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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民族舞蹈教学中“传承与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刘景贤 

（山东管理学院  艺术学院  250100） 

摘要：“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1 传承民间舞蹈，弘扬传统文化，注定离不开对舞蹈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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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任何民族，追其根本，探其源头，其显现出的斑驳印记伟大

也好，平凡也罢，只其一小元素便能彰显背后盘桓交错的伟大历史

——由政治、人文、地理等共塑的时代。每个民族都保留其独特发

展史与背景，形成拥有本民族独特味道的民族舞。我们常讲各民间

舞蹈于根基中透着与众不同。此与众不同与其所在大的社会背景、

生活方式等生成与发展的多种因素紧密相关，因此我们说每种民族

舞都有它特殊的风格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纯粹的舞蹈传播并不能

完全体现这个民族独有的民族性、精神性和历史性，会削弱了它本

身被挖掘时附带的文化性。往小讲，舞蹈强身健体，为生活增添精

神趣味。往大了提，舞蹈教育承担的根源不仅是舞蹈本身，还有其

背后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和为受众群体树立的文化自信。 

1 高校民族舞蹈教学： 

怎样才能让高校中规范的民族民间舞蹈在符合高校教学体系

专业化、科学化、规范化、严谨化的同时，又能够保留其生成与发

展的原有生态特征，使看似相矛盾的两种方向相互融合相互制衡？

造成这种困扰的原因很简单，不止民族民间舞蹈，其他舞蹈种类也

会常遇此类问题——体系本身的形成＋模式锁定。民族舞蹈元素本

身被挖掘所凝聚的精华，从进入课堂开始就发生功能变换，其元素

会转换成一套固定的规范化教学，无可避免的会脱离它本应该自然

发展的状态，形成教育中的某种矛盾。 

太多失败案例警醒众教育者，随着民族民间课堂教学在高校的

逐步普及，教育工作者对这种“矛盾”的认知要越来越清晰。当下，

我们应就目前发展状态重新理清思路，制定一份符合高校民族民间

舞蹈传承与发展的策略方案。 

2 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 

在教学观念上摒除空谈舞蹈论、空谈教学论，切忌抛开整体发

展谈局部发展，从本质上思考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以根本

顾全大局，选“核心点”扩散，分解全局。实际操作可以理解为：

以“民族民间舞教学体系”为主要结构，使与之有相互关联的原生

态多种因素融合到这个结构中，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功能为主

要依据点，重新思考与整理以往的课堂教学实践。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创新出一套比原有思路更科学、更充实、更完善的教学体系。

改革版教学体系需遵循最高思想：把握民族民间舞蹈原有形态的形

成、发展、功能、扩散区域等结构元素的核心，结合高校课堂实践，

选出个别教学案例进行样本分析，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进行实践、精炼与总结，继而转变成教师个人的正确授课理念，为

我国高校各个民族舞蹈教学体系的健全发展提供前沿的科学论证。

纵向上，将高校民间舞蹈培训的教材与原生态元素对比，了解课堂

教材的提炼方法，让学生更直观的了解其民间独特风格性以及风格

性的来源；横向上将不同风格民间舞蹈进行比对，尤其差异性较大

的民族，如云南“傣族”与草原“蒙族”，其“三道弯”的灵动与

蒙古的热情奔放，对比效果会更明显。 

教学中只有完善教师的“教”，才能更好发挥学生的“学”，教

师对教材的宏观把握尤其重要，从舞蹈素材的原生态到规范教材的

“转变”要有据可依，并科学的掌握舞蹈的“转变”程度。这也是

解决学生当中通常出现的缺乏风格性、动作死板性、民族特征淡化

等重要问题的关键所在。 

3 教学反思： 

以山东胶州秧歌为例：它的教学过程可分三部分，依次由外向

内递进，即身体、情感和内涵。横向上可理解为：对胶州秧歌各类

元素要领的掌握，舞蹈情绪情感的体验和其文化影响三管齐下的教

学方向；纵向上可将胶州秧歌教学贯穿“由浅入深”的授课理念：

将元素、生活情感、文化特征整合引入，使得胶州秧歌教材融合为

一个整体，每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相互印证，达到对胶州秧歌民族

“文化精髓”的领悟与传承。这种“文化精髓”主要分散于舞蹈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因为“文化应予以优化的传衍，也就是说，对最

典型的、底蕴最深的、最优质的文化加以保护，使之继承发扬。”2

学生同时具备文化与舞蹈功底后，赋予他们创新的理念，对其创新

意识进行培养，这种培养也恰恰体现了传承与创新理念在高校教学

中的重要地位。快速发展的时代导致许多快餐文化的出现，许多现

代大学生过于注重功利性、实操性、快速性，忽略了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层面，曲解“传承与创新”理念的真正含义，导致其审美精

神严重“营养不良”，缺乏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积淀，促进了快餐文

化的泛滥，损坏优秀传统文化的命脉，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所以针

对高校教师来讲，应选择适当的传承创新理念进行沟通与教育。比

如讲述“非遗”传承人诙谐幽默的舞蹈生活经历，舞蹈创新者与舞

蹈之间励志感人的事迹等，传达正确的传承与创新理念来融合课

程，再将视觉点回归到舞蹈中，完成一场有思想交流的舞蹈学习。 

4 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延续上下五千年历史，每一种民间舞蹈都耗尽祖

辈毕生心血，其风格在传承变化中紧绕民族核心，幅度相对缓慢，

可曰“活化石”。高校舞蹈教育承担的根源不仅是舞蹈本身，还有

其背后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力、受众群体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

记曾说“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

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

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

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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