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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蹈"动作语境"的教学分析 
——以朝鲜族舞蹈教学为例 

李梦莹 

（绥化学院  152061） 

摘要：民族舞蹈是一个国家的民族艺术财富，它来自于不同地区，大多产生于民间地区，是由当地人民结合具体生活状态和民

俗文化创造的动作，经过改编、流传，便成为了民族瑰宝。每一种民族舞蹈都有其来源，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每一个舞蹈动作都

有其语境，专业术语中称为“动作语境”，教师在教学时加入动作语境是为了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舞蹈动作，表现出舞蹈动作的内

涵。朝鲜族舞蹈属于我国朝鲜族舞蹈，该舞蹈中每一个动作都融合有丰富的语境。本文以朝鲜族舞蹈教学为例，分析民族舞蹈中“动

作语境”的运用。 

关键词：民族舞蹈；“动作语境”；朝鲜族舞蹈；舞蹈教学； 

 

引言：朝鲜族生活在我国的东北部地区，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

信仰等等带给朝鲜族灵感，他们创造出了朝鲜族舞蹈。“动作语境”

在朝鲜族舞蹈中运用频繁，也正是“动作语境”的运用，朝鲜族舞

蹈的内涵和外延价值都被舞者表现的淋漓尽致，当然，这很大意义

上得益于教师运用了正确的教学方法。除了朝鲜族舞蹈外，其他各

个民族舞蹈都可运用“动作语境”提高教师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

舞蹈质量。可见“动作语境”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鉴于这种重

要性，文章将以朝鲜族舞蹈教学为例，分析“动作语境”在民族舞

蹈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一、"动作语境"在民族舞蹈教学中的作用 

（一）增强学生对舞蹈动作的理解程度 

舞蹈是舞者用身体表达故事的方式，是一种身体语言，优秀的

舞者能运用这种身体语言把舞蹈背后的故事表达到极致，观看这种

充满故事感的舞蹈对观众来说是一种幸运和享受。当今社会发展迅

速，各种舞蹈种类层出不穷，但通过比较，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民族

舞蹈是最具欣赏价值的舞蹈种类，于是，很多家长赞同让学生从小

学习民族舞蹈，有些学生坚持到了大学。进入大学后，教师发现很

多学生跳舞时对舞蹈动作理解不深入，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完成动作

任务的目标上，比如，西藏舞中的碎踏、颤踏，教师做什么动作，

学生便跟着做什么动作。当教师问学生该动作的含义或者为什么要

这样做碎踏步，而不是像平常走路一样的方式做碎踏步时，基本上

没有学生回答出来，这就是典型的只顾做动作，对动作本身理解程

度较低，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学生成为舞蹈动作机器，跳不出背后的

故事，观众也看不出其中的故事内涵。当“动作语境”运用在民族

舞蹈教学中时，教师重视每一个动作的讲解，学生也知道标准动作

的内涵，就不会把舞蹈动作和日常生活中普通的行为动作或者其他

类型舞蹈动作混淆在一起，这将会增强学生对舞蹈动作的理解程

度。 

（二）增强民族舞蹈文化价值的传播 

民族舞本身就属于民族文化，教育也是传播民族舞蹈文化的路

径之一，学生学习民族舞蹈就拥有了这一方面的文化知识，但并不

意味着学生就完全精通，只能说他们比非专业人士懂得民族舞蹈文

化方面的内容，知道它属于哪一种舞蹈，知道它分成几个类别，也

能完整跳出几种舞蹈等等。但若是问学生该民族舞蹈文化方面的知

识，学生可能要思考半天，比如，该舞蹈的起源，舞蹈产生的环境，

舞蹈动作的故事情节等等，学生就回答不出来了，这有悖人们对一

名专业舞者的良好印象，而这些问题都是与文化价值的形成相关的

内容，学生回答不出来就可见他们的民族舞蹈文化知识还是有待提

高的。当教师在民族舞蹈教学中加入“动作语境”时，教师会告诉

学生舞蹈动作的出处和来源，让学生知道每一个动作产生的文化背

景，在教学中传播正确的民族舞蹈文化价值，学生就会自动将自己

带入那个时代的那种生活环境中，比如，学生在跳傣族舞蹈时，了

解到傣族舞蹈与自然的关系，就会将自己想象成傣族的男子或女

子，想象自己生活的环境及状态，这将能够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使他们跳出原汁原味的舞蹈。 

