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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研究
罗婷

(贵州省惠水县贵州黔南科技学院 550600)

摘要 伴随多元文化背景深化发展，在不断探索、改进、完善和提高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规范化、标准化、有效性建设进程中，
本科院校教职工勇于担当积极进取探索教学新方向，为实现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的进一步提升、推进教学作出了积
极贡献。为进一步激发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内在活力，提升教职工整体素质，提炼、培育多元文化精神和理念，打
造具有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体系，促进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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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元文化背景概述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河中，

各民族人员用智慧的结晶创造了形式各异的舞蹈形式，是文化的延
续和衍生。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
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
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随着多元文化
背景的不断改革，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应用在高校中占有重要比
重。对于高校学生来说，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对于他们来说有助于树
立多元文化观念并提升美学认知，因此，就需要我们的教师来积极
地调动和鼓励高校学生们积极主动进行民族民间舞蹈学习，不断地
激发高校学生们的民族民间舞蹈水平。但是，就以往的活动过程来
看，高校教育对于民族民间舞蹈的关注缺失，更关注学科成绩而忽
视了民族民间舞蹈多元文化软性教育，同时大部分高校教职工忽略
了自身活动目标的创新性，这样单一刻板活动方法使高校学生缺乏
对民族民间舞蹈学习理念的兴趣，还大大的降低了民族民间舞蹈的
活动质量。

二、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资金不足
资金不足，缺乏激励措施。目前，建立符合标准的多元文化背

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措施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的前提下，各方共
同努力推进相关工作发展。在财政补贴方面，缺少固定的年度多元
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专项资金，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
舞蹈教学扶持方式不够丰富且财政补贴少量，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
民间舞蹈教学建设基本上是政府自发地从降低成本，缺乏创新的资
金支持方法。

2、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缺乏专业人才，且教职
工和学生沟通交流缺乏。

目前，各高校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团队中具有相
关能力的人员并不多。从团队整体素质的角度来看，它需要得到加
强。没有有效地将与高校在民间民族舞蹈教学的实践中与多元文化
背景下教学相结合。高校要重视加强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建立
长效机制，使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在舞蹈的实践中多元文化，使得舞
蹈教学队伍的整体素质始终处于较高水平。

三、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创新途径研究
1、更新舞蹈教学中多元文化素养培养观念，完善多元文化渗

透方法。
随着舞蹈教学目标和内容的革新，增加多元文化素养培养对学

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在提升高校学生多元文
化素养过程中，应认识到舞蹈教学中多元文化素养思想交流可以达
到双向、充分的互动交流，因此在舞蹈教学中多元文化素养培养引
导不能再采用传统的指导，积极引导高校学生学习和接受正确的多
元文化素养思想。转变观念，形成健康正确的多元文化素养。

2、加大财政投入，丰富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教学载体，加强多
元文化建设。

应该加大对学校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教育的经费投入，为民族民
间舞蹈艺术的教学和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鼓励和支持各级各类学
校开展与普及优秀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逐步使民间舞蹈艺术进学

校、进课堂，让学生逐步接受舞蹈教学中的文化培养。组织开展舞
蹈技能比武、舞蹈展演、文艺才艺汇演、文化竞赛等贴近多元文化
素养建设要求的舞蹈实践活动，开展寓教于文、寓教于乐、人人参
与的系列舞蹈活动。更新并逐步改善现行方法机制，积极发展并大
力推广新时代符合现代需求的建设途径，加强民族民间舞蹈提升多
元文化水平行为的监督和引导，为多元文化人员提供提升加强民族
民间舞蹈提升多元文化水平的空间。

3、加强对高校民族民间舞蹈专业人才的建设。
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应对舞蹈教师进行专业培训，不定期更

新舞蹈教学内容，组成多元文化中民族民间闻到学习团队，相互促
进舞蹈教学能力的提升和发展，为学生多元舞蹈能力发展助力。高
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水平直接决定了高校学生学习效果。因此，
在远期对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水平提升方面来看，需强化对教师
的培训，通过培训有效提高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水
平。

4、丰富舞蹈教学内容
中国民族舞泛指产生并流传于民间、受民俗文化制约、即兴表

演但风格相对稳定、以自娱为主要功能的舞蹈形式，在表演技巧和
风格上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高校通过设置多种类型的舞蹈将多元
文化融入舞蹈教学实践中去，不同类型的舞蹈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内
涵，比如踏歌是中国古代的群众歌舞形式。多于节日集会时众人手
拉手以脚踏地、边歌边舞。有的地方，一直流传至今；秧歌，主要
在中国北方地区流行，多在节日集会时表演。一般是舞蹈者扮成各
种人物，手持彩绸、手帕、扇子等道具而舞。形式欢快热烈，生活
气息浓烈。有的地方将民间的高跷、旱船、花鼓等歌舞形式也统称；
花鼓灯，流行于安徽淮河两岸及淮北地区。男角称“鼓架子”，动
作粗犷大方、幽默风趣，多筋斗技巧；女角称“兰花”，动作洒脱
泼辣，俏丽多姿，欢快热烈。学习多种舞蹈类型将有利于学生了解
舞蹈中的文化，一方面丰富舞蹈教学类型，另一方面提升多元文化
的融入程度。

四、结论
民族民间舞作为一种人文性课程,不再是单纯的艺技,而是这个

地区文化的积淀和人们想象力、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了不同时代
的文明,集聚着浓厚的人文精神,闪烁着人们的智慧,具有极高的人文
价值。对于现如今的校园学生而言,民族民间舞蹈的内在本质对学生
的心灵净化提供了有利的帮助,民族民间舞蹈的美不仅能够让学生
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而且能够营造出人际交往中的和谐气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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