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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市场需求下综合类高校舞蹈专业人才培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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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理工学院影视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23）

【摘　要】舞蹈人才的培养关系着舞蹈文化整体的发展，舞蹈人才的职业素质培养能够提高舞蹈在文化行业的综合影响力。

高校的艺术教育在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努力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的艺术类人才。本文主要是研究我国综

合类高校舞蹈专业人才教育的发展现状，探究综合类高校舞蹈教学方法，以及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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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类高校舞蹈专业基本情况

舞蹈艺术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之一，培养全面发展的舞蹈

艺术人才，如何在综合类高校中培养舞蹈艺术人才，是十分值

得舞蹈教育工作者所研究和探讨的。

综合类大学中的师资多数来自专业舞蹈院校中培养的优秀

人才，是具备专业性和技能型人才，选用的教学也大多是以北

京舞蹈学院等国内顶尖艺术院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编写的具

有培养高精尖表演技术的专业性的舞蹈教材。在目前市场经济

体制下的舞蹈舞蹈高等教育，综合类大学立足培养的“复合型”

以及“创新型”人才，应该以就业为导向，根据学生实际能力

和水平，把好学生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平衡度，培养具有扎

实的知识基础和宽广的知识体系、区别于专门型舞蹈人才培养

的院校的符合市场需求的综合性舞蹈人才。

二、以就业为导向的实用型舞蹈人才培养

著名舞蹈教育理论家吕艺生在舞蹈教育学研究中，在肯定

舞蹈教育的艺术性的同时，强调了舞蹈教育的人文功能和社会

价值，认为文化是舞蹈的立足之本，推进舞蹈教育的全民普及，

需要深厚的文化基础才能实现其价值。1 近年来教育工作者致力

于成功素质教育的研究，校园内的大学生展演活动近年呈上升

趋势，各大高校每年定期举办舞蹈类赛事，通过舞蹈在大文化

环境中里起到的美育的重要作用。

在综合类高校的人才培养中，应该明确一下几点要求：

第一，专业实训课程应以实用为导向，在保证基础训练课

程中动作的规范训练和风格训练两把抓前提下，使学生明晰“如

何做”以及“如何教”等多方面的技能，坚持开发内化，把所

学的内容能够通过自己理解的方式传达给他人。

第二，创新教学方式，从“满堂灌”的老式教学中抽离出来，

实现交互式教学，老师在把握好知识点的准确性后开发学生的思

维模式，促进教学相长。能够跳出传统的教学思维，是要在更新

舞蹈教育带动下扩展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由单一“教和学”

的直线来往式课堂向多样化的课堂活动设计的转变。避开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带领着学生往复地进行组合训练，更多通过语言上的

启发给予学生自由的学习和创作时间，然后再来对这些设计内容

进行指导和纠正，这样一来，学生对于课堂具有更多的主动权，

通过参与的这个过程收获更多创造性的思维和体会。

第三，把握好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教学内容以丰富为主

要原则；舞蹈看似为单纯手舞与足蹈，或者是在人们长期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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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思维为以身体为媒介展示高超的技艺、有韵律的动态造型，

但其实舞蹈不仅仅是人体对于实体空间所存在的一种非静态形

式，在其中还蕴含着除了艺术学、美学以外包括生态学、社会

学和人类学等知识。

第四，根据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良好的基本文化知识的积累，

史论结合，实践和理论互相关照；学生对于舞蹈的文字论述或

研究都更有优势，更注重的理应是综合性的发展。文化企业单位，

对舞蹈的大众普及工作，舞蹈文化史的建设、舞蹈理论的建设，

等等方向都需要这样的人才。    

三、结语

未来高校的艺术教育在学生的发展方面是不断创新的，学

生素质相比于以前也是所有进步的，所以在新的时代之下，高

校的艺术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符合社会需求的，是可以步入

社会，实现就业的。其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未来的艺术教育

会符合学生的发展需求，会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各大高校会

不断改进教学，完善相应的设备与资源，提升教师质量，然后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实用型人才，促进国家的艺术教育的发展。

当今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需要培养成上万的高素质和

全面发展的人才，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根据市场所需来培养被需

要的人才特点，使学校中培养的内容和方式在学生踏入社会后

都能转化为最佳的实用能力。因此，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将

是舞蹈文化教育的最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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