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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我国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积极地传承和挖掘，注重文化保
护和创新，致力于打造社会主义文化核心软实力，所以各地都在积极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开展传统
文化的申遗工作。而传统民间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在
传统民间舞蹈传承中，探索多种形式和传承方法，其中将广场舞和传统民间舞蹈结合起来，对于传统民间
舞蹈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宁夏传统舞蹈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背景，分析广场舞和传统民间舞
蹈的区别，介绍民间传统舞蹈的特点和传承价值，并探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做好广场舞对传统民
间舞蹈传承工作的意义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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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也反映了一定

的社会现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于健
康的关注也在日益加深，广场舞的主要参与者是中老年人
群，这些人群有一定的空闲时间，且因为年龄的增长，对
于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密切，他们试图通过舞蹈对身体的作
用，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这使得各地广场舞文化发展壮
大，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文化现象。这些舞蹈组织形式多
为自发性的，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松散性，表演形式多样，
但是也比较自由，雅俗共赏，是群众喜爱的健康文化项目
之一。而传统民间舞蹈也有类似功效，如宁夏传统舞蹈，
小花灯舞、盐池秧歌、隋唐秧歌等。如果能够将传统民间
舞蹈融入到广场舞文化中，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所
以，需要积极探索广场舞对传统民间舞蹈的传承意义和方
法。 

1  广场舞和传统民间舞蹈的区别 

1.1  广场舞概述 
广场舞是新时期的一种大众体育类、精神类文化表现

形式，是一种深受大众喜欢的通俗群众的文化活动，其自
带的凝聚力和渗透性是非常强大的。一方面，广场舞有健
身功效，所以深受中老年群体喜欢；另一方面，广场舞能
够满足中老年群体的社交需要，能够在广场舞中释放压
力，放松身心，促进群众交流和互动。大多广场舞的伴奏
旋律都是比较欢快的，音乐的律动性比较强，能够吸引群
众参加，也能够促进全民健身发展。广场舞的音乐节奏轻
快，节奏感好，听之能够让人心情欢快，忘却一些现实的
烦恼，能够达到对于人体的生理平衡调节。坚持广场舞锻
炼，还能够保持、塑造体形，促进群众自娱性健康需求的
满足。 

1.2  传统民间舞蹈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人类活动的早期就开

始出现了，延续至今，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因为我国
少数民族众多，所以传承至今的传统民间舞蹈也是类型多
样、风格迥异。具体来看，不同民族的民间舞蹈是不一样
的，有各自的特色，在一些民族的重大节日、庆典、祭祀、
宗教活动等开展中，都会通过舞蹈形式来庆祝和演出，营

造一种氛围。民间舞蹈是民族的重要文化标志，也是一个
民族或国家的重要文化载体。虽然民间舞蹈艺术形式多
样，表演的风格也多有不同，但是这些都是民间群众的智
慧结晶，是民族人民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加工创造，具有
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宁夏传统舞蹈有舞龙、舞狮、黄
羊钱鞭等舞蹈形式，丰富多彩，是民族舞蹈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 

民间舞蹈的学习和传承，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
和保护工作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民间舞蹈本身有较强的娱
乐性，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民间舞蹈也有很
好的节奏感和韵律，能够达到一定的健身效果，还能有效
调节身心状态，促进表演者体形保持，提升艺术审美素养，
培养表演者的气质形象，对于身心健康也是大有裨益。所
以，将传统民间舞蹈和广场舞结合起来，有一定的可行性，
且能够带来的好处也是更多的。 

2  广场舞对宁夏传统舞蹈传承的意义 

2.1  促进民间舞蹈价值延续的需要 
宁夏传统舞蹈具有重要价值，它们是历代先辈们的智

慧结晶，是他们的艺术创作成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艺术价值。目前，我国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致力于将民族文化
推向世界。将宁夏传统舞蹈融入广场舞的艺术表现形式
中，能够有效促进民间舞蹈价值的延伸，让这类舞蹈艺术
表现形式不至于消亡，将祖先留下来的优秀舞蹈艺术文化
传承下去，实现文化的脉脉相传，保持文化的主心骨。 

