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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美育思想看当代舞蹈美育的本质 
裴大明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无锡  214153） 

摘要：目前，中国舞蹈教育主要就是将职业化作为主要起点，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来发展至今，在素质教育以及美育等进一

步发展与改革，舞蹈美育也会逐渐发展并且深入到社会更为广泛的范围之内，舞蹈美育的有效发展，需要专业人员在实践当中不断

进行总结，在理论之中深刻思考。中西方现代美育思想主要在两个方面来为当前舞蹈美育观念提供不同的科学理念依据以及文化内

涵，这是最终充分实现美育观念进行转变以及创新化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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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个世纪末至今，美育思想就成为国家教育之中最为关键

的内容之一。国家针对文化领域给予更多关注，并且针对文化体制

改革方面给予更为深入的发展建议，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有

效发展做出战略方面科学部署。文化方面的创新发展与繁荣无法离

开艺术教育以及美育，有效加强学校内部的美育教育力度，可以真

正培育学生更为全面发展，为文化领域创造出更多可能。教育部门

强调有效促进德育、智育以及体育和美育之间展开科学融合，美育

最为主要目的就是可以促进人们追求自身的完满，可以深入体会人

生之中的多种可能性，从而可以感受到人生的趣味和意义。基于

此，本文主要针对从现代美育思想看当代舞蹈美育的本质进行以下

有关分析和阐述，以期具有相应借鉴价值。 

一、舞蹈在人的本质生成之中具有特殊性功能 

（一）针对主体进行整体性熔炼 

“整体性熔炼”表示美感属于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之中全身心

投入以及全面体验。人在展开审美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将自我感知、

想象以及情感等因素都进行融合，结合对象，全面针对其展开审美。

但是，这个审美主体感受到美实际程度以及参与力度等方面都具有

紧密关联[1]。比如，针对舞蹈《中国妈妈》进行审美，只有将感知、

思维以及想象等关键因素进行综合，才可以更为深入感受到舞蹈展

现出来的真善美和人性大爱精神，进而才可以真正完成审美实践活

动。总而言之，人们在展开审美活动之时，需要做到全身心投入其

中，各个内心因素之间进行科学渗透，并且将美感所具备的直觉性、

愉悦性等等进行展现。在审美活动之中可以针对人们身心进行熔炼

以及熏陶，进而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审美意识。 

（二）针对人的社会化整合 

“社会化整合”表示针对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社会性以及普遍

性。所以，人们在审美实践活动之中，实际获得的美感才可以真正

体现出爱悦性以及共享性等基本特征。爱悦性主要就是人们在感受

美的活动之中，内心会出现爱意，促进人主体主动去关注和关心他

人以及社会。共享性主要就是指在人类社会实践之中，主体在针对

美的对象的共同分享所实际获得的美感，进而表达人们的社会心

理，并且传递自身思想感情。比如当代舞《进城》就是在一群农民

工进城之后，会被城市环境所吸引和触动，进而立志改变自己家乡

环境，而改变自身命运的积极精神。双人舞《牵手》可以充分展现

出两位残疾人之间相互进行照顾，展现出人们在社会之中，力量的

