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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舞蹈教学中舞蹈想象力的培养与探析
冯江海 张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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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舞蹈生来说，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对舞蹈艺术的表演效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一名合格的舞蹈表演者都必须

拥有丰富的舞蹈想象力，所以高校要重视对舞蹈生想象力的培养，优化舞蹈课程的教学及内容，从而提高学生的舞蹈表现力。以

此，本文主要通过解释舞蹈想象力，针对我国高校舞蹈想象力教学的现状，探析培养高校舞蹈生舞蹈想象力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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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dance students, cultivating their imagina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erformance of dance art. Every qualified

dancer must have rich dance imagination, s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dance students'

imagination, optimize the teaching and content of dance courses, and improve students' dance perform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trategies of cultivating the dance imagination of danc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explaining the dance

imagination and aiming 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ance imagin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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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一种通过人的肢体表现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情感的

艺术形式，随着人们精神层面的需要和审美能力的提升，舞蹈

的表现形式也在不停的更新与发展[1]。其中，舞蹈想象力是创

新舞蹈作品的能量源泉。想象力是能动的知识，是创造力和智

慧的必要背景。在高校舞蹈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深刻意识到

舞蹈想象力对学生舞蹈表现力和创新力的推动作用，通过培养

学生的舞蹈想象力，提高舞蹈生的专业能力，给观众带去更震

撼人心的视觉盛宴。

1 舞蹈想象力的定义

想象力是在大脑中描绘图像的能力，可以将大脑中想象的

画面、声音、气味等内容在大脑中“描绘”出来，从而达到身临

其境的体验效果。当想象力与舞蹈表演结合在一起时，就是舞

蹈表现力的灵魂。

画家冯骥才曾说：“艺术应该是你的心和你的想象初恋，

那个瞬间，所有的汗毛孔都是张开的，内心充满了感动。”舞

蹈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它具有很强的抒情性、象征

性、律动性和动态性。舞蹈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它可以通过

肢体动作的力度、美感和线条带给人们不一样的视觉体验。一

名舞蹈演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要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每个角

色的人物形象都需要依靠舞蹈演员的想象力来进行表演和创

作。

那么，舞蹈想象力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氛围想象、心态

想象和形态想象。氛围想象，即营造舞蹈表演的整体艺术情调。

舞者首先要了解该剧目表演的创作背景，将自己置身于真实的

背景下去体验风土人情，从而能够自然地流露出符合该剧目表

演的独特气质。心态想象，即是舞者通过体验人物内心的心态

变化而产生的内在想象力。心态变化也是一种人物的内在变

化，舞者需要通过梳理相关的资料背景和揣摩人物的内心活

动，来使自己由内而外的贴合所舞蹈的人物形象。形态想象，

即是舞者基于对人物形象的了解而设计出的肢体表达形态，所

以需要想象力与肢体行为的高度结合。

2 想象力在舞蹈表演中的重要作用

2.1利于学生实现情绪表达的多变性

舞蹈是一种表演性极强的艺术形式，对于舞蹈生而言，跳

舞时的情绪输出更能打动人心。而情绪的表达需要舞蹈者的大

量舞蹈想象力，舞蹈者需要依靠自己去内化作品中情感的多样

和情绪的变化，来使自己能够增强舞蹈情绪的表达，从而使人

物性格更加生动形象。很多舞蹈者在表演时之所以总被批评情

绪不到位，是因为他缺乏对人物本身的想象力，舞者只有在舞

蹈练习时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才会将人物的悲伤、愤怒、

喜悦等情绪准确的表现出来，进而完成高品质的舞蹈表演。

2.2利于学生塑造更贴合的人物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讲，能够塑造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比熟练掌

