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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背景下艺术类课程提质改革研究 
——以舞蹈编导课程为例 

高旭 

（广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541000） 

摘要：新文科背景下，适时开展教学改革，加快推进新文科教育，从课程提质入手，探究如何在教学中创新方法手段、提升学

术内涵，是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尝试探讨“新文科”建设引领的新时代舞蹈编导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中，应

如何依托舞蹈编导专业特色，借力跨学科特长进行优势融合，主动深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挖掘舞蹈编导专业新时代发展意

义，并围绕着课程提质的改革的定位思路和目标，从课程框架、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对舞蹈编导课程展开深入的分析、探

讨和改革。 

关键词：新文科 课程改革  舞蹈编导课程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timely carrying out teaching reform, speeding up the new liberal arts education, starting with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ourses, and exploring how to innovate methods and means in teaching and enhance academic connotation are the problems that 

must be faced in cultivating liberal arts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to re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nce choreographer 

specialty, take advantage of interdisciplinary expertise to integrate advantages, actively deepen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s, tap 

the development significance of dance choreographer specialty in the new era, and make an in-depth analysis, discussion and reform of dance 

choreographer curriculum from three aspects: curriculum framework,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thods, centering on the orientation and goal of 

curriculum quality improvement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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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舞蹈编导课程提质改革的定位思路 

我国“新文科”这一概念最早在 2018 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对接会上被提出。2019 年 8 月 26 日，教育部召开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会，会议通报要通过大力发

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

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科技部等 13 个部门共同决定的“六卓越

一拔尖”计划 2.0 中被正式发布推出。 

2020 年 11 月 3 日，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

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召开，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

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新文科”在 2020 年着力实施，成为教育部

“四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科”教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

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将对创新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分类，舞蹈编

导课程所属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艺术学的学科门类。相较

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的稳定性、规范性、传承性，“新文科”

更强调发展性、突破性、创新性。“新文科”在实现人文社会科学

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更着眼于提出新理念、

激发新思维、创造新方法。在此背景下，适时开展教学改革，加快

推进新文科教育，从课程提质入手，探究如何在教学中创新方法手

段、提升学术内涵，是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必须面对的问题。 

将课程作为新文科人才培养的实践平台 

《舞蹈编导及分析》是一门告诉学生“怎么样表达内心情感、

怎样编创、怎样跳舞、怎样集成创新的课程。”课堂上，教师积极

启发学生进行跨学科舞蹈作品的创作尝试，让‘00 后’的学生尝试

以更现代、更具有跨学科理念、更贴切自身生活的状态去表现现实

题材。在进行舞蹈创作的同时，将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其他学科相连，

在新科技、新学科的运用等方面进行有益尝试，积累新的经验。 

将课程作为推动传统文化集成创新的基地 

《舞蹈编导及分析》课程紧紧围绕传承民族文化、建立对民族

文化的自信和欣赏的教学理念，以我国古典文化传统、现代革命文

化传统和当代大众文化为元素进行创作，不断提高学生的政治素

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以达到立德树人的培养要求。将传统文化

与艺术创作主动回归学生群体，通过创作传统文化方面的舞蹈，深

化中华优秀传统，树立文化自信，实现德艺双馨的人才培养目标。 

将课程作为全面提升学生创造美的能力的阶梯 

在舞蹈编导课程与人文学科的融合教学中提升学生创造美的

能力。学生作为创作主体在进行舞蹈创作前，需掌握包括文、史、

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

知识，观察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内涵。在新文

科的契机下，各学科互建桥梁，在培养学生对美的发现与认知的过

程中，提炼和升华人的价值观。 

二、舞蹈编导课程提质改革目标 

课程改革目标 

通过新文科教学改革，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弘扬新文科精神，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精神人格。专业课程与跨

学科人文素养协同发展，做到“专业深耕、实践赋能、特色精准”

的课程建设要求，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应用型、复合型文科人才，

从而形成具有参考价值的典型性新文科教学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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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育目标 

将新文科建设理念融入《舞蹈编导及分析》课程，解决学生实

践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平衡问题，使学生不再固守单一专业领域的知

识。培养和提升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

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为学生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三、舞蹈编导课程提质改革措施 

