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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舞蹈教学方法中，学生可以没有思想、没有

棱角、没有性格，但一样要整齐划一，不仅要和老师跳

得一样，同学之间也要保持动作的一致性。每个学生都

像工厂里加工的商品一样，保持相同的规格、相同的审

美、相同的质感、相同的要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编

舞技法》课程与传统舞蹈教学方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把

课堂的主动权从老师手中拿出来，全部交给学生，让学

生成为教学环节的主导者，老师从整体上把握方向、积

极引导。1

教师在授课中，应以教授技法、开发思维、积极引

导和尊重创新为主要原则，重点关注学生的舞蹈语汇创

作能力，运用多种手段建树和提升舞蹈创作编排能力等

方面的培养。本课程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教学模式的多点

扩充和对学生复合型能力的关注与培养，遵循“学生课

前预习—老师课上讲授技法—学生课堂编创实操—教师

布置课下作业—学生课下编创作品结构、动作语汇、绘

制路线图及站位图—学生课下进行作业排练—下次课堂

上学生阐述编创意图及想法—学生回课展示—教师提出

引导性修改意见”的模式不断循环往复的进行。加强教

学的实践性环节，突出应用性。

1.老师讲得少、学生想得多

《编舞技法》课的基本教学方式是老师将舞蹈编创

的技术方法教给学生，学生理解技法原理后，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将舞蹈编创的技术方法与自己的主观想象相

结合，再通过编排实践过程，将想象思维转化为实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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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肢体动作呈现给观者。在这个过程中，老师教授的

编创技术方法是理性认知，学生自己的想象过程是感性

升腾，然后再依靠逻辑思维将二者重新整合和再次排列，

运用具有丰富表现力的肢体作为载体呈现出来。

例如：群舞调度训练依据调度的方式主要分为线性

调度和块状调度两大类，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首先向学

生讲解两种调度的区别，并举例展示不同种类调度的呈

现效果；其次向学生分别讲解线性调度和块状调度的具

体分类及象征性含义，最后提出创作要求。学生理解了

技法的运用方式及作业要求后，开始充分调动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新力，在思想上逐渐整合此技法的编创过程。

此部分的教学过程仅需要 15-20 分钟左右，但是学生通

常却需要 30 分钟以上的时间去对自己的创造性编舞过程

进行思考和布局。

2.老师跳得少、学生演得多

舞蹈专业的特殊性使得教师的亲身示范成为言传身

教教学法的重要组成方式，在现实环境和实际情况下，

学生们普遍认为“身教”比“言传”更为重要。然而，

对于追求思维创新更甚于肢体能力的《编舞技法》课程

而言，让学生“有想法”比让学生“会跳舞”更有教学

价值。

传统教学模式中，舞蹈老师上完一节课几乎大部分

时间都在做亲自示范，一招一式、一个眼神，都需要展

示给学生。但是《编舞技法》课程中，如果一个老师跳

得比学生多，那么学生自身的创造能力就难以得到展示

和开发，同时学生的思路还容易被教师的示范所影响，

最终成为“全班编成一个样”、或者全班编出来的作品都

是任课老师一人喜欢的风格或形式的尴尬情况。舞蹈编

学生主导　　教师引导
——浅谈《编舞技法》课程教学改革方法

李　乐

三亚学院　海南省三亚市　572000

摘　要：传统的舞蹈专业教学方式是言传身教，即老师怎么跳、学生怎么学，判断好学生的标准是学生能否和老师

的动作保持一致，学生和老师是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即学生能否成为一个“好演员”。如果对学生的要求

更高级一些，就要看学生能否在神韵的把握上与老师保持一致。然而，现代社会最需要的是创新性人才，没有思想、

没有创造力、没有创新性、没有创意度的“木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革，因此，培养具有创新性的舞蹈人

才，成为当下舞蹈教育变革的重要方向。本文论述了《编舞技法》课程教学改革的具体方法，希望能为当下舞蹈专

业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思考。

关键词：编舞技法；教学改革；创造力



217

教育论坛: 4卷2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导应当追求个性和创新性，应当尊重并保护学生的个性，