握舞蹈技巧更重要。因为人物形象的表达就像是舞蹈作品的

“魂”，而高难度的舞蹈技巧只是作品中的“壳”。再震撼、再高

难度的舞蹈动作缺少人物形象的塑造，就好比工厂大规模批量

生产的精致娃娃，全部都是一个模样，徒有美丽的外表，毫无

生动的灵魂。因此，对于舞者而言，要想展现出舞蹈艺术的真

正魅力，想给观众带去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就要注重人物形象

的塑造，也就是在构思人物形象时注入想象力，以此更好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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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表达人物形象的肢体动作与神态面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

活泼、真实立体。

3 影响学生表达舞蹈想象力的主要因素

3.1学生自身缺乏想象力

在教师开展培养学生舞蹈想象力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学生

本人存在缺乏想象力的现象。这种想象力的缺乏不仅表现在舞

蹈方面，还可能表现在生活与学习中的任何方面。对于此种情

况，是教师很难改变的，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学生通过不断的

刻苦努力，平时进行发散思维的脑力训练，从而锻炼自身的舞

蹈想象力。

3.2学生对舞蹈表演的热爱程度

学生本人对舞蹈的热爱程度也是影响学生发挥舞蹈想象

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热爱舞蹈的程度较高，则会积极

投身到舞蹈的练习中，并且也会主动参与进提高自身舞蹈想象

力的训练中，勇于挑战更高难度舞蹈技巧的学习，进而准确的

表达舞蹈剧目的情感。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舞蹈表现力的同

时，首先要观察学生们是否热爱舞蹈，对于不热爱舞蹈的学生，

教师应首先吸引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亲自为学生进行舞蹈剧

目的示范，激发学生对舞蹈的热爱之情。

4 高校舞蹈教学中舞蹈想象力的培养策略

4.1注重舞蹈生的文化教育

外界大多存在艺术生不用学习文化课的刻板误区，认为艺

术生只要学好本专业的内容就可以了，不用重视文化课的学

习。殊不知，文化教育对于艺术生而言十分重要。舞蹈生在进

行剧目排练时，除了练习舞蹈技巧与队形走位外，还应培养学

生对表演剧目的解读能力，要学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不断拓

宽知识视野，进一步加强文化知识的结构。简单来说，舞蹈生

积累了对文字的感知能力，也利于他们对剧目中人物形象的了

解掌握，能够发散他们对表演情绪和人物情感的思考想象，从

而进一步提高舞蹈生的想象力，促进其将想象力运用到舞蹈剧

目的学习创作中去。

4.2督促学生观察体验生活

舞蹈最初的形成原因是古人用动作的表达、姿态的表现来

乞求神明得以生存，以及图腾崇拜、巫术宗教祭祀活动和表现

自身情感思想。舞蹈最初来源于生活，那么在开展舞蹈训练时，

我们也要回归到生活中去。教师在进行舞蹈教学时，要时常督

促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学生能够仔细发现日常生活中

存在的舞蹈元素，将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带回到舞蹈本身，发挥

自身对舞蹈艺术的想象力，借助舞蹈的表演形式，将生活中的

情感思想表达出来。

例如，在学习舞蹈剧目《画茶闲情抒》时，教师可以先让

学生搜索关于采茶文化的相关知识，为学生讲述采茶舞的诞生

和来源，使学生对类似于该剧目的采茶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实际的体验一下采茶劳动，在学生进行采

