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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舞蹈引入本地高校课堂的探索研究 
马晓燕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我国的“非遗”舞蹈艺术历史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深受大众的喜爱。其中盐池秧歌是宁夏地区的传统舞

蹈艺术，也是宁夏非物质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探索

和研究。故此，从高校课堂入手，将非遗舞蹈融入到高校课堂之中，这样飞“非遗”舞蹈才能更好地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和建设作出贡献。本文就将"非遗"舞蹈引入本地高校课堂展开讨论，从多个方面探究

让"非遗"舞蹈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关键词】非遗；舞蹈；高校；发展；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广大群众在长期发展中创建

的珍贵遗产，是中华民族源源不断发展的动力，具备非常

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审美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当下我国
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期，社会中的文化艺术不断的迭
代更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极大的
挑战和考验。因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保护融

入高效课堂是刻不容缓的，借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得到传
承和发展。 

1  “非遗”舞蹈在高校的现状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同时也是建设社

会主义特色社会的重要一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农村向城镇的转变愈加的快速，很多非遗文化面临着失传
或者遭遇了很大的破坏，逐渐从我们身边淡化等问题。高
校作为知识文化传播机构，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教育

中心以及资源中心，有着浓烈的文化背景以及多样化的文
化、教育资源。故此，高校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本地的“非
遗”文化保护以及传承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非遗

传承人已经年事已高，优秀传统面临着失传或者濒临失传
的情况，所以，对我国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是高校当下
最重要的使命。 

迄今为止，“非遗”舞蹈类教育以及理论研究方向，
高校已经有了比较理想的理论成果，在促进“非遗”舞蹈
相关社会实践活动中，一方面，本地高校应借助校园以及
地缘优势，积极推动和宣传，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相关组

织以及政府重视和参与“非遗”舞蹈的教育；另一方面，
本地高校也应积极推进“非遗”舞蹈的宣传，在当地社会
上营造形成传承和保护“非遗”舞蹈的氛围，让更多的人

认识和参与到“非遗”舞蹈中来。但是，在相关“非遗”
舞蹈的遗传措施实施中发现，将非遗内容结合到高校课堂
中，以及培养“非遗”舞蹈专业人才相关问题上，很多高
校并没有加以重视，教学内容明显滞后甚至有些高校还没

有开展相关教育内容，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目前，有部分地方高校已经积极的朝着非物质文化遗

产方面开始探究，如南京艺术学院、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等高校已经开设相关非遗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以及课程。其
次很多高校不仅开设了相关专业和课程，而且还开展了类
似“非遗文化进校园”的项目，将非遗文化和创业相结合，

实现了创新创业和非遗文化传承的双赢。现如今，大部分
高校已经充分考虑到“非遗”的传承以及保护，并且成立

了系统性的研究中心，展开了很多和“非遗”相关的工作
和研究。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
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社会中各个群体或者独立

个体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的有关社会实践、观念的表达以
及表现形式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含了有关知识、
个体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体物品、手工技术和文化场

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依据社会的发展和社
会的需求，在发扬中被不断改进和创造，为社会中的广大
群众提供持续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
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随着中国社会不断的发展，

我国正处于信息共享以及发展的高速时期，对于非遗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是势在必行的。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关
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我国对于非遗文化也

更加的重视。而对于差异化的非遗舞蹈文化，应按照当地
不同情况给予正确的传承，将“非遗”舞蹈文化引入到高
校课堂，依照本土化的传播方式使得非遗文化得到传承和

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3  “非遗”舞蹈融入高校课堂措施 

3.1  依托课堂资源，走特色化道路 
将“非遗”舞蹈纳入艺术课堂，目的在于普及、促进

和传承。通过对舞蹈专业的分析，从中能够意识到舞蹈专

业课程丰富，为舞蹈专业的同学提供了专业素质、舞蹈技
能以及专业水平的提升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培养出
人才的质量。但是，从舞蹈多元化的角度来分析，会发现

舞蹈专业缺乏地方特色文化课程。目前，舞蹈学专业的主
干课程大致包括：舞蹈编导、基本功训练、形态学、中国
舞蹈史、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等。还包含了有关世界芭蕾史
纲、欧美现代舞历史、专业英语以及舞蹈文献检索与利用。

其他方面还开展了有关舞蹈意象论、中外舞蹈思想、舞蹈
分析和组合训练等课程。 

很多课程都是借鉴其他高校的模式来展开的，是全国

一致性的专业培养，缺乏民族性、地域性以及特殊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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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设立与当地文化相符合的专业舞蹈内容。针对此类状
况，本地高校应积极更新教学理念，除了培养符合大众审

美的舞蹈专业人才以外，还应将区域性的“小而精”的舞
蹈文化带入到大众眼前。这里以宁夏的“非遗”舞蹈为例，
依照当地特色高校应开展“盐池秧歌教学”“黄羊钱鞭教
学”“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类似课程和相关活动，

