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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体验的高校舞蹈编导情感教学的实践研究

刘　璨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湛江　524000

摘　要：情感是舞蹈编导中的至关重要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舞蹈作品艺术性的高度，以及舞蹈作品是否能

够给予观众深刻印象，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然而，在高校的舞蹈编导教学中，仍有不少老师忽视了情感教学

的重要性，认为传统的舞蹈理论与表演技巧才是教学的重心，从而使得舞蹈编导的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学生不论是

在对舞蹈作品的鉴赏与理解上，还是在创作与编排舞蹈上，还是在表演舞蹈上，都差强人意。为此，老师有必要对

情感教学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将探讨基于生命体验的高校舞蹈编导情感教学的实践措施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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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舞蹈编导是普通高等学校所开设的专业之一，其课

程体系中涉及到了舞蹈基础训练、舞蹈史、舞蹈创作心

理和舞蹈创作实习等多种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了一系

列课程之后能够具备一定的舞蹈编导、舞蹈表演和教学

研究等能力。考虑到舞蹈与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舞蹈

编导专业的老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除了应当传授给

学生传统的舞蹈理论和舞蹈表演技巧外，还应当基于生

命体验来开展情感教学，培养学生的情感，从而进一步

发挥出高校舞蹈编导专业的教育意义。

一、高校舞蹈编导情感教学的现状刍议

1.对情感教学的重视度不高

在高校舞蹈编导课程的教学中，虽然很多老师都针

对情感层面对学生进行了系统的教学，但是，部分老师

仍然对情感教学提不起足够的重视，认为情感教学在舞

蹈编导课程中近乎于可有可无的存在，是可以一笔带过

的教学环节。部分老师会认为，舞蹈理论、舞蹈史、舞

蹈创作理念和舞蹈表演技巧等才是教学的绝对重点，是

学生应当倾注大部分精力去研习的内容，也是自己在教

学过程中所应予以最多关注的要点，从而忽略了对学生

的情感培育，只是在教学间歇简单地阐述了情感在舞蹈

中所发挥的作用，缺乏实时性的和系统性的讲解，致使

学生也对情感在舞蹈课程中的角色定位采取了轻视态度，

不能够探知自己内心深处的潜藏情感，进而使得学生对

于情感的理解不够深刻，降低了学生学习舞蹈编导课程

的效率以及舞蹈编导课程教学的质量。

2.情感教学的方式略为单一

从部分高校老师的舞蹈编导教学中来看，可以明显

发现情感教学在方式上的单一。部分老师在进行情感教

学时，仅仅将教学视角聚焦在了舞蹈作品中所蕴含的情

感上，即舞蹈作品中的情感特色是什么，创作者和表演

者都是如何表现情感的等等。这种理论性的讲述虽然是

必不可少的，但却不应该是唯一的。人作为感性动物，

其情感也是需要被一些感性的方式去激发，去带动的。

不过，部分老师对此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没能将学生

的生活经历与情感教学结合起来，没能使情感教学丰富

化，从而降低了教学效果。

3.缺乏针对情感教学的评价

在高校的舞蹈编导教学中，部分老师在对学生的学

习成果进行阶段性评价时，没有在情感层面付出应有的

精力，去设置科学的、详尽的、以情感与生命为核心的

评价机制，从而使得学生对自己的情感以及情感在舞蹈

创作和赏析中的运用能力缺乏必要的评价，淡化了学生

对情感的重视，并弱化了学生对情感的理解，使得学生

在学习过后仍不能以更好的方式去在舞蹈编导中表达情

感，在舞蹈作品中感受情感，进而同样降低了舞蹈编导

的教学效果。

二、基于生命体验的高校舞蹈编导情感教学的实践

措施探析

1.通过鉴赏，深化学生的情感认知

为了让高校学生在学习舞蹈编导的过程中能够在情

感上有所收获，强化学生对生命体验的认知，老师应当

提高学生对舞蹈的审美能力，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鉴赏

舞蹈，继而达到上述目的。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

其他艺术形式有着相似之处。一方面，舞蹈是具有审美

性的，观众需要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才能够体会到舞蹈

编导中的深意和美妙。正如绘画作品一样，如果一个人

对艺术画作一窍不通，那么他是几乎不可能在梵高、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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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索或高更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中产生情感共鸣的。另一

