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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羌族舞蹈的教学重点
高校艺术教育相比于于民间舞蹈来说，高校舞蹈的教学更为

科学严谨，更具有艺术审美；民间舞蹈则具有原始生态感，更
具备民族特色。这些年来，当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逐渐迈入
一种创作窠臼时，我们的艺术作品应该走向返回，提倡本色原味。
正如舞蹈家杨丽萍《云南的响声》表演，它的成果无异于给中国
的舞蹈注入了新的能量。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
是独具特色的，怎么保持这一民族特点、怎么得以艺术流传，是
高校羌族舞蹈教学中特别处理的问题。笔者认为，正规掌握民族
风格、精准拿捏舞蹈律动特点是高校羌族民族民间舞蹈学习的核
心关键。

1.1把握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民族风格
羌族萨朗舞蹈的风格是地理环境、历史战争、宗教信仰、古

代遗风等多层面元素催生、演化而来。大致涵盖为：载歌载舞、粗
狂健美、明快有力、质朴典雅、热情豪放等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羌
族作为最为古老民族的标志之一，它预留了能歌善舞、祖先崇拜、
祭祀祖先等少数民族的根本本质。在不同的歌舞活动中，会有不
一样的舞蹈风格展示。羌族舞蹈依照根本本质可分为祭祀性舞蹈、
自娱性舞蹈。其主要类别与职能本文暂不做深刻探究，在高校民
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最为寻常的就是自娱性舞蹈中的萨朗。能歌
善舞、歌舞对应是各少数民族中一个主要特征。羌族萨朗在轻松
愉悦的歌唱中，人们伴随悠闲的律动纵情起舞。萨朗是一种集体
式舞蹈，先随欢乐的气氛舒缓飞扬，跟随着人们情绪的起伏其舞
步更为轻快，歌声也伴有节奏加速、高亢，舞步将在愉悦、欢快
的气氛中结束。而后，人们相互觥筹交错、，酒、舞、歌、是羌族
少数民族中传统习俗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有歌有酒必有舞，歌助
酒起舞。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歌与舞是两个主要的元素，情绪
越起伏其歌舞样式越浓烈。羌族舞蹈中其载舞载歌、群体自娱特
色给予了本民族清爽、欢乐的民族个性。遗风遗俗是先民留给羌
族人民最金贵的精神遗产。对于民俗、礼仪、女性审美、生殖崇
尚一直影响了羌族舞蹈特色。羌族聚居区重要集中于悬崖陡峭、
重峦叠嶂、的自然环境下，但由于靠着羌族前辈们勤劳勇敢、聪
慧实行了与大自然的和谐。在羌族舞蹈中，颠、措、踏、跺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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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赋予了羌族舞蹈轻快有力、粗犷丰满的舞蹈风格，也正是迎合
了羌族人民坚强、豪放、乐观的民族个性。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
中，学员精准把握舞蹈风格是跳好民间舞蹈的核心。不管是教或
是学，精准定位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特色就能够体验到少数民族
艺术带来的巧妙兴趣，而知晓舞蹈风格背后的民族个性则能使舞
蹈者在扭动中表现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刻探讨。[1]

1.2把握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律动特色
韵律在民族民间舞蹈中的影响如同每个民族的服饰，它能够

具体化地表达该民族特有的标签，各民族中，其头饰、边饰、衣
袖、装饰等不同特色明显的将各民族加以划分。而舞蹈律动则是
划分各少数民族舞种的主要标尺，在少数民族舞蹈教学进程中，
学员要精准掌握好各民族的动律特色，掌握好肩、胯、腿部甚至
手、指、脚、头的韵律特色，如若不是就是不伦不类，将民族民
间舞种搞混。羌族舞蹈是仅四川地区特有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
于四川省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
汶川、理县、平武县等地。古羌民族是各民族的兄弟民族，其中
藏族、白族、彝族、哈尼族等皆与其有着相同的炎帝部落血统。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依据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舞蹈状态和
韵律特征存在相同的特征。伴随舞蹈工作者的持续研究、统一努
力下，吸收各民族代表性的元素特征，加强各民族特点，已经变
成了各民族民间舞蹈中的训练模板。作为羌族民族民间舞蹈教程，
个人认为可以从胯部、肩部、腿部的不一样动律特征教学入手进
行掌握，必能精准把握该民族舞蹈的训练关键。