二、朝鲜族舞蹈教学中“动作语境”的运用分析 

（一）农耕文化在脚下舞蹈动作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在观看朝鲜族舞蹈时，明显能感受到舞蹈动作的质感，尤

其是脚下的动作，看上去步伐相对“沉重”，但不会给人一种“疲

惫”“累”的沉重，而是有质感的“沉”。例如，朝鲜族民间舞蹈安

旦中的丁字推移步、搓步、盖士步，动作大方，有规律，观众看了

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舞蹈动作都是有来源的，舞者只有了解了这些

来源才能跳好这些动作，这就需要舞者懂得“动作语境”，教师讲

解的时候一定要强调“动作语境”的重要性。朝鲜族舞蹈脚下舞蹈

动作相对比较“沉”，这与他们的农耕文化相关，朝鲜属于农耕民

族，以生产水稻为主，人民种植水稻时要下到河地里，脚下与湿润

的泥土接触，挪步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困难，必须使一些力气才能进

入到下一个区域继续插水稻。这是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创造出了

有质感的“沉”的脚下动作，教师在教朝鲜族舞蹈时，若是涉及到

某些“沉”步伐的舞蹈动作，就要给学生讲到农耕文化的历史。 

（二）朝鲜族饮食文化在腰部动作教学中的运用 

饮食文化也是朝鲜族舞蹈动作的创作源泉，很多舞蹈动作中都

可观察到饮食文化在舞蹈动作中的运用，这就可以解释某些动作的

“语境”具体内容。例如，在舞蹈《行者》中，舞者小腹的形态呈

“弓”形状，腰部主要是“撑”的状态，两者配合，舞者使用腰部

发力表现出完美的舞蹈动作，这一动作的主要来源与朝鲜族饮食文

化相关。了解我国东北部朝鲜族饮食文化的人都知道，朝鲜族人们

喜欢吃大酱，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酱缸，酱缸的轮廓和曲线是圆滑

的，内部空间是饱满的。腰部的舞蹈动作借鉴了酱缸的特点，这也

许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大酱存在于生活中，与酱缸接触时间长了，就

把酱缸的特点融入到舞蹈动作中，那么就不难理解《行者》舞蹈中，

舞者腰部呈现饱满的状态的原因了。这种饱满的状态正如同酱缸饱

满的空间，舞者的气息全部在腰部，也就是在“酱缸”中，这样有

利于他们在舞蹈动作时运用腰部发力。教师在教有关腰部的动作

时，可运用这一饮食文化“动作语境”让学生理解腰部动作的来源。 

（三）朝鲜族建筑物特点在舞蹈线条感教学中的运用 

观看朝鲜族舞蹈动作时，可以看到舞者呈现出的动作具有优美

的线条感，例如，舞者双手摊平，肩部下沉，手臂从腋下如流水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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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延伸，举过头顶，可看见微微上翘的指尖，让观众赏心悦目。

见到过朝鲜族建筑物的人们如果能将舞蹈动作与建筑文化相关联

到一起，就能理解舞者舞蹈动作线条感的来源。走在朝鲜族人民居

住的街道上，可看到无论是平民百姓的普通居所，还是商场大楼，

外部形态都呈现出曲线形状，即建筑物上端中间如平坦的小舟，左

右两端向上延伸翘起，想到舞者的动作几乎和这建筑物的形态一模

一样，都带给人无限的舒适、自由感。朝鲜族舞蹈中很多动作都有

这种线条感，教师在教到此类动作时可以给学生展示出朝鲜族建筑

物的形态，学生就会恍然大悟，将舞蹈动作和建筑文化联系在一起，

做出标准的动作，呈现出舞蹈动作应有的线条美感。 

（四）朝鲜语言特点在舞蹈节奏教学中的运用 

语言也是一种文化，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语言影响着方方

面面，其中民族舞蹈就受民族语言的影响，学生知道这一点，在学

习过程中，若是涉及到某些不太理解的舞蹈动作，想要探寻动作背

后的来源，就很自然能将该动作与语言文化联系起来的。朝鲜语言

有很高的辨识度，听过朝鲜族语言的人们能明显听到他们语调的高

低起伏，这是因为朝鲜族语言本身就属于一种语调语言，这种语调

语言决定着朝鲜族人民说话时的呼吸方式是“圆弧形”，可以想象

他们讲话时的语调拼凑在一起呈现出滚动式的弧形形态，这种弧形

形态也多体现在舞蹈动作中。例如，手臂动作、腰部动作经常呈现

出典型的弧形状态。教师在讲解舞蹈动作时可以让学生听朝鲜语

言，以语言为切入点理解这些文化内涵，形成“动作语境”彻底掌

握这些舞蹈动作。 

三、民族舞蹈"动作语境"的教学方法 

（一）教师先做舞蹈示范，让学生观察其中蕴含的“动作语境” 

