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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基训教学与身韵的融合
唐 蜜

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古典舞的教学不仅要重视对基本舞蹈动作的教授，还要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意境的表达。因此加强身韵与舞

蹈基训教学的融合对于提高古典舞教学质量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中国古典舞中身韵的重要性以及舞蹈基训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身韵与古典舞基训融合的对策以及在身韵与基训融合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

为中国古典舞教学提供更加更多的教学思路，并且为其后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与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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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典舞作为中国文化的传统类别集技巧与审美文

化于一体，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朴素的哲思哲理，符合中国传

统审美文化，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锤炼与升华，融入在

了舞蹈之中，因此中国古典舞绝不是动作的组合，而是深蕴

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的意境之美的表达。在学习中国古典

舞的过程中不能仅仅拘泥于动作的模仿，而是要将基础训练

与身韵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传递出古典舞的强烈的表达力和

感染力。

1 中国古典舞中身韵的重要性

身韵顾名思义是用身体演绎舞蹈技法，将韵律之美和意

境之美融入其中的一种方法。身韵的学习不是简单的理论知

识的背诵，不是对舞蹈动作的模仿，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根

植于内心，并且内化为肢体的表达的过程[1]。它是中国古典

舞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中国古典舞具有独特的美感的原

由。

1.1 身韵是古典舞意境表达的关键

古典舞离不开意境。这是由中国古典文化的特性决定

的，也与中国古典文化的情景交融的表达方式以及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点紧密相连。因此在现代古典舞的教学过程中，注

重对意境的表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直接关系到古典舞的

呈现效果。身韵是古典舞意境表达的关键。通过身韵可以赋

予舞蹈动作以灵动的既视感和意蕴的沉淀，使舞蹈动作不再

是简单的肢体的表达而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1.2 身韵可以赋予基础动作美的韵律

在传统的中国美学理念中，韵律的美体现在多种艺术门

类中，如书法，绘画，戏曲以及园林艺术等等，这些与中国

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艺术表现方式中，其韵律的表达往往是

审美层面的存在，也是艺术得以传承和发扬的重要原因。舞

蹈动作的美在于肢体的灵活与柔韧，在于力量和情感的表

达，更在于其身韵的美。在举手投足之间将舞蹈的基础动作

融入到意境表达中，从而能够赋予舞蹈美的韵律，给观者以

美的享受。

1.3身韵是对中国文化的具象化解读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文化的底蕴与思想的内涵深深的

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并且在代际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

成集体无意识，从而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对于优秀的传统文

化的理解和认同[2]。身韵是舞蹈范畴里的概念，它融合了中

国文化的精髓并且与舞蹈紧密的结合，给舞蹈动作赋予了文

化的底蕴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具象化的表达，让观者

能够在举手投足之间体会到文化的力量，并且产生共情心

理。

2 舞蹈基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强化舞蹈动作的标准性，忽略对意境的体悟与表达

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往往更加注重对舞蹈动作标

准性的教学，而忽略了对舞蹈本身意境的体悟。这极大的影

响了学生对舞蹈题材的理解和表达，也影响了中国古典舞教

学的发展[3]。中国古典舞对于意境的表达有其固定的的表达

形式，不具体在不同的舞蹈题材中，往往又有个性化的差异，

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对舞蹈意境的分析，提

高学生对题材的理解。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疲于纠

正学生动作的不足，不断加强学生基本功的训练，而对于身

韵的学习相对薄弱，从而削弱了中国古典舞的舞台表现力和

感染力。

2.2基训过程中缺乏对传统文化素养的培养，审美能力不足

受我国教育体系的影响，我国艺术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

相对偏低。按照我国当前高考艺术生招考条件，舞蹈专业的

学生在文化课学习方面要求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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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古典舞的理解，也不利于教师在舞蹈教学过程中渗透中

国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修养[4]。当前，舞蹈教师往往

更加注重对舞蹈动作的研究和指导，而忽略对其文化素养的

教育，这一方面与传统的教学观念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生

文化素养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教学的展开和深

入，有一定的关联。正是由于文化素养的限制，导致了学生

审美水平的不足，进而影响了舞蹈的表现力。

3 身韵与古典舞基训融合的对策

3.1 将身韵融于古典舞的基本功练习当中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教师要注重将身韵融于古典舞的

基本功练习中。首先教师要将神形兼备作为舞蹈的评价标准

之一，从而增强学生对身韵的重视，增强学生对身韵与舞蹈

动作相融合的揣摩与研究。其次教师要深化身韵与基训动作

之间的关联性，突破戏曲舞蹈的“做、打”程式化动作模式，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神韵”带动形体的艺术特征，在更高

