中带有一丝忧郁的舞蹈感觉完全表现出来。

总而言之，要想切实实现因材施教的目的，就需要教师善于

发现每位学生的独特之处，并且给予及时的帮助与指引，充分发

挥学生的特长。

（四）不断进取，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不断进取，是对教师与学生共同的建议。尤其是教师，更应

该努力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综合素质，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新时

代更具创新创造能力的新青年，如何实现自己所教正好是学生所

需，这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总结。对于学生来讲，我们

都知道对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教师需要在日常教学中不断

向学生渗透锲而不舍、永不止息的工匠精神，并且激励学生在艺

术领域不断深入钻研，只有这样，才能为新时代的芭蕾舞蹈人才

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四、结语

总而言之，优秀的芭蕾舞蹈人才培养，势必需要教师从舞蹈

领域中主动积极汲取来自不同艺术门类中的养分，并且通过吸收

内化转化为优质的教学教育资源。芭蕾舞蹈人才的培养任重而道

远，性格舞蹈与芭蕾舞蹈的有效融合方法有待于更多相关教育工

作者参与进来，不断探究，不断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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