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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国家越来越重视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而中国舞蹈作为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艺术表现形式，也
得到了重视。但是当前舞蹈编导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中国
舞蹈文化没有得到有效发展，没有完全发挥舞蹈作用，本文指
出的在舞蹈编导教学中的创新路径，为发扬中国舞蹈，促进舞
蹈事业发展有着现实意义。

1、舞蹈编导教学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拥有灿烂的华夏文明，从而铸造了中国舞蹈。歌
以咏志，乐以抒怀，舞以达意。培根曾说：“舞蹈是有节拍的
步调，就像诗歌是有韵律的文体一样。”人们将诗歌、音乐与
舞蹈相结合，将丰富的情感蕴含其中，所以在高校中，许多学
生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中需要找一个发泄点，大家就会纷纷选择
通过舞蹈传达情感。我们都会发现学习舞蹈的人体态都会比较
端正，这是因为为了保持舞者的身材，许多学生会选择控制自
己的体重，以轻盈的体态将舞蹈的韵律诠释出来。但是在锻炼
的过程的，需要十分刻骨的锻炼，正所谓台上三分钟，台下十
年功，每一个步调，每一次举手都需要反复练习，才能达到与
音乐的完美统一。所以，通过学习舞蹈，能够疏解学生的学习
压力，通过练舞，能够锻炼学生的品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
奋斗精神。舞蹈通过肢体动作将情感表达出来，可以激发观众
的想象力，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古代，舞蹈中融入了许多
宗教元素，传达了人们对于未知世界的向往，例如《霓裳羽衣舞》
最开始是唐玄宗为道教所作，曲中表达了玄宗对于美轮美奂的
神界的向往；《惊鸿舞》是玄宗在早期的宠妃梅妃所作，通过
模拟鸿雁在天空展翅之态，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所以，
通过学习舞蹈，能够感受到舞蹈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提升自
己的审美素养。在新课改不断推进的今天，舞蹈编导也应该得
到创新，传统的舞蹈需要融入一些创新元素，才能更好地为现
代人呈现出舞蹈中所蕴藏的艺术，舞蹈编导人员应该结合古代
与现代，结合音乐与文化，通过丰富的舞蹈动作，对现代舞蹈
进行创新 [1]。

2、当前舞蹈编导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2.1 落后的教学理念
舞蹈的学习不应该是仅仅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的，舞蹈的

舞步可以根据节拍韵律，根据情感变化进行转变的。而受到长
期的舞蹈编导教学的理念影响，许多学生害怕去创新，舞蹈编
导教师落后的教学理念，让学生的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表达，
教师也害怕学生将舞蹈盖得不伦不类，最后干脆就放弃了创新，
让学生根据以往的舞蹈进行练习，强迫学生接受以往的教学理念，

没有考虑学生在接受知识的体验感受。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形成
惰性，认为自己只需要按照教师的教学来学习就可以了，反正
自己的想法也不会被采纳。这样很不利于学生舞蹈兴趣的培养。

2.2 重理论，轻实践
高校的舞蹈编导专业基本由公共课和专业课构成，而公共

课就是让学生和大部分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学习基础课程，如
大学英语、体育等课程，而专业课则是结合舞蹈编导的相关内容，
进行理论教学，主要课程有舞蹈美学、编导理论等课程。在课
程安排上，重视理论知识，而没有为学生提供实践的平台，学
生缺乏实践能力，即使是有了很好的想法，但是没有机会进行
展示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了。理论课程也不能够让教师理解学生
的好的想法，不能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也就不能为学生提供
更优质的教学服务。

2.3 忽视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
舞蹈编导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就像写一本书，必须要有丰

富的知识储备，要了解关于历史文化、社会现状、民族信仰等
内容，才能更好地构建书中的世界观，而在编舞的过程也是一
样的，没有大量的知识储备，舞蹈就会失去内涵，缺少文化支撑，
舞步混乱，情感模糊，肢体僵硬，所以为了让学生能够获取源
源不断的灵感，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学生的艺术素养的
提升，在课程安排中加入一些人文历史课程，提高学生的文化
知识水平，这样才能让学生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知识，编出具有
文化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2]。

3、在舞蹈编导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3.1 转变教学理念
编舞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不能因为没有灵感就中断了创

作，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灵感来源，应该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为学生提供条件。首先
可以利用视频、音频资料，例如，曾荣获了“最佳编舞奖”的
舞蹈作品《半梦》，正是金星在《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启发下，
在半睡半醒之间完成了《半梦》的编舞，金星在舞蹈中融入了
自己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生命以及生活的思考。

高校舞蹈编导教学中的创新与文化内涵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在高校的舞蹈编导教学中怎样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文化内涵，此次研究结合相关的事例以及相关文献，为本文

提供理论基础，文中强调了舞蹈编导教学的重要性，指出了当前舞蹈编导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指明了

道路，文章提出要转变教学观念，为学生提供实践舞台，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这样才能为编舞打下良好的基础，为舞蹈更

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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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半梦》舞蹈片段