结合就可以创造出生活之中最为美好的事物，纵使身患残疾，但是

在美好心灵的滋养下，也可以创造出更为美好的人间。社会之中人

们共同分享美感，就是将单人逐渐融合到群体当中，进而可以产生

更强的凝聚力。 

（三）针对主体人格进行塑造 

主体在审美活动之中可以获得相应美感，可以直接为主体人各

个方面都带来启示，或者也可以给予人们全新人格模式。在审美实

践活动之中，不管自身可以感受到何种美，都可以体现出人格基本

内涵，都能够展现出人们相对应的意志，促进主体具有和对象之间

相类似的品格[2]。比如，舞蹈《八女投江》、《满江红》《刑场上的婚

礼》以及《傲雪红花》、《红色娘子军》、《红梅赞》等等，都可以真

正塑造出更为鲜活的生命形象，展现出人们不同个性，但是同样高

尚的人格特点，发挥出感召以及鼓励作用，使人热血沸腾，充分激

发出人们更为浓烈的爱国情怀，为社会整体发展传递正能量，进而

展现出舞蹈的含义与美育效果。舞蹈在人的本质生成方面具有十分

关键的引导作用，欣赏舞蹈的人群都是在舞蹈美育熏陶之下所产生

的主观行动，他们发自内心喜爱舞蹈、尊敬舞蹈，所以对于舞蹈所

表现出来的内在含义更为接受与赞同，因此，舞蹈美育在人本质生

成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从现代美育思想看当代舞蹈美育的本质 

（一）现代美育思想 

西方近现代美育思想主要是从文艺复兴阶段而发展起来，可以

称之为开端，在美学研究人员思想和志趣方面的转变，逐渐从理性

走向感性，最终与自由进行碰撞。不管是康德、席勒以及黑格尔航

海士叔本华、费罗伊德，再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之中，都

可以在他们的思想之中感受到美育方面的存在，进而可以真正实现

西方美育思想由古至今、近代到现代之间的明显转变。 

近现代中国，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很多教育家以及学者

都经过西方现代文明以及民族思想的洗礼，并且接受这种思想，将

西方美学引入中国，并且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进行碰撞与结合，逐

渐形成一种新型美育思潮。在近代中国美育思想启迪者梁启超所提

出的“趣味教育”，一直到王国维针对美育思想在实际教育之中占

据的相应位置，展开更为深入分析和阐述，并且提出美育和德育与

智育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并且将美育添加到教育之中，后来蔡

元培作为代表的将“美育代宗教”说，近现代中国卡美育相应理论

已经逐渐具有自己比较独立的思想体系。使得人们也可以充分认识

到美育和德育以及智育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联系，并且十分关注针对

美育自身独特性质以及特殊使命的深入分析[3]。 

现代舞蹈思想或将自由作为主要目标，或将生活作为基本前

提，使得艺术的审美、社会发展现状、人类进步等展开十分紧密结

合，为与现代化科学技术、工业革命的逐渐发展而变得更为“异化”

的人，寻求内心的慰藉以及精神乐园。中巴西方现代美育思想在不

同方面可以为当代舞蹈美育基本观念奠定理论基础、文化内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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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追求，属于进一步实现美育观念进行科学转变以及创新的主要

路径。 

（二）舞蹈美育可以展现出身心和谐的自由 

将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作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美育思想，最为

