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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白马藏族舞蹈对青少年的美育价值及
培育路径研究

蒋依婷

四川音乐学院舞蹈学院，中国·四川　成都　610500

【摘　要】近年来，国务院、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非遗进校园已然成为大势

所趋。舞蹈作为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重要的美育资源，其进入中小学不仅能让学生认识和欣赏到非遗的美，还

能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本文将以四川白马藏族非遗舞蹈为例，对其种类及传承现状进行概述，探讨其对青少年的美育

价值，并提出可行性路径，为四川白马藏族舞蹈进入中小学提供理论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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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课题】本文系四川省绵阳市青少年美育研究中心2023年度研究生项目“四川白马藏族舞蹈对青少年的美育价值

及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CQM2023—D11）阶段性成果。

非遗作为重要的美育资源，其进入中小学不仅可以让学

生认识和欣赏到非遗的美，还能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保护。

在此背景下，民间非遗舞蹈进入中小学迎来了契机，众多

学校纷纷进行实践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西藏雪小学的

藏族舞蹈韵律操、广州市体育东路小学的广府醒狮舞……

依托国家政策，结合其他中小学的成功案例，为四川白马

藏族舞蹈进入中小学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白马藏族舞蹈是

四川省非遗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

展，面临着较大的传承困境，亟需保护和传承。将四川白

马藏族舞蹈引入中小学，既能保护和传承四川优秀舞蹈文

化，又能起到对青少年的美育作用，让学生在学习非遗舞

蹈的过程中，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民族认同感，

增强民族自信心。

1  四川非遗白马藏族舞蹈概述及传承现状

1.1 十二相舞

“十二相舞”又称“面具舞”，是氐羌文化与藏文化

的融合体，远古时期“百兽率舞”的遗存。2006年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

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的勿角、马家等乡各山寨。该

舞蹈是为了纪念白马民族的首领杨戬，有明显的祭祀性。

表演者头戴木雕面具，以模拟动物形态为主，祈求神灵庇

佑、驱鬼辟邪。但由于其舞蹈面具动物形象的丰富性和舞

蹈套路动作的复杂性，十二相舞面临 “绝代”危机，亟待

抢救和保护。

1.2 跳曹盖

跳曹盖是白马藏族古老的驱邪祭祀活动。“曹盖”在

白马藏语中意为“面具”，跳曹盖就是戴着面具跳舞，于

2011年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分布

在四川省平武县、九寨沟县。跳曹盖是在对先祖信仰和崇

拜下产生的民间舞蹈，以粗犷彪悍的舞姿祭祀山神，祈祷

平安。但随着时代发展，相对封闭的民俗文化不断受到现

代文明的冲击，加之“文革”中破四旧的毁灭性打击，跳

曹盖的传承现状堪忧，亟需保护和传承。

1.3 熊猫舞

熊猫舞是白马藏人的原始傩祭祀舞蹈，于2014年列入第

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熊猫舞是由白马藏人对祖先崇

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双人舞为主，表演者头戴熊猫面

具，主要模仿熊猫的生活习性及动作，如熊猫吃竹、熊猫

喝水等，在娱乐的同时又达到了祭祀的目的，展现了白马

藏人特有的审美意识和民风民俗。但由于熊猫舞对表演者

体力要求高和舞步的复杂，导致熊猫舞的传承后继无人，

濒临失传。

2  四川白马藏族舞蹈对青少年的美育价值

四川白马藏族舞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和重要的非遗

舞蹈，其传承现状堪忧，亟需保护和发展。新时代青少年

作为国家发展的强劲力量，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四川

白马藏族舞蹈进入中小学是具有创新性的传承路径，一方

面使学生在了解和欣赏优秀非遗文化的同时，提升文化认

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非遗舞蹈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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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作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提升艺术审美能力。