方面，舞蹈是富有情感的，是人类内在精神活动的一种

外在体现，通过肢体语言和配乐来诉说内心世界的色彩。

正如文学作品一样，在由语言符号所搭建起来的文字架

构内，到处是作者的意志及其丰沛的情感。在弗兰茨·卡

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伊塔洛·卡尔维诺等著名作家

的作品中，晦涩而抽象的文字背后却是对孤独、自由和

个性等情感的强烈诉诸。舞蹈编导也是一样。一方面，

在舞蹈作品中，是完全不会匮乏用作情感教育的要素的；

另一方面，要想让情感教学顺利开展，帮助学生通过舞

蹈来体验生命，就必须要提高学生对舞蹈的审美能力。

因此，老师必须要提高舞蹈鉴赏课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要让鉴赏课充分发挥出对学生情感的启迪作用。例如，

老师在带领学生鉴赏源自爱尔兰的《大河之舞》时，可

以为学生讲解布景的特色，踢踏舞在爱尔兰和美国的风

格差异与发展历史，以及灯光与人物表情的配合等，使

学生明白这些元素是如何通过与舞蹈相结合而强化了情

感输出的，从而提高学生对舞蹈的审美能力，使其对舞

蹈编导中的舞蹈动作、时空变化、道具灯光和民族文化

等元素的理解更加细腻而深邃，进而对生命、对情感产

生更加丰沛和深刻的体验与认识。

2.通过交流，提升学生的情感认知

对于高校阶段的学生而言，其生活阅历以及感性认

识由于年龄和成长环境的限制，都相对比较浅薄，从而

导致学生的情感不会太丰富，在面对舞蹈编导的情感教

学中，对于一些类型的情感表达就会感到茫然，往往不

知所云，体会不到个中的情感诉诸。为此，通过促进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以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就

可以让不同的生活体验交织在一起，赋予每个个体以全

新的生命体验，提高学生的情感认知，使得学生在学习

舞蹈编导课程时能够因为某些舞蹈动作、舞蹈主题、灯

光布景和服饰文化等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继而更专注

地投入到对情感与生命的体验当中，发挥出情感教学的

效果。此外，在信息化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学生

往往会把大部分闲余时间都花费在互联网平台上，而忽

视了与现实中的人的交流。即便是在线下聚会，也有很

多学生会选择埋头看手机，不参与聚会期间的互动。在

缺乏交流的情况下，学生的情感将无处倾泻，容易逐渐

产生自闭心理，对学生的情感感知功能造成不可小觑的

损害。进而，学生在欣赏舞蹈、编排舞蹈的过程中就难

以体会到所蕴含的情感，感知生命就更是无从说起。基

于此，为了使基于生命体验的高校舞蹈编导情感教学的

实践效果更加显著，老师必须要促进学生之间以及师生

之间的交流，以达此目的。为此，老师可以为学生搭建

多元交流平台，将学生群体与老师融入到一个圈子中，

为学生提供线上交流的渠道，使得学生间和师生间的关

系能更加密切，强化学生的群体身份及其对彼此的认同

感，使得学生能够卸下心理防备，将内心世界展露给他

人，在平台中分享自己的生活经历，对舞蹈的理解，以

及心事等等，以此来使得学生在交流中丰富自身的情感。

此外，老师还可以围绕舞蹈编导来开展线下活动，让学

生讨论对舞蹈作品的见解，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以期

提升情感教学的效果。

3.通过评价，引导学生的情感价值

在教学工作中，评价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环节。通过

教学评价，学生可以认识到自己在一个阶段的学习成果，

明白自己在学习方法、态度和习惯上的长处与短处，有

利于发掘学生的潜能，帮助学生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去

审视自己，进而使得学生能够探究出完善自我的路径，

推动学生的进步。在基于生命体验的舞蹈编导情感教学

中，教学评价也非常重要。老师除了针对学生的舞蹈表

演、舞蹈理论、舞蹈编导和舞蹈创作等方面进行必要的

评价之外，还应基于生命体验与情感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从舞蹈的编排来说，老师应该围绕学生作品中情感表现

