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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高校舞蹈专业学生文化内涵的路径 
古丽加克热木•乌司满江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当前，高校舞蹈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当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舞蹈教师也应当转变过往陈旧、

落后的教学观念，对现有的教学工作进行优化改善，同时融入全新的思想以及教学理念，在现有的舞蹈教

学中进行不断探索、总结，以此来提高舞蹈教学效率，提升学生的专业文化素养以及专业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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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舞蹈专业教学要想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内涵，

就需要学校转变过往固有的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方式，融

入全新的教学思维，改变原有的教育生态观，以此来实现

对学生有效地教学引导，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文化素

养，实现学生更加长远、稳定的发展。 

1  转变学生固有的思想观念 

舞蹈作为一门艺术，其需要依托身体作为相应的载

体，由于舞蹈表演具备特殊性，因此大部分舞蹈专业的学

生学习舞蹈的时间相对较早，大部分学生还未成年便进行

了封闭式的舞蹈学习。在此期间，大量学生聚集在一起，

共同生活、上课，其各自所具备的习惯也会相互传递、相

互影响，再加上此年龄段的学生普遍具备较弱的自控力，

因此在落实对舞蹈学生的专业舞蹈训练之后，学生很少腾

出额外的时间来学习文化知识。即便是大部分舞蹈学生在

进入到大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在其固有的思想观念中认为

在舞蹈学习中只需要完成动作之间的协调搭配，展现出优

美舞姿即可，而学习文化课程是一种负担、累赘，因此文

化课程并不受到舞蹈专业学生的待见。同时相应的舞蹈理

论课程带有浓厚的文化、学术味道，也被学生所排斥、拒

绝。总之，在当前大部分舞蹈专业的学生内心深处未将文

化知识以及课本知识的学习进行认真审视，其认为单方面

进行文化知识理论的学习是一种阻碍，也是一种负担。因

此其往往不愿意参与到对自身文化内涵提升的学习过程

中。 
而想要转变当前舞蹈专业学生对文化内涵学习的抵

触心理，学校应当转变其固有的思想观念，促使学生能够

积极主动地探索文化知识，在不断地学习过程中，提升自

身的文化内涵，转变自身的思想观念，以此才能够从根本

上纠正学生原有错误的学习态度，最终提高学生的文化气

质。当舞蹈专业的学生愿意抽出时间、沉静下来认真聆听

教师所讲解的理论知识，学生才能够真正地从舞蹈学习中

进一步领略舞蹈艺术、文化的魅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文

化修养。 

2  转变教学方式 

新时期，接受舞蹈训练的学生普遍是 00 后，此部分

学生是在当今互联网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教师在舞蹈

教学过程中不能够使用原有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尤其

是在对舞蹈专业知识理论的教学讲解层面，教师应当转换

过往落后的教学方式。具体来说，在当今素质教育时代，

教师应当尊重学生个性化的成长发展，在舞蹈专业的教学

过程中，舞蹈教师应当给予学生足够的尊重，舞蹈教师应

当通过舞蹈教学引导的方式来帮助学生进行快速、高效地

学习。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需要适当的借用互联网

元素来提高教学效率。在新时期，新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

的新生代人群具备更加前沿的思想观念，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应当抓住新生代学生群体的思想爱好特征，融入学生

的兴趣点来实施对其精细化地教学指导，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不能够单方面地进行理论教育，而应当进行不断地钻研

探讨，融入更多的新元素、新技术来提高舞蹈教学的质量

和效率，并且进一步在当前的舞蹈教学中融入文化观、思

想观，以此来培养舞蹈专业学生的人文精神素养。 
2.1  融入新事物 
在当今多元化时代，舞蹈理论教学的过程中，舞蹈教

师应当广泛收集身边的新事物，而不是在教学过程中采取

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师应当细心观察

社会、探寻新事物，抓住时代发展的潮流话题，在课堂上

融入全新的动态，寻求学生追捧的元素，在舞蹈教学中，

广泛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此来提高教学效率。 
2.2  融入新技术、新手段 
在当今数字媒体时代，各行各业均进行着快速地发展

变革，科学技术正快速的进步，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整个世

界能够连为一体，在当前文化课教学过程中，舞蹈教师应

当引入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进一步提高理论知识教学的

维度和广度，使得每一位学生均能够在学习过程中领略到

舞蹈文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学生碎片化

的时间以及课后时间，来实施对学生精细化地教学指导，

结合网络平台，借助微课、直播课、短视频等多种形式，

将当前的舞蹈课堂进行优化、改善，融合混合式课堂教育

思想，在教学过程中给予学生全新的舞蹈学习体验，以此

来提高舞蹈教学效率。 
2.3  融入新点子、新段子 
当前在舞蹈教学中，学生以及教师之间还缺乏稳定高

效的交流沟通，但是学生与学生之间却能够畅所欲言，教

师应当深刻的分析造成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沟通不到

位的具体原因。首先，在当前舞蹈理论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所融入的教学观念和教学内容都无法提起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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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兴趣。而教师应当在该过程中融入更多的点子和段子，