3  培养学生传承意识，提升民族素养

3.1 拓展学生课程资源，丰富文化生活

民间非遗舞蹈是重要的美育资源。白马藏族舞蹈的引

入，能成为学校的特色课程资源，有效丰富学生的文化生

活，满足学生多样化的艺术需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亲身体验到白马藏族舞蹈的风

格特征、艺术内涵，了解到白马藏族的风土人情、文化底

蕴，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白马藏族舞蹈进入中小学，

让学生打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性，具有更加开放性和发展

性的眼光，立足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意识，不断增长知识储

备，为培养综合性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增强学生身体素质，锻炼肢体协调

新时代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

能，也应具备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中第八项“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指出“中小学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期，加强中小学健康促

进，增强青少年体质，是促进中小学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的需要。”舞蹈是强身健体的重要方式，白马藏族舞蹈能

丰富学生的运动方式，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学生在舞动

过程中，可以锻炼肢体协调性、身体灵敏性，有助于纠正

不良体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还

能够有效活跃学习气氛，缓解学生学习压力，促进身心健

康发展。

3.3 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提高美学修养

民间非遗舞蹈展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最本质

的审美情感，是不可忽视和值得开发的美育资源。将四川

白马藏族舞蹈引进中小学，是对美育教育的补充，是美育

与非遗相结合的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了解和

体验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培养审美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白马藏族舞蹈富有的表现力和感染

力，能让学生亲身感受和体验到民间非遗舞蹈的美，并用

肢体表现美，丰富审美体验，在健康向上的审美实践中感

知、体验与理解民间艺术，逐步提高感受美、欣赏美、表

现美的能力，开拓艺术视野。

3.4 激活学生创新能力，促进非遗发展

白马藏族舞蹈进入中小学校园，是促进其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舞蹈是一种身体语言，白马藏

族舞蹈丰厚的民族历史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

力。学生在模仿和表演白马藏族舞蹈的过程中，可以结合

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感受，对白马藏族舞蹈进行创意性

的创编，充分发挥个人特色，展现自我的情感和思想。学

生不仅得到了创新思维的锻炼，提升了艺术创造力，还为

白马藏族舞蹈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4  四川白马藏族舞蹈进中小学的培育路径

4.1 “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与传承人的

联系

“走出去”指的是学校要鼓励学生开展对白马藏族舞

蹈文化的调查和研究，让学生走出校园，深入田野，进行

实地调查和走访，直观感受非遗舞蹈的魅力，加深与传承

人之间的联系。白马藏族舞蹈来源于民间，是由民间老艺

人世代传承下来的。学生只凭影像资料是无法深层次感受

到白马藏族舞蹈的精髓，需要走进民间，亲身学习，通过

与老艺人的交流和模仿，激发对传承工作的兴趣，培养非

遗传承的责任心。学生在民间采集到一手舞蹈资源，经过

专业教师团队的提炼编创出生动有趣的舞蹈，也能达到一

定的传目的。“请进来”指的是邀请白马藏族舞蹈传承人

或相关传承机构进校园，深挖传承人的活态价值，为学生

做讲座、表演或进入课堂。传承人与相关机构对白马藏族

舞蹈文化的领悟更加全面，他们所教授和表演的是未经加

工、最纯粹、最原始的舞蹈动作。国家教育部发布的《对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852号建议的答复》中指出“

支持鼓励各地各校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学校兼职美育教

师，畅通非遗传承人担任学校美育兼职教师通道。”非遗

传承人进校园已被给予了官方认证。传承人进校园起到多

方受益的作用，既可以增加传承人的收入，又能省去学校

培养专职非遗传承教师的资金，学生还能学习到原生态的

传统舞蹈，加深对非遗舞蹈的理解，更好地把握原汁原味

的舞蹈形态。

4.2 继承与发展并举，将课堂教学与创作表演相配合

非遗传承强调“人”的价值，不仅是传承人的价值，也

应重视以学生为代表的受众主体的价值，学生作为传播过

程中直接参与的主体，他们对待事物有着独特的视角与创

造力，无论是在教学还是创作上，都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

动性，以学生为导向，重视学生的思考和创新，避免非遗

传承中的程式化和僵化。我们在既往的课堂教学中，习惯

只教授教材，而在面对非遗舞蹈教学上，教师应根据学生

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进行适当的改编和创新，使之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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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有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也可依据个人特点和