新文科的关键主要在于突破传统文科的分科过细的现状，融合

和跨界是其主要建设方向。1 在新文科的所有门类中，艺科最为特殊，

与多学科融合的空间也最为广大，自主发展的思考也最为活跃，尤

其舞蹈编导课程，最注重“集成创新”。在“新文科”建设引领的

新时代舞蹈编导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中，“依托舞蹈编导专业特色，

借力跨学科特长进行优势融合，主动深化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

承，挖掘舞蹈编导专业新时代发展意义”是《舞蹈编导及分析》课

程提质改革的主要建设方向，本文围绕着课程提质的改革目标，从

课程框架、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对舞蹈编导课程展开深入

的分析和改革。 

根据新文科人才要求调整课程框架 

《舞蹈编导及分析》课程面向舞蹈学本科专业开设，现行方案

有四个学期（272 学时），每学期分别进行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及

群舞的教学。从教学内容的版块结构来看，《舞蹈编导及分析》课

程框架主要存二个问题。一是核心知识点切入时机较晚，二是独舞、

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知识点部分重合的问题。如何在有限课程内

完成编舞技法四个部分的学习、如何整合知识点形成知识版块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肖苏华在《当代编舞理论与技法》中提出舞蹈动作的三要素：

时间、空间、力。《舞蹈编导及分析》课程以解决学生肢体动作开

发为基础教学目标，因此，根据新文科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实践运

用的要求，课程框架拟从舞蹈美的构成要素：“舞蹈时间、舞蹈空

间、舞蹈力量”三个版块将教学内容重新整合。 

1.“舞蹈时间”教学版块 

舞蹈的时间不是常态的时间，在舞蹈时间维度上，历时性的时

间秩序与线性结构被表意空间所切割，实现了过去、现在、将来在

“主题先行”“表意优先”前提下的合理转换。从舞蹈时间的知识

点进入，重点学习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基础的动作节奏学习

过渡到高级表演所要求的“情感节奏”的把握”学习感受动作的速

度和节奏，掌握时间与情感的关系，掌握舞蹈语言的情感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舞蹈影像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把握舞蹈与镜头的叙事方

法。 

2.“舞蹈空间”教学版块 

舞蹈的空间是无限的。物理空间知识舞蹈表层存在位置，而舞

蹈空间有着自己独特的“意识空间”（心理空间），它是想象的，非

理性的，是由身体构成的。从舞蹈空间的知识点切入，由“独舞、

双人舞、三人舞和群舞的舞蹈空间核心知识点融会和衔接”、“舞蹈

道具相关知识的掌握和实践”以及“环境编舞知识的学习和实践”

三个主要部分形成空间元素版块。 

3.“舞蹈力量”教学版块 

舞蹈人体的力，运动在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以各种力的构成

呈现舞者内在意识与思想情感。从舞蹈力量的知识点入手，根据舞

蹈体裁选用不同的用力方式，通过“独舞力量练习”、“双人舞支点

练习”以及“三人舞“一主两支”、“两主一支”等力量练习”，在

横向对比中感受舞蹈动作的整体特征，以此掌握动作风格以及提升

动作质感。 

结合学生情况优化教学方法 

从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来看，主要存在编舞技法知识点不易掌

握、理论与实践之间难以融会贯通的问题。编舞技法的教学对象是

本科二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这一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些专业

知识和技能基础，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也较强，但面对陌生的知

识领域难免会出现学习困难，特别是在将编舞构思转化为编舞实践

时，如何处理身体表达有相当的难度。帮助学生进行实践创编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编舞技法从学习到实践不可能一蹴而就，建立舞蹈