关注纯思维活动在进一步培养心智层面的主要地位，将艺术审美所

包含的“美德”以及“净化”作用视为关键点。运用康德哲学思想

理念针对人们思想现代性分类展开深入分析，表示审美属于感性的

一种物质，是人们通过理性精神到达自由不能够缺少的基本途径。

在《审美教育书简》之中提到：通过审美的心境，理性是人的自主

性，在出现相应感慨之后，会在一些特定领域之中有所表现，感觉

的力量会在相应范围之内受到冲击，自然人受到净化提升到相应程

度，导致目前只需要根据自由法则就可以由自然的人逐渐发展变化

为精神的人。这样就可以在审美状态逐渐过渡到逻辑状态以及道德

状态，这是必然步骤，相较于从自然状态逐渐转变到审美状态，要

容易很多。席勒认为整个人性实际发展可以被分为三个基本阶段，

也就是自然的人、审美的人以及道德的人，有着三种不同状态的存

在。要将自然的人逐渐转变为道德的人，就要将其转变为一个审美

的人，这是最快的方式。因此，可见美育在人们进行全面发展之中

具有十分关键地位。 

舞蹈美育并不是简单针对舞蹈技艺进行传授，而是在科学引导

人们可以在更为自由的舞蹈之中真正感受到自我、感悟到人生甚至

是体会到生命之美。在自由的舞蹈之中，可以将审美剩余添加到一

些必然事物之中，最后可以挣脱身上的束缚，美好的东西才会逐渐

变为人们所追求的对象。蔡元培曾强调：“苟无艺术之调和，则一

世生活，真无兴趣之可言”。舞蹈讲究身心合一，使得艺术初始形

式就是在于改变人们的外表，后来演变成改变人们的内在。快乐没

有规则可言的跳跃也演变成了舞蹈[4]。在体操训练之下，即使可以

为人们锻炼身体，但是整合四肢获得自由并且做出一致性的游戏才

可以真正激发出美感。所以，舞蹈属于艺术样式或者是美育途径，

在进一步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和谐自由方面具有更为显著优

势。中国人比较习惯在自身经验基础之上来进行体验以及推断，最

终思索相应问题，因此针对心和艺之间的关系，需要将人们自身的

语言声音以及肢体动作等方面的表现来作为基础，诗歌、歌曲、舞

蹈均不需要借助外界工具，将人们自身的审美作为物质媒介，属于

心灵和肉体以及精神与感觉之间进行直接传达的一种艺术表现形

式。舞蹈属于万物有灵原始交感思维的主要产物，舞蹈自身就是身

心结合的一种外在表现艺术。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以及进步之中，

舞蹈可以被归结为一种身体语言或者是身体文化，就是针对人们内

心情感作出的张扬，并且可以针对文化道德进行展现。现代性审美

主要强调自律，并且给予人们最为强大的精神方面功能，进而可以

展现出审美现代化内在的主要矛盾，将审美知识分化以及独立作为

主要起点，逐渐向审美价值或者是审美体论展开深入演变。对于舞

蹈艺术进行欣赏或者参与，都可以使得审美主体在不同方面针对舞

蹈美产生相应感受，通过自身的眼睛以及肢体等进行接触与沟通。

在融合的过程之中，智育、德育等基本内涵就可以在舞蹈美育之中

进一步发酵，在《天鹅湖》之中芭蕾足尖可以展现出古典浪漫以及

艺术的唯美，舞者身体重心平衡等进行混合之后，可以展现出西方

文化与艺术的美感。当代中国古典舞《黄河》将大家熟知的旋律作

为奠基，将中国古典舞自身存在的韵律充分展现，“含腆冲靠”与

革命历史之间相契合，符合人们对于民族情感的认知。自然的人自

身知识、科学以及道德等方面可以在艺术审美之中获得相应净化以

及提升。可以真正展现出美育基本特征，也属于舞蹈美育进一步提

升人们身心更为和谐发展的魅力之处。 

（三）舞蹈美育可以体现出时代文化主要内涵 

在文化人类学这一角度而视，舞蹈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出现不同

结构意义上的创造性运动。舞蹈就是在人们欲望基础上所产生最基

础的沟通要素，可以真正体现出文化基本价值。这属于生命时空以

及社会基本范围之内针对舞蹈所产生的界定。原始舞蹈属于在人们

交感思维逐渐指导之下，所演绎出来的巫祭文化，并且可以呈现出

生命性以及直觉性。汉代盘鼓之舞在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展现出汉风

十足的文化，具有想象性以及浪漫性；在盛唐“霓裳羽衣”将儒道

释文化凸显出来，展现出文化艺术之间的相互融合；宋元以降戏曲、

民间的歌舞呈现出繁荣发展态势，真正展现出世俗文化的真性情。 

在文化之中，最为关键的目标就是为了促进人们在纯粹生命之

中，因其受到相应形式的支配，使其可以在审美国度变为审美的人，

并且从这一层面逐渐演变成道德的人，但是无法实现跨越式完成，

所以最为主要的任务就是从自然的人过渡到审美的人。中国现代美

育倡导者蔡元培，曾经强调：“文化运动不要忘记美育”。文化并不

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运动也不是空谈的，而是要实行的。近现

代中国“教育救国理论”的深入影响之下，舞蹈美育逐渐在各个教

育阶段都开展起来[5]。舞蹈在人们心中是最为高尚以及优美的运动，

可以为人们形成高尚品格以及优美姿势等做出巨大贡献。 

结束语： 

综上所述，舞蹈艺术将自身最为独特的美以及美感体验充分发

挥出来，可以进一步丰富人们内在情感，进一步丰富人们的思想境

界。不管是西方古典的芭蕾艺术，还是现代化社交舞蹈，亦或是中

国传统古典舞蹈、民族民间舞蹈以及现代流行舞蹈，其最为根本产

生的原因就是人们之间的情感方面交流以及对于情景的交融，舞蹈

具有多样性，可以满足人们针对内心和精神的外在表达。所以，舞

蹈美育可以适当在舞蹈专业技能方面得到训练和培养，可以实现对

于“美”的艺术追求，并且可以真正获得自我情感方面的愉悦以及

升华，产生对于舞蹈情感共鸣，更好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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