生活经历，对非遗舞蹈进行二度创作，表达自我的体会和情

感，进而提升艺术创造力，同时又能激活教师的创作灵感，

达到师生共创、合作共赢的教学效果。另外，学校还能编创

四川白马藏族舞蹈韵律操。在结合白马藏族舞蹈的特点上，

使其具有趣味性和训练性。通过教师的集中学习，再教授给

学生，既达到了强身健体的效果，又营造了寓教于乐的教学

气氛，使学生自觉接受了非遗舞蹈的熏陶，学习并传承了地

方优秀文化艺术。这种将中国传统舞蹈文化“外生”于田

野，“内修”于校园的形式，为非遗舞蹈的保护和传承开辟

了新路径，充分显现了非遗舞蹈传承路径的多样化。

4.3 设置校园地域特色课程，建立非遗与学校的关系

四川白马藏族舞蹈是四川省重要的非遗舞蹈，其承载了

白马藏族的民族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特色课程资源。在将“

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后，学校应因地制宜地设立白

马藏族舞蹈地方特色课程，建立起与非遗的关系，组建专业

的教师团队，不断完善特色非遗教材，确保教材的合理性、

准确性和系统性，遵循学生认知规律，有目的地对白马藏族

舞蹈进行学习，充分发挥白马藏族舞蹈的育人作用。除了传

统的舞蹈教学，还可适当创新教学模式，例如PBL教学法，

教师联系学生的现有知识水平，创设关于白马藏族舞蹈的问

题情景，例如探究白马藏族舞蹈的起源、风格特点，或是

比较白马藏族舞蹈与其他民间舞蹈的异同。让学生在基本了

解白马藏族舞蹈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再以小组的形式解决问

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校

还能借助互联网技术丰富白马藏族舞蹈的教学资源，将授课

内容录制成微课，发布到网络平台，实现课程资源共享，同

时还能利用“快手”“抖音”等媒介，开启网络直播，进行

网络“云课堂”展示，让更多师生共享优质的教育资源，促

进了白马藏族舞蹈的信息化传播。

4.4 开展校园非遗专项活动，促进非遗的传播和推广

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学校可开展有关白马藏族舞蹈的非

遗专项活动，一是进行语言类的主题活动，例如征文比赛、

讲座，在征文比赛中将基本知识点梳理并发放给师生，拓展

学生思维，鼓励学生运用个人视角，对白马藏族舞蹈进行多

维度、跨学科的思考，并将优秀作品进行表彰和展示，激发

学生的荣誉意识，营造“全民参与”的校园氛围。讲座可分

为两种形式，第一种以民间传承人为主体，邀请他们进校，

为学生讲授白马藏族舞蹈的知识，有效提高学生对白马藏族

舞蹈的认知，拉近与艺术的距离，体会原生态的舞蹈艺术。

第二种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发言，形式近似于论坛，以

开放、自由的理念接受学生思维的碰撞，突破传统课堂的局

限性，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主动学习非遗知识，两种形式

都创造了轻松愉快的学术交流氛围，促进非遗知识的传播和

推广。二是进行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实践是一种教学成果展

示的形式，也是教学活动中的重要部分。学校自发组织并开

展白马藏族舞蹈艺术节，为学生提供艺术实践的平台，师生

协作编创白马藏族舞蹈作品，让学生成为“主角”来呈现白

马藏族舞蹈，为其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还促进了“活态传

承”。同时也能开放校园，鼓励校外艺术团和民间传承人进

校展演，让学生近距离感受非遗舞蹈的魅力，自觉接受非遗

传承。

5  结语

四川白马藏族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其蕴含的文化价值与传承意义不容小觑。四川白马藏族

舞蹈进入中小学，是具有创新性的传承路径。这种教育式的

非遗传承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发挥着显著作用，对文化以

及传承人本身有着宣传推广以及挽救的成效。尽管当前四川

白马藏族舞蹈进校园尚缺少系统且持续的研究，但对于其本

身而言，是一条正确的必经之路，相信在不久将来，白马藏

族舞蹈能将其思想的种子撒向全国大地，扎根在人民的心灵

深处，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上开出那朵白马藏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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