1.2.1肩的动律特点
肩部的韵律在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进程表达为两种：身

体的协助性动作和小幅度的运动。在羌族萨朗舞蹈中协助性的动
作是随着舞步及重心的移动形成，这与氏羌原始舞蹈的遗风有关，
即集体性的羌族舞蹈中，人们牵手、连臂进行舞蹈，有时候拉手、
挽臂、手勾腰带等手法执行圆圈舞蹈，这样上肢的动态就会受到
某种的制约，成为协助身体的协调性律动特征。同时，羌族舞蹈
的肩部律动传承了西南少数民族及高山民族特有的动律特征——
一顺边。当中最为鲜明的就是同脚同肩，日常是右脚、右胯、右
肩斜前方的形态样式，轴向转动时的侧身顶胯，其肩膀与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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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有程度的统一形态，将该民族的独具特色韵律特征表达出来；
双臂的舞动多以小臂的摆动为主，随着有小臂随胯部执行圆线路
的动态，大多数为以身体带动手腕，压腕划圆，手肘下沉，划圆
的导向与身体转动的导向一致；在双肩的训练中变换进行圆圈的
环绕配合于左右身体重心的移动也是其它少数民族舞蹈中极为稀
少的方式。肩是羌族民间舞蹈动律训练中基本的复合性单元，学
员要在重心、舞步的更变中实行步调统一，既要了解到动而不静
的局限性动作训练，又要体现到静而不动的复合型运动韵律。

1.2.2胯的动律特点
在羌族民族民间舞蹈学习中，胯的动律训练是区分本民族的

主要特征之一。羌族胯部的动律与其羌族人民特殊的地理环境、
生产生活形式以及古人遗风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羌族聚区多为荆
棘的山路，人们在行走于颠簸的山路和崎岖的石梯式，早就了坐
胯、懈胯的舞蹈装态；在生产劳动中因为筛筛子、筐箩筛等劳动
工具的使用，更是以胯部为中心的运动才能使用生产劳作不易生
产疲惫感；羌族从前历经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由此在羌族舞蹈
韵律中普遍出现顶胯、甩胯、转胯的特点，正是表现了人们对于
丰满、圆润的曲线美的女性膜拜。羌族最具标准性的胯部韵律为

“胴体的轴向转动式”的状态。在这一最具标志性的胯部运动中，
舞蹈动律伴随舞者的重心偏移，当胯向两边斜前方顶出时，重心
在出跨一侧的腿上，膝盖位置微屈、相靠、腰胯以上至肩部以下

（胴体）做轴向的运动。上身在变成这一韵律中向前微倾，在上身
与胯以及中心的协调下形成具有的“S”型的唯美形态，在羌族民
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中，精准掌控顶胯、甩胯、转胯的准确运动路
径和力度要领此外，更应该关注整体身体的平稳性控制。唯有上
身、中断（腰胯）、下身的统一，唯能够将其胯部联系要素得以正
确把握，展现羌族特有的胯部形态之美。

1.2.3腿的韵律特点
羌族民族民间舞蹈中腿部的韵律是动律学习中最多的部分。

羌族先辈们受自然环境的感染，频繁游走跋涉于山谷峡壁之间，在
荆棘颠簸的土路中，上身为主要的受重力点，腿部的灵活性突出出
来。从膝盖开始要维持宽松有度的轻微颤形态，这样才能在行走中
不会疲乏，其山路中用脚探究性的进行中，建立了重心慢移向前，
腿部动作变成微颤、富有弹性、沉稳有力的特征。在萨朗舞蹈中腿
部动作将其腿部律动展现的完美无缺。羌族地区人们腿部韵律形象
的比喻为獐子腿，在山间行走时羌人们像獐子一跃一跃优美而迅速
的穿梭，欢快而灵动且有力，特别像了大自然的幽灵。羌族人针对
自己像獐子一样的比喻并非厌烦，相反是对身体体健、腿脚灵动的
一种歌颂。萨朗舞蹈进程中经常的出现小腿以膝盖微轴心快速向里
或者向外的划圈，以膝盖支点的前后扭动，以及双脚交替点踏、左
右欢跳等律动组成了其独有的舞步组合。在腿部放松、自然弯曲的
形态下进行，跟随着脚下舞步的变动、身体重心的挪动，膝部也有
关的做出上下抖动，每一次的往下踏步，膝盖自然弯曲、往下衬，
并调动身体重心的平移，就算在做跳跃动态，重拍也往往多为往下
踏移重心后，再跃脱离地面，展现出平缓的抛弧线路线来。腿的韵
律是其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学生把握了其微颤、弹性、灵
活、沉稳、强健等特色，逐步就提升了对该民族的辨识度，更有便
于把握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色和韵律特征。