2.2  提升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不断对传统文化进行传

承和发展，才能够保持文化的持久活力，促进传统民间文
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现阶段，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
宁夏传统舞蹈这类艺术形式对于国民的吸引力逐渐降低，
很多国人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开始痴迷于西方的芭蕾舞、
探戈、拉丁舞等，认为这类舞蹈艺术形式更加高端，而民
间舞蹈未免落于俗套，具有一定的“土味”，所以对于这
类舞蹈形式他们并不喜欢，这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
非常不利的。这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是需要警惕的，因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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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也会逐渐改变人们的
意识形态，过分崇拜外来文化而忘了自己的文化根本，就
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不能发展长久的。广场舞
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能够将来自全国各
地的群众联系起来，只要想加入，都可以随时加入，所以
队伍能够不断壮大。在广场中融入宁夏传统舞蹈，实际上
就是以广场舞为载体，将宁夏传统舞蹈作为其活动的主要
形式和内容，促进群众在民族舞蹈的领导下，开展相关表
演活动，提升凝聚力。 

2.3  加速舞蹈传承和创新的需要 
宁夏传统舞蹈要保持自身的发展先进性，与时俱进，

才能够不被时代淘汰，保持自身的生命力。所以，将宁夏
传统舞蹈和广场舞结合起来，就是在宁夏传统舞蹈艺术表
现形式中，加入现代化的演出形式，用现代广场舞和民间
舞蹈碰撞，产生不一样的火花。这一点符合传统文化传承
和创新的要求，是加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需要。
在广场舞对宁夏传统舞蹈的传承中，能够进一步探索宁夏
传统舞蹈和现代音乐、舞蹈艺术融合的路径，促进宁夏传
统舞蹈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使其更加适应新时期的舞蹈艺
术审美需要，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目标实现。 

3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广场舞对传统民间舞蹈
传承的路径 

3.1  开展多样化的民间舞蹈活动，营造良好的文
化传承氛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下，要促进传统民间舞蹈广场
舞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展，必须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掀起传统民间舞蹈全民参与热潮。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
作部分要承担起在文化传承氛围营造上的责任，面向基
层、面向社会、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推广普及原创群众广
场舞，开展民间舞蹈为主体的广场舞进社区活动，更好地
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舞蹈
艺术在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基层
百姓品尝了“文化送餐”。充分体现“文化惠民、文化乐
民”的真正含义，从根本上推动群众广场舞的发展。通过
这类文化活动能够带动民间舞蹈文化的普及和开展，使以
民间舞蹈为主要表演形式和内容的广场舞在各地民族区
域肥沃的土地上能够生根发芽，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例如，
将宁夏的传统非遗舞蹈文化——黄羊钱鞭引入广场舞行
列，这种舞蹈是典型的民族舞，但是目前已经成为地区广
场舞的一部分，表演的群众们身着盛装，挥舞着彩色的钱
鞭，钱鞭两头系着的铜钱随着轻盈的舞步清脆作响，两根
钱鞭，能跳出喜庆，跳出祥和。 

在民间舞蹈文化传承氛围的营造中，要善于用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并通过科学引导，加
强广场舞的健身功能、观赏性和艺术性，在社区中营造一
种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使“我舞蹈、我健
康、我参与、我快乐”的理念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
识，达到增强广大人民群众身体素质的效果。 

3.2  注重提供舞蹈培训，促进民间舞蹈传承带头
人培养 

目前，将传统民间舞蹈融入广场舞的表演形式中，还
有很多的不足和问题，其中，缺乏优秀的民间舞蹈传承人
和带头人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对此，要促进民间舞蹈在各
地广场舞中的应用，必须要加快培养更多有民族舞蹈专业
技能的带头人。为了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提升文化自
信，丰富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群众的文化素养和身
体素质，进一步引导群众参加科学文明的健身活动，按照
人社局、就业局的要求，相关地区要积极组织举办民间舞
蹈培训班。聘请市、县具有专业资质的舞蹈老师进行专业
培训，根据参与者的情况制定教学方案，从肢体动作表达
到面目表情展现，对大家进行认真系统性的讲解、指导，
手把手进行手势、步伐等技能指导，对每一个动作反复进
行示范讲解，让大家切实掌握动作要领。例如，在培训中
围绕藏族舞、扇子舞、新式舞及扭秧歌等舞蹈轮番进行。
以教学民族舞蹈和基本功为主，传授勾绷脚、下腰、劈跨、
前后桥等，训练学员柔韧性的基本舞蹈动作，讲解舞蹈动
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培训过程中老师要细心指导，并对动
作进行一一纠正。 

通过开展这类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满足居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分发挥社区强大号召力和凝
聚力，加速民间舞蹈带头人培养，为广场舞注入新的舞蹈
元素和力量。 

4  结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背景下，将传统民间舞蹈和广
场舞结合起来，具有积极意义。需要注意的是，要解决广
场舞和民间舞蹈融合中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需
要地区政府、文化工作者等不断创新工作内容和形式，促
进民间舞蹈传承的文化氛围和传承人才培养，让民间舞蹈
传承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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