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9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课程改革的必要性探讨

《中国古代舞蹈史》是我国舞蹈编导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

主要对我国舞蹈自上古时期至清朝所出现的代表性舞蹈样式、著

名舞蹈人物、各朝舞蹈风格、舞蹈理论进行客观梳理与讲解。《中

国古代舞蹈史》承载着传承华夏舞蹈文化的重要功能与作用，是

我国舞蹈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无以替代的重要课程。

随着我国舞蹈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进步，目前该课程的传统教

学方法在舞蹈编导专业的教学中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

还限制了舞蹈编导专业建设的完善度，因此，从微观层面的课堂教

学到宏观层面的专业建设都对舞蹈编导专业的《中国古代舞蹈史》

课程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此外，我国近年来提出了“新文科”、“课

程思政”等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思路，加之“文

化自觉与自信意识”在当代中国的不断树立，这些举措都给《中国

古代舞蹈史》课程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教学目的与课程内涵，故而探

索与时俱进的课程教学方法，深入挖掘课程内涵，最大程度的彰显

课程的专业价值与人文价值，并以课程为平台帮助学生建立民族文

化自觉与自信则显得尤为重要。

1.1现有课程教学方法缺乏专业针对性

我国舞蹈高等教育下设了：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三

个专业方向，这三个专业的必修课程均包含了《中国古代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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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但一直以来，该课程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缺乏专业针对性，

在各专业的教学中均以对客观史实的理论讲解配合相关视频介绍

的方式作为主要教学手段，其中不乏对大量史料原籍在文字层面

的深入解读与分析。笔者认为，这种纯理论性的教学方法更适用

于舞蹈理论专门性人才的培养，却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舞蹈编导

专业学生在中国古代舞蹈方面的创作实践，限制了该课程在舞蹈

编导专业的教学效果与教学价值。

舞蹈编导专业的核心在于“编”。选择正确的理论知识作为舞

蹈编创的基石，提升舞蹈作品的文化内涵，是舞蹈编导专业学习

舞蹈史论知识的根本目的，因此，舞蹈编导专业的《中国古代舞

蹈史》课程应该实现以下三个教学目标：1、学生全面掌握基础史

论知识；2、学生能够正确判断并选择在舞蹈创作中所需的史论知

识；3、学生对选择的史论知识能够进行准确的、有创造性的转化，

将其应用到舞蹈创作中。只有做到以上三点，才能真正实现该课

程的教学目的与舞蹈编导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紧密联系。

1.2对舞蹈编导专业课程建设进一步完善的促进

目前，舞蹈编导专业的专业课程主要包括两大类：1、专业基

础课，如基训课、各类舞蹈素材课、相关理论课；2、专业主干课，

如编舞技法、选材与结构等。其中，基训课主要有芭蕾舞基训、中

国古典舞基训、现代舞基训，舞蹈素材课主要有中国古典舞身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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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等。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来自西方的芭蕾舞、现代舞、编舞

技法，以及我国在建国后创建的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

均有身体实践层面的体验，但对于我国古代各朝的舞蹈样式却只

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学习。缺乏对传统舞蹈的身体体验无疑会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学生对于中国古代舞蹈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

度，也导致了学生专业知识储备的不完整。这样的现状也正是

舞蹈编导专业课程建设不够完善的表现。

纵观我国近年来的舞蹈创作成果，呈现历史舞蹈样貌的作品

寥寥无几，但凡出现这样的作品，从《踏歌》到《唐宫夜宴》，都

能成为现象级的作品。这类作品的鲜见正是因为在西方编舞技法的

训练下，我国部分舞蹈编导已经习惯借助纯粹的编舞技法，脱离具

有文化内涵的动态素材去创作舞蹈作品；编导专业学生的日常作业

更是以当代舞形式为主，巧妙的躲避了对于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中

国古代舞蹈的不明白、不会编、不敢编的尴尬。

1.3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随着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关键词。2016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文联

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讲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

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

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

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

欲信人者，必先自信，深入学习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在艺术创作中体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是习近平主席对当