避免同质、雷同和相似。因此，在《编舞技法》课程中，

教师更多的是作为“专业观众”的身份去欣赏学生按照

技法要求编创的舞蹈作业，然后以自身的经验来建议学

生做出修改和完善，而不是强求学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

喜好和要求进行调整。

3.老师编得少、学生创得多

在教授调度技法的过程中，老师无法亲自示范多人

调度的过程，而是要用语言去清洗讲述队形调度的过程、

效果、要求和要点等，然后在学生完成编排后，向老师

展示他们的创作成果。尽管老师教学时对所有同学讲解

相同的内容、使用相同的方法、给予相同的准备时间，

但却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舞蹈编创作业效果。例如，作业

要求为从一个横排 4 人、竖排 4 人的正方形站位，通过调

度变化为 16 人的一横排队形，开始和结果是一样的，学

生主要对变化过程进行创作，编出来的作业会有很多种

处理方式。有的学生会选择较为直接的方式，先将 4 个

横排纵向融合为 2 个 8 人的横排，然后再将两个横排纵向

融合为最终 1 个 16 人的横排；有的学生会选择相对复杂

的方式，先将 4*4 的方阵变成 4 组 2*2 的小方块，随后在

保持 2*2 小方块的基础上经过小组间的换位、变化、交

叉，做画面上的丰富性处理，然后将每个小方块展开形

成 4 个 4 人小横排，最终将 4 个 4 人小横排连接成 1 个 16

人大横排；还有的学生选择相对随机和具有凌乱美的方

式进行创作，在 4*4 方阵的基础上，不以固定的形状或

规则作为队形调度的原则，而是通过看似随机、实则有

所设计的顺序进行调度，有人先、有人后、有人快、有

人满、有人远、有人近，但终点和目的地就会形成 1 个

16 人的大横排……

这里无法列举所有变化的可能性，正如人人所知的

“世界上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始终都在。”舞蹈创作过程

也是如此。在传统舞蹈教学方法中，老师做完示范，学

生能学到九成尚且不易，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优秀，每个

人都在努力变成同一个样。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在《编

舞技法》课程中，老师给予一成，学生能创造并展示出

无穷无际的成果，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独特的自己。

究其原因，无非是限制越多、框架越小，学生发挥的空

间就越小，但如果不给学生太多的限制，给予他们充分

展示个性和自我的可能性，他们的表现才能够更加真实、

更加具有突破性。

4.课上练习少、课下练习多

《编舞技法》课程每次课前，学生需要花费 30 分钟

左右时间来预习教材内容、阅读指定经典书目，并上网

查阅相关资料等。每次课下，学生通常需要花费 6-10 小

时左右时间，通过课程小组的形式自主走进教室，进行

实践、练习、编创，或找音乐、画路线图、观察人物形

象等。并将课下努力的结果于课上向老师回课。学生在

课上主要吸收、理解和掌握教师教授的主要知识点，并

进行成果展示，而课程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核心部分需

要在课下进行充分的编创和排练实践。

5.课时分配少、能力训练多

《编舞技法》课程转变了以往学生只会跳舞这一件事

的历史，使学生兼具“导 - 编 - 表 - 教 - 写 / 绘 - 讲”的多

重能力。

其中，“导”一方面体现在学生对于每一个作业的整

体布局和结构能力，另一方面体现在导演组同学对于其

他组员的协调、调配、分工能力的总体把握能力。

“编”的能力体现在学生对于各知识点的动作设计、

语汇把握、节奏处理、调度布局、道具使用、服装设计、

妆面搭配、音乐剪辑等多重能力的掌握。

“表”的能力是舞蹈专业学生的基本能力，是学生展

示编导主要意图和思想的途径。

“教”的能力主要指教学能力，当学生完成舞蹈语汇

的编创后，需要将其编创成果以师生教学的传统模式教

授给其他小组内的其他成员，使其在此过程中学会教师

教学的基本方法。

“写 / 绘”的能力在传统舞蹈专业教学环节中，是最

容易被教师忽略、被学生忽视的环节。“演得比说得好”、

“外表重于内涵”、“花瓶”等负面语言常常成为舞蹈专

业学生难以挥去的标签。本课程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撰写

作品文案、拍摄作品剧照、设计作品海报、绘制演员站

位图及路线规划图展示作品路线变化及技法呈现方式，

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机会学生将实践总结为理论，

再用理论去指导实践，学会正确的舞蹈编创工作步骤，

使学生编创能力更为全面。

“讲”是学生要向观众阐释编创意图、创意想法、编

创技法的运用手段等，以便提升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和口才，增进学生的临场应变能力，加强其自

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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