编创思维需要一定的积累过程。由于学生并不会自发地对理论与实

践加以整合，因此教师需要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将理论与实

践进行桥接，帮助学生树立舞蹈编创的全局意识。 

课程框架的调整完善了舞蹈编导的教学内容设计，接下来的改

革重点便是教学的执行环节，即用什么方法能够使教学内容更有效

地服务舞蹈创编思维模式，实现培养创新思维的应用能力的核心目

标。针对学生理论与实践难以融会贯通等问题，提出两项教学方法

的优化措施：纵向贯通和横向联动。 

1.纵向贯通 

纵向贯通是以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为基础，营造学生熟悉的知

识环境，将重点、难点问题的讲解与学生既有的知识体系相结合，

使之容易被吸纳和接受。以创作思维的培养为例，首先从学生熟悉

的事物开始，学会观察事物（引出动作造型创编学习内容“植物、

动物、人物”）；探后结合经典舞蹈作品分析，学会借鉴经典（引出

动机创编的学习内容“局部动机、形象动机、行为动机、节奏动机、

情绪动机”），最后学习如何创造，编创属于自己的舞蹈作品（引出

舞蹈创作学习内容）。这种纵向贯通的学习方法使舞蹈创作思维更

容易被学生吸收和接纳。 

2.横向联动 

新时代艺术呼唤一种新型的艺术教学，自由的、跨专业的、跨

领域的整体的大视觉艺术模式。2 横向联动是以课内已教授过的知识

点为支撑，将新的知识与学生学过的知识进行结合，加强学科间的

融会贯通，帮助学生树立整体的“新文科学习理念”。如环境编舞、

舞蹈影像等跨学科知识的学习，鼓励和引导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

和实践。如进行环境编舞学习时，学生首先要了解和学习所处地域

的人文内涵，体会人与自然的环境意义，然后从特定文化环境出发

寻找社会人物等元素进行创编，最后通过舞蹈的方式与环境进行对

话。这种学习方式将学生从传统编舞思想的桎梏中解放，有利于丰

富学生的联想能力、提高学生与自然和社会的融合度。再如舞蹈影

像的学习，作为一个跨学科门类，包含了文本与美学、历史与社会、

文化与观众等相互交织的元素，是一个关于形象、声音、人物、事

件、故事、隐喻的暂时和可塑的概念认知环境。舞蹈影像有利于打

破舞蹈本体，突破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空间，在舞蹈与影像的融合中

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针对考评短板改革考核方式 

为了解决考评短板问题，将课堂练习和课后作业也纳入到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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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实施过程性考核评价机制。 

1.过程性考核内容——课堂练习 

课堂练习主要围绕舞蹈即兴和一些常规的、带有实验性的、统

一要求的训练展开，提高舞蹈编创的准确性，方便教师了解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程度。 

2.过程性考核内容——课后作业 

课后作业由教师指定作业让学生编创，教师将学生作业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汇总，在课堂上统一讲解，与学生一同探讨，有利于强

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3.过程性考核内容——期末考试 

期末考试作为阶段性的重要考试，能够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全体教师对学生的展示进行考评，并开展教学研讨会活动，总结教

育教学工作，提出课程优化建议，进一步提高课程教育教学水平。 

结语 

新文科建设是国家宏观战略下的整体教育部署，提倡学科重

组、关注新科技在原有学科中的贯通融合，同时强调人才培养的综

合性、实现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求。3 本文根据《舞蹈编

导及分析》的课程性质，围绕着课程提质的改革的定位思路和目标，

从课程框架、教学方法、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对课程展开改革思考，

以期为舞蹈编导课程的新文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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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设计）如果需要解释某些内容、特殊名词，或者引

文来自经典著作、领导讲话、文件法规、内部资料、工具辞书，以

及转引自有关文章，均可做为注释（说明作者、题名和出处），以

进行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要以圈码标识上标①表示，置于所引

内容最末句文字的右上角（上标），注释采用页下脚注，每页重新

编序。但需要提醒学生的是注释不能与参考文献混为一谈。 

6.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四字采用一级标题格式，居中设置。文献列表左

对齐，所有的数字、英文均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标点符号均

用半角英文符号，其他字体类型、大小和行距根据所在学校要求设

置。 

四、结语 

《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课程教学，可以系统性地讲解

毕业论文（设计）的整体流程与要求，可以为学生开展毕业论文（设

计）提供一定的基础，让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

计）的质量和教师指导学生的效率，也可以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意

识和自主学习习惯。希望通过《毕业论文（设计）撰写规范》课程，

为教师的工作、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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