完整的舞蹈是由多个不同的动作组合在一起连贯而成的，每一

个动作被单独拆解开来都有很深刻的含义，它可能是一段历史的缩

影，可能是一个故事的情节，也可能是某句真挚的话语，这都是舞

蹈中的“动作语境”。学生刚开始接触新的舞蹈时，对舞蹈动作是

陌生的，教师可以先做舞蹈示范，让学生在观看中认真观察其中蕴

含的“动作语境”。在此基础上展开接下来的教学步骤。例如，《孔

雀舞》的教学，在舞蹈室内，教师让学生围成一个圈，自己在圈中

间表演，确保每一位学生能完整看到所有的舞蹈动作。 

（二）让学生探讨并说出自己对舞蹈动作的理解 

教师示范完舞蹈动作之后，就到了学生探讨和表达自己对舞蹈

动作理解的环节了，教师可将全班同学分成 5 人一组的小组，几个

人讨论观看完舞蹈的感受和对舞蹈的整体理解以及对舞蹈片段的

理解，最后小组派代表发言说出探讨结果。例如，某小组学生说：

“这个舞蹈源自于傣族，孔雀在傣族是有美好寓意的，寓意着幸福，

所以根据它的文化背景来看，这是一种表达幸福感的舞蹈。”另外

一位学生说：“刚刚老师手臂延伸，脖颈延长的动作寓意着自由...”。

每一位学生对该舞蹈都有自己的理解，教师要鼓励他们发挥想象

力，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说出对舞蹈动作的理解。 

（三）教师解释民族舞蹈中“动作语境”的内容 

学生探讨并发表了自己对舞蹈动作“语境”的理解，有些是正

确的，有些是错误的，但总体来说，学生的理解是不全面的。这就

需要教师解释民族舞蹈中“动作语境”的内容，让学生完全理解每

一个舞蹈动作中蕴含的故事、文化、感情等等，有了前期的知识积

累，学生在正式学习时很快就能进入角色，跳出令自己和教师都满

意的舞蹈动作，表达出舞蹈的真正韵味。例如，教师将学生们熟悉

的泼水节和孔雀舞联系起来解释舞蹈动作的民俗含义，傣族人民崇

尚水文化，谁是柔美的，舞蹈动作中多有柔美、恬静的感觉，孔雀

舞中的“三道弯”就与这种文化相关。 

（四）教师拆解舞蹈动作，将“动作语境”完美融入舞蹈教学

中 

学生观看了教师的舞蹈示范，也探讨了自己对舞蹈的理解，并

且发表了个人感想，教师根据学生对舞蹈动作的理解讲述了舞蹈背

后的文化内涵，让学生对该舞蹈有了整体上的“动作语境”把握。

接下来，就到了教舞蹈动作的环节，教师就可以拆解舞蹈动作，将

“动作语境”完美融合到舞蹈教学中，让学生学会每一个舞蹈动作。

例如，教师可以将这支孔雀舞分成 6 段，讲解每一段动作的时候都

要解释其中的文化、故事情节和感情，让学生在跳舞的过程中把这

些文化、故事情节和感情融入其中。 

（五）学生示范舞蹈动作 

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学会舞蹈动作，6 段舞蹈都学完之后就

可以示范了，在示范的时候，教师可观察学生的动作表现，有问题

的地方及时指出来，帮助学生改正。例如，有些学生在做身体前驱

的动作时，手臂的位置与标准动作相差较大，教师可以先让该学生

讲一遍这个动作的“动作语境”检测学生是否理解这一动作语境，

然后再让他将动作融合在语境中再次示范，教师再观察为其调整动

作细节部分。 

四、结束语 

民族舞蹈来源于不同的民族，融合着地域文化，充满了地域色

彩。不同的民族舞蹈背后是不同的文化和故事，这些文化和故事是

每一个动作的来源和出处，舞者只有了解了动作的来源出处，也就

是“动作语境”才能跳出舞蹈的韵味。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把“舞

蹈语境”作为教学重点，让学生理解民族舞蹈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学生才能跳好舞蹈。本文以朝鲜族舞蹈教学为例，分析了“动作语

境”在民族舞蹈教学中的作用和运用方式，提出了“动作语境”在

教学中的运用方法，教师可作为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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