代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创新《中国古代舞

蹈史》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主动意识；

强化学生结合史料，再现民族文化结晶的专业能力，不仅是舞

蹈编导专业课程建设进一步完善的需要，更是我国文化艺术事业

对舞蹈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必须要求。

2　课程改革的方法

2.1基本思路

“读史为前提，创作为目的”是舞蹈编导专业《中国古代

舞蹈史》课程改革的基本思路。

运用各种素材创作不同类别的舞蹈作品是舞蹈编导专业人才

培养的最终目标。舞蹈编导专业的各种基训课、素材课，在训

练学生身体能力的同时都起到了让学生掌握不同类型舞蹈素材的

作用，《中国古代舞蹈史》也应跳出“就史论史”的局限，

让学生从身体层面感受中国古代舞蹈，掌握中国古代舞蹈素材才

是最终目的。

但中国古代舞蹈的传承因为历史客观原因出现了断层，它已

然无法像西方的芭蕾舞、现代舞一样提供完整的舞蹈作品供学生

体验，我们只能尝试将文献中零散、碎片的文字资料和画卷、

雕塑中的静态舞姿进行动态转化，复原出中国古代舞蹈，体验

它的风姿流韵。

2.2课程实施方法

第一阶段以课本学习为主，讲授各朝舞蹈的基础理论知识，

同时配合经典舞蹈作品赏析，重点分析作品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及

编导的创作方法与思路，为学生提供创作启示。

第二阶段以中国汉唐古典舞流派所运用的复原历史资料进行

舞蹈创作的编舞方法作为教学抓手，要求学生通过查阅文献、

画像、陶俑、纪录片等资料，梳理总结古代舞蹈样式的来源背

景、风格特征、动作形态、调度结构、服饰配乐等信息后，

根据自己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复原出中国古代舞蹈的动态形象。

2.3教学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 . 3 . 1 注重以“史”为线，以“论”深入

第一阶段的教学不仅是梳理舞蹈历史的发展脉络，更要结合

各朝的政治、经济、人文特点，加强对各朝乐舞理论、美学观念及

文化思想的综合分析，做到以“史”为线，以“论”深入，帮助学

生准确的掌握各种舞蹈样式的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

2.3.2注重“用史”与“创造”的度

现存文献、画卷等材料所提供的舞蹈素材是抽象的、静止

的，学生在进行动态转化与复原时，必然存在带有个人审美倾向的

想象与创造。但中国古代舞蹈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复原应该追求准

确而非标新立异。因此，在教学时应加强学生对史料的追根溯源，

保证复原的舞蹈风格不能脱离舞蹈当时的历史文化大背景，要严格

做到复原的每一处细节都有根可寻，有据可依的，真正做到习主席

所说的有史识，有史德，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2.3.3注重舞蹈整体观

中国古代舞蹈大多与配乐诵唱、祭祀仪式等融于一体，学

生进行创作时应树立乐舞整体观意识，从服饰、道具、妆面等各方

面入手，全方位还原舞蹈样式，方能更准确的认识中国古代舞蹈。

3　教学改革的效果与意义

通过实际教学发现，该模式的教学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理论

教学模式。

首先，学生在史论知识学习阶段的主动性明显提升，改进

了“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状态。其次，学生对于课

程知识的掌握度更加深入、全面，学习兴趣明显增加。

此外，笔者认为本教学改革还有以下几点意义：1、通过

文献资料查阅与梳理，使学生掌握了基础的学术研究方法。2、通

过舞蹈复原，培养了学生主动运用舞蹈理论知识支撑创作实践的意

识，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了有机结合。3、目前国内外有多

种编舞方法，如交响编舞法、环境编舞法、机遇编舞法等，我国舞

蹈编导专业基本以主题动机编舞法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因此，在

《中国古代舞蹈史》课程中让学生体验我国汉唐古典舞流派所用的

编舞方法，可以促进学生更加全面的学习现有的编舞方法，拓展学

生的专业眼界。4、通过对中国古代典型乐舞样式的深入体验，可

以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符合近年来我国提

出的“新文科”以及“课程思政”等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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