的方式、情感表现的效果、情感与作品之间的融合程度、

生命力在舞蹈中的体现以及舞蹈动作与生命间的联动关

系等角度来评价学生；从舞蹈理论来说，老师应该围绕

学生对于如何在不同类型的舞蹈作品中表现不同的情感、

经典舞蹈作品中的情感特色以及情感在舞蹈艺术发展史

中的定位等理论知识的理解来进行评价；从舞蹈表演来

说，老师应当从情感在学生的舞蹈动作、表情和表现手

法上的体现来进行评价。通过以情感与生命体验为评价

的基调和主题，学生将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舞

蹈与情感上的学习成果，从而有利于学生在舞蹈技能与

情感理解及表现上的进步，升华学生对生命的认识，充

分发挥出情感教学的教育意义。此外，老师还可以设置

学生互评环节，让学生之间进行点评，从而使得学生能

够从同龄人群体中获得对自己舞蹈与情感能力的看法，

进一步发挥情感教学在舞蹈编导课程中的意义，促进学

生的全面进步。

三、基于生命体验的高校舞蹈编导情感教学的实践

效果

1.深化了学生对生命的认知

通过在舞蹈编导课程中融入对学生的情感教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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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体验作为根基，可以深化学生对生命的认知。对

于高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其往往仅仅从生物学的角

度了解了部分生命的含义，由此所产生的关于生命的见

解必然是尚不完整的。而通过舞蹈这一艺术形式来深化

学生对生命的认知，可以让学生从情感、精神和艺术的

角度去理解生命，感知生命，体会生命的宝贵意义以及

蕴含于生命中的美好，并对动物、植物和大自然等有异

于人类的生命产生更加充沛的感情，进而使得学生内心

的真善美被逐渐激发出来，推动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世界观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提高了学生对舞蹈的理解

在高校的舞蹈编导专业教学中，通过让学生体会舞

蹈中的情感，学会用舞蹈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情感，可

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于舞蹈的理解。一首流传百世的经

典音乐作品之所以能深得人心，并不仅仅在于其歌者的

高超的唱歌技巧，更在于歌曲中的情感能引起人们的共

鸣。而舞蹈也正如歌唱一样，一个舞蹈佳作其之所以经

典，一定与舞蹈中所蕴含的情感密切相关。因此，当学

生对于情感的理解和感受更进一步之后，其对于舞蹈的

理解也会更上一层。在舞蹈编导过程中，对于如何运用

和搭配民族文化、时空场景、道具服饰、灯光以及动作

等才能够以最佳方式表现出情感，学生将有更加明确的

思路，促使其所编排出的舞蹈作品更加富有魅力。

3.丰富了学生对情感的认识

通过基于生命体验来开展舞蹈编导情感教学，学生

对情感的认识将更加丰富。具体而言，在结合了舞蹈与

情感的教学课程中，学生能够从饱含了情感与艺术成分

的舞蹈作品中以及舞蹈创作中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情感，

并使其得以释放，从而使得学生内心最深处的、潜意识

与无意识层面的情感被发现，被捕捉，学生的情感将由

此变得越来越丰富，并且能够通过舞蹈欣赏和舞蹈创作

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促使学生的

心理健康发育，使得学生更具个人魅力，并进一步推动

其舞蹈造诣的提升。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校的舞蹈编导课程教学中，为了更

好地发挥教学效果，除了传授给学生传统的舞蹈理论和

舞蹈表演技巧，还应当培养学生的情感，促进学生对于

生命的理解。为此，老师就有必要基于生命体验来开展

舞蹈编导情感教学。具体而言，老师可以通过评价，引

导学生的情感价值；通过交流，提升学生的情感认知；

通过鉴赏，深化学生的情感认知，以期学生在实践教学

中能够提高自身对舞蹈的理解，丰富对情感的认识，并

深化对生命的认知，进而推动学生在舞蹈与情感上的全

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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