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32022 年第 4 卷第 17 期 实践探索

舞蹈编导创新意识的提高策略研究
胡　楠

（长春市城建工程学校，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舞蹈是一种以人体肢体动作为语言的艺术形式，而在当前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为了进一步满足群众审美需求，舞蹈编导

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对舞蹈编导来讲，创新是舞蹈这一艺术形式不断发展的内驱力，也是提升舞蹈艺术水平的重要动力。因此，

舞蹈编导需要在传统的舞蹈形式上进行创新，结合人们的审美需求推陈出新，让观众眼前一亮。本文就舞蹈编导创新意识的提高策略进

行探究，并对此提出相关看法，希望为舞蹈编导发展自身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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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极具观赏性的艺术行为，舞蹈是通过丰富的肢体语

言将个人内心思想表现出来。时下，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其对于舞蹈所表现出的观赏性和艺术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意味

着舞蹈创作对编导的要求也不断提升。为了在最大程度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求，舞蹈编导需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能够在舞蹈创

作中融合更多的元素，从而创做出更为优秀的舞蹈作品。这一目

标的实现需要对舞蹈的分类、舞蹈编导创新意识提升的必要性进

行分析，并探究提升舞蹈编导能力的措施。

一、舞蹈的分类

作为人们最早创作的艺术形式，舞蹈最开始是以人类劳动或

欢庆丰收为原型的，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人们逐渐开始尝试用

此种肢体语言来体现自身的情感和思想。一般来讲，在观赏的舞

蹈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自娱性舞蹈。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此种类型的舞蹈

是为了自己娱乐而跳的舞蹈，且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举个简单

的例子，跳舞过程中的场地、时间等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同时在

跳舞的过程中来实现情感的交流，较为盛行的是我国不同民族跳

的舞蹈、国际上的交谊舞等。自娱性舞蹈能够放松人们的心情，

其本身并不带表演性质。此外，此种欢快的氛围可以带来积极乐

观的社会作用。

第二，表演性舞蹈。这一类型的舞蹈专门为观众表演，由较

强的规范性和专业性特征，绝大多数舞蹈都需要编导人员精心编

排。在舞蹈过程中，舞蹈人员需要跟随背景音乐表达出中心思想；

编导人员需要借助特殊情节来塑造舞蹈人物和动作，可以让观众

与舞蹈人员在表演过程中达到精神上的统一。

实际上，表演性舞蹈极具特殊性，因舞蹈有人为的编导成分

在内，因此舞蹈人员在表演中不可脱离舞蹈节目的主体，且受场

地与节目的影响，并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思维。同时，表演

中需要利用舞台的多种条件来辅助舞蹈表演，如灯光、背景音乐

等，且舞蹈表演中需要演员具有一定的专业技巧和情感表达技巧，

从而可以表现出编导人员的思想。

二、舞蹈编导提升创新意识的必要性

创作与生活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舞蹈编导人员在生活中要做

到认真观察，将来自生活中的内容当作舞蹈创作的素材，并将这

些来源于生活中的素材加以升华和提炼。舞蹈创作来自生活中的

“真善美”，而创作是对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同的舞蹈都映射着

广大劳动人们的生活状态或生活中的又一片段。而舞蹈编导人员

提升自身的创新意识，时代精神和生活文化巧妙结合，使舞蹈形

式符合群众的认知，这样可以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对舞蹈编导来讲，创新意识是其结合社会生活以及艺术发展

的需求，在创作中寻求创新，也是将艺术家的思维意识转化为舞

蹈动作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一个标新立异的构思是一部作品

成功的关键，良好的创意是确保舞蹈表演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对一切创造性工作来讲，创造性思维是难能可贵的思维形式。

目前随着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为了可以赢在竞争的起跑线，不

同领域的人们更为重视创新意识，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在日常生

活中，良好的创意可以产生一部深受人们喜爱、广为流传的艺术

作品。特别是在当前的互联网视域下，舞蹈领域的作品不断出现

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审美能力，

因此他们也对艺术作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导人员面临着较大

的挑战。

（一）舞蹈编导创新意识的提高的对策 

从上述内容可知，微观上舞蹈编导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创做

出更为精美的舞蹈作品，宏观上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

发展。基于此，在全新的时代，舞蹈编导需要积极创新，结合实

际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以及素养，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从以下几

点入手：

（二）提升文化涵养，深化创新意识 

身为一名舞蹈编导人员，在日常的学习中需要强化自身的文

化修养。其主要原因在于舞蹈是一种艺术形式，要求编导人员需

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文化素养的内涵是对相近的艺术文化、

普通文化等都需要有一定涉猎，并可以将文化意识转化为舞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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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第二，身为一名舞蹈指导人员，在具备独特的审美能力之外，