创设出具备当地文化特色的多元化课堂，形成学校在本土
的优势和特色。 

3.2  提高“非遗”舞蹈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高效
性 

高校应将本校舞蹈资源整合，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和
地缘优势，将与“非遗”舞蹈相关联的专业放在首要位置。
在教育理念、课程评价以及考核上积极创新，以此来促进

学生对于“非遗”舞蹈的学习和传承。教学中还应注重培
养大学生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创新和研发，将“非遗”舞蹈
和现代化舞蹈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以此来推动

“非遗”舞蹈的发展。通过不断对高校学生激发，实现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以此来满足社会上对多样化人才的需
求。通过将“非遗”舞蹈纳入到通识教育体系当中，在高

校理论课程设立方面，应当建立起通识教育和非遗文化的
联系，培养出理论体系充沛、实践能力强的全能人才。 

以盐池秧歌为例，清末年至民国初期，盐池秧歌涌现
出许多群众自发组织的秧歌舞蹈团队，秧歌一时蔚然成

风。由村庄作为散落的小团队演变成县城为主体的各种风
格大型秧歌，辐射到陕西榆林市、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甘
肃平凉、白银市、环县及宁要周边市县。盐池秧歌主要有

以下几个特点：舞蹈动作刚健有力、潇洒大方，跳时昂首
挺胸，小臂灵活，甩手幅度大，步伐稳健，情绪上欢快豪
放、朴实。充分体现了宁夏人民的淳朴以及开朗乐观的性
格。秧歌舞的小场节目生活气息非常浓厚，节目比较风趣

和谐，让人回味无穷。有关池秧歌的伴奏乐器，非常的丰
富。多样化的大小鼓和唢呐，最大化地激发了现场气氛。
盐池秧歌舞样式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踩高跷、舞花棍以及

旱船和丑角杂耍；另一方面还融合了现代的舞蹈，如滑雪
舞、扇子舞以及灯舞等。根据以上特点，在高校课堂设立
中，应充分考虑到“非遗”舞蹈盐池秧歌的特殊性，依照
盐池秧歌的舞蹈特点应展开专项训练。在理论课程的开展

中，应进行充分的通识教育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可“非遗”
舞蹈，学习传统文化的历史以及现状，结合专业的舞蹈知
识让更加多元化的东西融入到盐池秧歌当中，借此来提升

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发展。此外，在具备专业
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后，当地高校应与本地政府以及企业进
行合作，建立实践训练中心，实现政府、企业以及校园的

三方合作，确保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准确结合，以此达到人

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高效性。 
3.3  传承人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传承人直接传承和发扬的，使得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通过个人沿袭至群体，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载体。“非遗”舞蹈的传承，便是通过传承人承接
舞蹈文化以及舞蹈动作。传承人作为独立地动态的主体，

可以准确的描述和表现非遗文化的特性。一方面可以体现
“非遗”舞蹈本体的动作性；另一方面通过传承人可以获
知思维观点、人生经历以及完成能力的实践，以及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传承人教学内容应结合实际
情况明确观点，即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值得关注的。传
承人本身的能动性就代表着传统舞蹈的表现张力和活力，
对于传承人的研究可以避免周而复始的机械式传承，使得

传统舞蹈可以获得更多的活力。 

3.4  场景教学法研究 

将传统“非遗”舞蹈带入课堂，加之对象都为相对活
泼的大学生。教师应结合学生的特点，将课堂的教学方式

尝试的进行创新和突破，打破舞蹈本身的特性，借此提高
舞蹈知识的传播效率。对于场景教学的运用，即使实践场
景和理论场景相结合，突破传统以教师为主体进行的授课
模式，在以往的基础上在加入教学互动环节，让学生进行

肢体体验，以此来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融入到
教学中，可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这是建立在理论知识上
的解读和实践，并以自身行动的方式实现这种解读，借此

可以让学生反馈出自己心中对于“非遗”舞蹈的理解。此
授课方式，将实践内容和理论课相结合，一方面增加了课
堂的多样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还有效地
提高了学生知识的摄入。 

4  结语 

“非遗”舞蹈内涵是被中华民族人认可的传统品质，
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将“非遗”舞蹈纳入到本地高
校课堂，更够给学生创设会更的可能性，赋予学生对于文

化认知的出口。对于本地高校而言，一方面是发展的机遇，
同样也是对文化体系改革的挑战；另一方面可是实现各高
校教育教学以及改革发展的目标，实现我国非遗文化的可
持续发展。学校应结合自身优势，不断的推进将舞蹈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带入到课程和日常教学工作中，培养出具备
中华文化主义素养的多元化人才，同样这也是继承优秀文
化传统、增强院校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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