的文化层次上根据舞蹈自身的特性，提炼出了元素化动作，

达到了“形”与“神”的独特结合。身韵元素化动作中以“拧、

倾、圆、曲”突出人体的曲线美，以及表演者那“刚健挺拔”、

“含蓄柔韧”的气质美。身韵教学要求表演者的动作必须遵

循“三圆”运作轨迹和“动、静”，“点、线”互含的审美

原则，这一点集中体现了古典舞民族性的“形”“神”统一

的艺术特征[5]。第三，教师要注重对神韵与基训融合的细节

化把握，比如学生在训练跳跃的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腿部

力量的训练，将跳跃的重点放在腿的起势和跳跃的高度等细

节方面，而结合身韵的学习方法往往要更加注重对舞者精神

状态的提升，要在跳跃的过程中形成一股向上牵引的力量，

从而放松胯部的肌肉，提升跳跃过程中腿的高度的同时，还

能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与精神，这种细节化的把握对教

师教学水平与经验有较高的依赖度，对于身韵与基本功的融

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2 注意身韵的基本元素在古典舞基训中的应用

身韵教学目的是要将身韵融入到古典舞的舞姿和技术

技巧中，使舞者在节奏处理和舞蹈动作的连接上，在点线处

理，舞蹈动势的渲染方面有较强的表现力，并且能够提升表

演者内在修养[6]。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对身韵基

本元素在古典舞基训中的应用，让舞者能够在基训的过程中

更加深入的理解舞蹈表达的技巧，提高舞者对点线处理的能

力，将舞蹈中所蕴含的精神表现出来。比如最近引发全网好

评的《中秋奇妙游》，就是将中国古典舞中的清雅灵动准确

的表现了出来，并且将中国古典舞与传统文化的节日意境完

美的融合在了一起，既体现了中国传统舞蹈的身韵之美，又

给观众带来了意境的美，使其符合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和文化

情怀，从而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中秋奇妙游》中，

如鹤般的轻盈之跃，钢钉般的少林步伐，张弛有度的水袖笔

墨以及柔美的嫦娥奔月都是将身韵融入到了基础的舞蹈动

作中，并且将其内涵表达出来的典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正是要将这种基本元素与舞蹈动作相结合，从而达到神形合

一的呈现。

3.3坚持古典舞自身文化诉求，增加时代性的表达方式

古典舞作为中国艺术形式的重要代表，无论从表现形式

上还是精神内涵上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

要注重坚持古典舞自身的文化诉求，提高舞者的文化素养，

培养文化自信，切实认识到在舞蹈的表现过程中离不开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认可。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融入

时代性的表达方式，增强观者的理解能力。比如在新古典舞

《黄河》的舞蹈表演中，既有对传统舞蹈形态对中华民族自

强不息的精神的表现，又加入了钢琴协奏曲的伴奏，提高了

整支舞蹈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并且其中身韵与舞蹈动作的融

合使舞段与乐章之间自然衔接，从而构成时间流动过程中的

空间质感。作品着力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感受的揭示，表现

战争中崇高人性的力量[7]。

4 在身韵与基训融合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身韵与基训相融合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对舞蹈教师

的培训力度，丰富教学方式方法，提高舞者对于舞蹈自身的

理解。教师可以采用视频的方式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舞蹈的

表现力。同时教师也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采用远程课堂教学

的模式，让舞者心目中的“大家”现身说法，为舞者解答身

韵与基训融合的要领，提高舞者对身韵的领悟。教师也可以

为舞者提供一些微课或短视频，让舞者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

舞蹈动作进行揣摩和联系，提高舞蹈学习的质量和效率。

除了丰富课堂教学模式外，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减少

舞蹈教学中的“匠气”，教师的文化素养直接关系到教学水

平的提升。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加强对舞者文化感悟力的引

导，将身韵更加直观的具象化的表现在舞蹈动作中，给舞蹈

教学赋予美的力量，引导舞者用自己的肢体动作和形态与意

境相融合，达到形神合一的审美效果。

结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将身韵与基训紧密的结合在

一起可以有效的提高中国古典舞的表现张力，使观者可以更

为直观的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的美与深意。因此教师

在进行古典舞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的认识到身韵教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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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丰富课堂教学方式方法，创新教学的模式，让学生能

够在充满中国古典韵味的教学环境下去感悟其身韵的内涵，

从而提升其舞蹈水平，让中国古典舞的精髓能够得到传承与

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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