2　羌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发展策略
中国羌族舞蹈文化拥有较强的社会、历史、文化、审美价

值，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浓重的一页。高校教育是最主要的继承载
体，他们具有年轻、朝气、接受能力强等可践行性、继承性、进
步性的素质水准。我们在保护好羌族聚居区自然人文环境的，凭
此助力这一高素质人群，将羌族的舞蹈文化执行艺术加工、革新
发展、展现传统。

2.1起源于民间，拟定采风规划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其主要的就是取之于民间，民间的原生态

的舞蹈样式是艺术创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高校舞蹈

教育中，我们应该密切的联合民间艺术，定时定量的进行采风规
划。羌族舞蹈的学习并非是单纯的摆手、出脚的舞姿造型，应是
应该落实起源于羌族聚居区在与羌族人的一同交流、舞蹈传情中
吸收养分。舞蹈教育中的民族民间舞蹈无需强硬要求原生态舞蹈
的全部保留亦或是完全的更改，而是在艺术的审美区域内进行再
次制作。这一进程是舞蹈专业学生深入民间，有体会、有所感、有
所悟后对课堂练习的一种沟通反馈。民间采风是一个课堂与践行
相联合的进程，也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进程，作为高校的大学生
不应该急功近利，而是应该明确羌族民族民间舞蹈从原生态形式
到专业教育体系的线索与路径，并且更佳的为教学所运用。

2.2科普文化，提升老师水准
高校是一个比较宽松、开放、自由的大空间场所，特别是少

数民族高校、艺术类专业院校更是为羌族舞蹈文化的传递给予了
重要的条件。少数民族学生拥有着本民族天然的热情和洒脱，这
种原生态的因子是可贵的民族精神。针对舞蹈专业的学生来说，
应该好好的运用这一资源，无论是传统习俗、民族节日还是多多
少少的歌舞演出机遇，这些全是推动发展羌族舞蹈高校教育事业
的再塑造性的条件。而对待舞蹈老师来说，他们是教育与研习的
进程中的纽带。本人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应先将本民族的知识特征
精确的解读，将动作背后的文化元素把控好，才能清楚吗明了的
转达给学生，从而学生整理的知晓，总之，要让学生活学活用。高
校羌族舞蹈的发展具有了某些了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完全运用
高校中的正规规范平台，团结少数民族同学是视为一个高校学生
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而高校的老师水准的提升为舞蹈教学的教
与学亦或是舞蹈活动的引导与教导性作用，更是为高校羌族舞蹈
教育的传承给予有力的保证。[2]

2. 3 分因素、侧重点、科学规范提升培育
高校羌族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是培育舞蹈人才的主要渠道，其

教学品质直接影响着舞蹈文化的传承进程。这一教学进程也并非无
章法可依，唯有分因素、侧重点、科学规范的执行，必能培育出及
格的舞蹈专才。精巧应用因素执行教学中主要的手法。中国民族民
间舞蹈中因素是其进步的原驱动力，从民间舞蹈的根因素由此拓展
延伸发展动作更能够势在必行的到达教学目标。风格韵味、韵律特
征是划分各民族舞蹈的特别标签，在教学进程中从动作变成的动
态、动力、动律、节奏特色，联合与本民族有关的历史背景、生态
环境、文化精神加以限定。从一个动作、一个步调、一个形态中体
会动作和节拍的变化形态，展现元素—动作—短句—组合—片断的
教学方式。分章节、有节奏的进行锻炼，进而使学生明确认识和把
控羌族舞蹈的形式、体态、以及根本律动和节奏类别的主要手段。
从局部到全面、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繁杂，能够让学生深入浅
出标明民间舞蹈的元素风格，并且达到以情带动、情动交融、以情
传动、随心起舞的实训成效。运用该教学模式，不但能够体验纯正
的舞蹈风格魅力，更能够达到培育民族民间舞蹈教育才人的性能。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可能在现实的羌族民族民间教学进程中，老师

素质各有不同，教学系统不够完备，社会对待羌族民族文化理解并
不深刻，可是，经过强化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播力度，提升老师
队伍的素质标准，革新舞蹈教学的新形式，重视在实际的教学进程
中，吸收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必然提升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
品质，扩展教学的广度及纵深度，推进学生的综合整体进步，加快
羌族文化走向世界的脚步，彰显出羌族民族民间舞蹈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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