通过点子与段子的吸引作用促进学生参与到对舞蹈理论

课程知识的学习进程中，借助故事的形式来唤起学生的记

忆，借助情怀来激发学生对理论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但是在融入点子以及段子的过程中，舞蹈教师应当认

真细致地分析当前舞蹈课程教学实际内容，确保在现有的

课堂教学中能够实现趣味性元素与课堂元素有效融合的

教学形式，以此来提高教学效率。 
2.4  融入新思维以及新表达方式 
在现阶段舞蹈专业教学中，舞蹈教师应当借用全新的

思维以及思考方式，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思考探

索，对当前文化课程以及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方式进行优

化、改善，摒弃过往落后的教育思想，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比如舞蹈教师在对当前课后作业进行分配的过程中不能

够一味实施对学生“一刀切”的作业布置方式，在此过程

中，教师需要考量每一位学生具体的学习状况以及学习需

求，为其制定科学合理的课后练习计划，同时，根据当前

学生对文化课程学习的实际需求，组织适当的文化课程，

确保实现对学生精细化地教学引导。 

3  改变舞蹈教育生态观 

3.1  行业协会正确引导 
当前高校在舞蹈专业教学过程中，在校师生应当紧紧

围绕着行业协会的发展状况以及发展需求来进行。在我国

舞蹈行业，国家舞蹈家协会作为整个行业的组织者、主导

者，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对于当今舞蹈行业的发展方向

以及相关行业人才的从业标准、技能需求都有着明确的规

定。因此在当前我国高校舞蹈专业教学过程中，学校、学

生以及教师需要全方位参照舞蹈行业的具体发展需求来

进行教学，而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校舞蹈专业学生的文化内

涵，我国舞蹈家协会应当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互融合

并且将其作为硬性的考核要求，使得每一位学生均能够认

知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舞蹈专业中所具备的重要性和

现实意义，以此来构建起良好的舞蹈生态链。简而言之，

现阶段在提升学生文化观以及文化素养的过程中，行业协

会应当起到引领的作用。 
3.2  融入数字化教学手段 
在当前舞蹈专业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提升学生

的文化内涵需要结合全新的教学管理手段。具体来说，学

校在进行舞蹈教学过程中，要想让学生更加直观、清晰地

学习了解其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元素，则应当从学生视觉、

听觉甚至是触觉层面上实现教学延伸，结合数字化教学手

段，通过视频、音频、图片等媒介，将舞蹈教学中的文化

内涵以更加清晰、直观、明了的形式向学生进行展现，摒

弃在传统舞蹈教学中的说教策略。在此过程中，结合数字

化、信息化的教学工具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能

够将传统舞蹈中晦涩难懂的知识点以及其中所涉及到的

精神文化内涵以更加形象的形式展现给学生，以此来提升

学生的文化内涵。 
3.3  从民族舞蹈中挖取文化元素 
在舞蹈专业的教学中所涉及到的舞蹈形式相对较多，

如现代舞、民族舞，不同的舞蹈表演类型也具备不同的人

文精神内涵，舞蹈教师在舞蹈教学过程中应当深度地挖掘

舞蹈中所具备的人文精神内涵。例如，通过讲解舞蹈史来

陶冶学生的情操，渗透人文历史元素，让学生感受到舞蹈

艺术中所具备的人文历史风貌，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

趣和艺术品味，如舞蹈教师可以利用民间舞蹈来渗透传统

文化元素，借用民间舞蹈艺术中含蓄蕴藉、含蓄隽永的艺

术表达方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感受到民间舞蹈

艺术的文化，并且结合民间舞蹈丰富多样的形式给予学生

在视觉上的冲击，让学生通过认真细致的学习来拆解每一

步民间舞蹈动作，以此来引起学生对民间舞蹈艺术的共

鸣，感受舞蹈艺术所带来的文化感染力。当学生能够深入

细致地了解相关舞蹈艺术背后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以及人

文精神后，便能够在后续的创作表演中无论是对舞蹈艺术

的细节演示还是整体形态的展现，将更加具备历史文化韵

味，以此来提升整个舞蹈艺术表演的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

值。 
3.4  迁移教学 
舞蹈动作来自生活，舞蹈教师在舞蹈教学过程中要想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文化内涵，则应当实施必要

的迁移教学，由于舞蹈源自生活，而生活中蕴含着大量的

文化元素，因此舞蹈教师可以利用相应的契机来实现对学

生迁移教学，在迁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帮助学生分析

每一个舞蹈动作背后所蕴含的生活化元素以及生活化概

念，以此向学生渗透文化教育以及相应的文化知识。舞蹈

艺术具备丰富多彩的外在形态，但是舞蹈艺术的变化始终

与人文元素相互融合、相互衔接。因此，舞蹈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当从生活实际中融入更多个性化、历史化人文化

的元素，来帮助学生实现迁移学习，最终帮助学生完成对

相关知识点的巩固练习。 

4  结语 

总体来说，在当前高校舞蹈专业教学过程中，教师应

当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以及文化内涵，帮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为学生树立积极正确

的文化观，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促进学生更加长

远稳定的发展，改变过往舞蹈专业教学只重视实践动作而

忽视理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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