2021【3】5  3 卷 5 期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其次，还可以利用大自然的元素进行启发教学，人类与自
然本就是一体的，处于共生的关系，何况大自然中一草一木、
一花一树、一次花落、一场雪飘，一缕清风都是舞蹈的元素……
但是由于当今的城市化建设使得许多学生没有体验过大自然的
美好，学生们目之所及都是城墙高楼，这样单一式的环境，不
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所以需要教师带领学生走到自然中，
可以到郊区的乡村里观察农民插秧的姿势，到小溪旁边观察鱼
游泳的姿态，到山顶观察被风吹起的麦田摇曳的身姿，观察鸟
类鱼类的动作，从这些动物植物中获得灵感，许多优秀的舞蹈
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大自然的身影。例如，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以
一支孔雀舞名动天下，就是通过她近距离长时间观察孔雀，并
做好孔雀日记，将孔雀的姿态融入到舞蹈动作中，从她的孔雀
舞中可以看到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映射了生活与艺术相交融
的人文情怀 [3]。

3.2 为学生提供实践舞台
舞蹈的魅力在于表达，表达就是要将情感通过肢体动作和

面部表情传达给观众，所以如果没有观众，那么即使是完美的
作品也终将有遗憾。所以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的舞台，
让学生将自己情感充分抒发出来。第一，在课堂上，可以与学
生一起玩游戏，随机播放一段音乐，让学生上来根据自己的理
解赋予舞蹈动作，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对歌曲进行即兴创作，
这样能够锻炼学生的应变能力，短时间内的创造力；第二，在
学校里，举办舞蹈大赛，让舞蹈编舞的学生进行编舞工作，根
据主题，结合音乐对舞蹈进行创作，设立相关奖项，鼓励学生
参与进来，激发学生的编舞热情；第三，可以让学生与校外的
舞蹈协会或者舞蹈队进行合作，加入团队，进行编舞创作。如
果只有在台下的编舞也是不够的，因为在舞台上还有许多的影
响因素，需要在编舞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通过为学生搭建实践
舞台，让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在进行舞台演
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例如舞台灯光怎样
布置，舞台的走位怎样协调，怎样控制好动作才能更加干净利
落等等，通过结合舞台经验，进行编舞创作，会使得舞蹈更具
表现力，通过结合舞蹈动作和灯光变化将情感表达得更有感染力。
将完整的舞蹈呈现在观众面前。

3.3 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
观其舞，知其德。通过一个人的舞蹈就能了解到一个人的

品德。舞蹈并不是高考的捷径，许多人认为通过高考艺考是走
捷径上大学，其实不然，艺考生的文化课水平也同样重要，此
外，优秀的艺术家能够更加感知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感知人文
情怀。国际著名编舞家――沈伟，曾为 201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创作了舞蹈《画卷》，其中融合了许多元素，包括京剧、绘
画、雕塑以及哲学等，被《华盛顿时报》评价为这个时代最伟
大艺术家之一。由此可见，舞蹈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形体的展示，

图 2 《孔雀》舞蹈片段

图 3 《唐宫夜宴》舞蹈演员和唐俑

更是其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学习舞蹈也不是压腿下腰这么简单，
编舞更不是将动作与音乐和谐统一就完事，要在舞蹈中将各种
形式的艺术糅杂在一起，达到和谐美的统一，这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这就需要舞蹈编导专业的学生要有丰厚的文学底蕴和
人文情怀，要去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们的生活特点 [4]。

例如：在河南卫视春晚大火的古典舞《唐宫夜宴》，是由
陈琳和袁时创作的，由 14 位舞蹈演员共同演绎，将唐朝的仕女
参加宴会的情形展现出来，其妆容和服饰都参考了博物馆《唐
俑》的人物形象，还参考了《簪花仕女图》中的妆容考究，为
了让人物形象更加贴合唐代女子丰腴的身材，演员们需要在嘴
里塞棉花，身着塞着棉花的连体衣，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的，将
仕女的娇憨和可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舞蹈还融合了许多剧情，
少女因为捡起自己的乐器，手忙脚乱的样子引得其他宫女的白眼，
还有沉迷吹奏的宫女发现自己掉队之后，踏着慌乱的步伐赶忙
追上，参加夜宴的宫女们，既紧张又激动，看到有一摊水就赶
紧凑上来检查自己的妆容……在舞蹈中还融合了许多故事情节，
利用 3D 投影技术，将舞台背景变成一幅画一样，舞蹈演员则
是在画中行走，刹那间，观众也仿佛看到唐俑活了过来，自己
也要参加唐代宫廷的宴会，跟随着宫女们的脚步，走进富丽堂
皇的唐朝盛世。

 

4、高校舞蹈编导教学文化内涵

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在进行舞蹈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对各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地了解，针对不同地方的文化，教
师可以推荐不同的书籍给学生。例如，喜欢带有宗教氛围的舞种，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巫楚文化，楚国的宗教仪式中都会有舞
蹈，带领学生到博物馆中，了解楚文化，通过观察古代文物上
刻画的舞蹈动作，从中获取灵感，了解楚国的文化背景，还可
以通过古书籍当中的相关记载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于喜欢
音乐的学生，可以带领他们去民间了解民间的音乐，从民族乐
器中感受韵律的变换，从古琴悠扬的琴音中想象舞蹈动作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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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了解戏曲音乐，从中了解到故事的背景，情感的表达方式，
这样才能更好地将多元文化融合在一支舞蹈里。通过从学生的
爱好兴趣出发，增加学生对于艺术文化的了解，使编舞更具有
故事性和历史性。

5、结语

综上所述，好的舞蹈与编舞分不开，所以高校的舞蹈编导教

学中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学生的创造力，本文指出了要转变教
学观念，为学生提供实践舞台，提升学生的人文情怀，这样才能
为编舞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能培养优秀的舞蹈编导人才，使编舞
更具有感染力，发扬我国的舞蹈文化，彰显华夏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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