同时也需要有敏锐的观察能力。舞蹈编导人员在看待同一事物时，

需要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点，借助自身的想象力丰富舞蹈内涵，

充分展现舞蹈的魅力。第三，身为新时期下的舞蹈编导人员，在

日常生活中需要培养自身的生活情操。通过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

以及情感，能够为艺术思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进而为优秀作

品的创作做好充分保障。此外，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从以下几点

入手。第一，在生活中不断学习，同时也需要精通语言艺术的表

达形式，也要熟练掌握肢体表达、舞蹈等专业知识。在日常的工

作中，可积极与表演人员进行沟通，进一步掌握较为深入的专业

知识和技巧，通过不断学习强化自身的能力。第二，重视自身对

宏观表现和微观表达的理解程度。在具体工作过程中，需要对节

目的主题进行宏观把控，同时也可以对较为详细的工作记性检查，

例如观众建议、舞台表现等的契合度等，从而将细节把握到位。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编导人员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

成功的舞蹈离不开编导的引导与创作，节目演出成功是团队合作

完成的结果。即便编导人员具有一定的引导力，但是团队的整体

运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基于这一角度，身为编导人员，在团队合

作过程中需要对自身的角色进行精准定位，做到谦虚谨慎，并能

够用积极的语言调动整个团队的工作热情，让他们可以呈现最为

精彩的舞蹈节目。除此之外，编导人员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应急能力，

在演出和创作中出现突发性问题时，可以做到平静对待。

（三）丰富舞蹈题材，融入创新元素 

舞蹈表演的题材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创作舞蹈需要创

作人员立足生活的角度，从中选取想要表达的情感，进而将其传

递给观众，从而实现作品的共鸣，让观众可以从舞蹈表演中可以

体会到创作人员所要表现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是人们对艺术的感

知能力，即艺术情感的共鸣。从这一角度来看，舞蹈题材是借助

人体的外在动作去反映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舞蹈的语言，且这

种语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意味着舞蹈的题材需

要反映现实。例如，我近两年以来河南卫视首居“霸屏”之位，

春节甩出《唐宫夜宴》《天地之中》一波王炸后，在端午节用一

段唯美曼妙的水下舞蹈，再现了“独占天下八斗才”的曹植曹子

建的名篇——《洛神赋》。《祈》这支舞蹈巧妙地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舞融合为一体，创作团队不曾简单堆砌文化符号，没有盲目

追求宏大排场，而是精心挖掘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的契合点，寻

求与广大观众的共鸣，以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更多人的心灵。在

日常活动中，舞蹈工作人员需要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善于发现

他人想不到的点，并将起巧妙地融入舞蹈中，创做出符合观众认知、

具有更多闪光点的艺术作品。

舞蹈编导在创作中，需要将生活中的动态当作形象创作的源

泉，并对各类形象所具备的色彩进行探讨。首先，精准把握舞蹈

的内涵。在创作之初需要对舞蹈的基本风格和特征进行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思考舞蹈所表现的主体，并围绕主题来体现舞蹈的审

美内涵。其次，把控动作的鲜明性。积极运用文学、美术和音乐

思维方式，进一步丰富舞蹈的内涵。但是这些思维是没有固定模

式的，因此舞蹈编导需要让思维保持活跃。

（四）凸显时代特色，体现时代精神

艺术作品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到与时

俱进、不断创新，从而可以被群众接受，并具备本身的时代艺术

价值。我国民间的艺术之所以可以不断延续，其主要原因是符合

了群众的基础审美标准，而民间艺术家之所以可以提炼出更高水

平的艺术内涵，并将其呈现在艺术品中，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

题材以及主题紧跟时代的步伐，结合人们的需求以及生活勇敢创

新，从而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地

域文化以及时代风貌。基于此，为了确保舞蹈这一艺术的传承和

发展，舞蹈编导人员需要紧随时代的发展步伐，拓展自身的思维。

首先，善于运用“出人意料而在情理之中”的逆向思维进行创作，

例如发现生活中的个性化人物，这些个性有些是肢体动作中的体

现，因此可以在传统的编排创作上进行创新，用独特的美来进行

舞蹈编排。如，著名艺术家杨丽萍舞蹈的作品《云南印象》创作

思路与其他创作者的思路存在差异，她并没有寻找专业的演员进

行表演，而是寻找了一些能歌善舞的村民进行舞蹈的创作，给人

以眼前一亮的感觉，这种创新的思路也充分将传统文化与舞蹈相

结合。其次，善于运用个性化思维。在创作时可以跳出惯用的思

维模式，如舞蹈的肢体语言较多，则可以将一些抽象的内容添加

进去，加大舞蹈的创新力度，并添加舞蹈的可看性。

三、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全新的时代，舞蹈编导人员在创作中需要具

备较强的创新意识以及能力，以此来创做出更具观赏性的舞蹈作

品。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编导人员从实际入手，结合自身情况

以及群众审美需求，积极提升自身的能力，大胆地将全新的艺术

元素融入舞蹈创作过程，从而迎合群众的眼光，创做出精美的舞

蹈作品，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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