茶的实践活动时，要嘱咐学生仔细观察自己以及他人采茶时的

动作、神态和内心变化，让学生近距离的体验采茶人的劳动过

程，真正的体会到采茶人的情感变化过程，使学生对采茶舞产

生更深刻的理解。但是，《画茶闲情抒》这篇剧目与其他采茶

舞有着些许区别，它更偏向于表达采茶人在劳动时的闲情雅

致，更注重的是优美轻盈的舞蹈表现力。教师在进行该剧目的

教学时，可以让学生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添加对此剧目的理

解，想象该剧目中采茶人的心理变化和情感变化。同时，教师

还可以布置一个创编舞蹈的学习任务，让学生根据对采茶活动

时的真情实感设计一段舞蹈，锻炼舞蹈生的想象力与创作力。

4.3舞蹈想象力与实际教学的结合

4.3.1与鉴赏练习的结合

这是教师传授学生练习舞蹈想象力的教学步骤。鉴赏练

习，也就是舞蹈生通过观赏他人的剧目表演来分析自身问题的

过程。其目的在于加强舞蹈生的记忆力，增加舞蹈生的表演经

验，通过对国内外优秀剧目的观摩学习，了解前辈们在舞台表

演方面的舞蹈表现力和专业水平，逐步提高自己对舞蹈表演的

审美，并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学生在鉴赏他人的表演剧目

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对此剧目的想象和理解，在进行后续的

学习和练习中，加入自己通过想象而改编的舞蹈动作。当然，

教师在提醒学生鉴赏练习之前，要为寻找学生有鉴赏价值的剧

目，建议学生观摩学习“桃李杯”、“荷花奖”等高艺术水平的剧

目表演，使学生一直保持较高的舞蹈审美。

4.3.2与虚构练习的结合

虚构练习是学生完成鉴赏练习后，阐述自己想法的虚拟行

为练习，方便以后的舞蹈创作。虚构练习的目的是解放学生的

天性，使学生能够大胆创新，勇敢表现自己。舞蹈生最重要的

就是不能害怕表现自己，只有先释放自己的情绪，才能用情绪

带动观看者，使舞蹈表演效果达到预期中的标准。学生在开始

虚构练习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创作原因与创作想

法，讲述舞蹈作品的大概框架及中心主旨，将剧目中的每一个

人物都生动形象的刻画出来。

4.3.3与即兴舞蹈的结合

即兴表演是检验学生舞蹈表现力的一个关键步骤。学生通

过即兴舞蹈，可以将自己长期积累的舞蹈知识、舞蹈经验和舞

蹈技巧综合地表现出来，十分考验学生的反应力、想象力和专

业能力。当学生听到一段不熟悉的音乐时，首先会根据音乐的

律动、节奏和演奏的乐器，在脑海里生成对该音乐的最初印象。

当学生开始随着音乐舞动时，教师就可以看出学生对此音乐的

想象和理解，清楚该名舞蹈生的专业实力。教师可以将即兴舞

蹈作为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之一。这样，学生如果想获得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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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末成绩和较高的教学评价，就会在平时树立培养舞蹈想象

力的意识，并在日常的舞蹈学习中，加强自己在舞蹈想象力这

方面的训练。

4.3.4结合学生个人特点提供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艺术生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个人特色和较明显的性格特点，

舞蹈生也不例外。因此，高校教师在开展舞蹈教学时，要根据

每名舞蹈生的个人特色，将个人特色具有相通性的舞蹈生安排

在同一小组，并为之制定出符合每组舞蹈生特性的训练计划，

培养他们对舞蹈编排、剧目主题等方面的想象力，采用针对性

明显的教学计划完成锻炼学生舞蹈想象力的教学目标。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尝试不同风格的舞蹈剧

目，灵活运用所学过的舞蹈知识改编、创作新的剧目表演。让

学生挖掘自身对艺术想象力的潜在思维，深刻领悟剧目中的文

化内涵和情感元素，锻炼出学生清晰的表演思维，让学生熟练

的运用舞蹈技巧，从而塑造出更具张力的人物舞蹈形象，展现

舞蹈艺术的真正魅力。

5 结语

其实，舞蹈表演除了具有观赏作用之外，还被赋予了向大

众传递一种思想或一种精神的功能。舞蹈想象力的培养能够有

效促进舞蹈生的舞蹈表现力，帮助舞蹈表演者更好地将自己的

心中所想无缝隙地向大众传播。高校教师在进行舞蹈教学时，

应从多方面、多角度的寻找培养学生舞蹈想象力的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真听真看真感受，以便舞蹈生将真实感受与表演剧目

的情感充分融合，促进舞蹈生舞蹈水平的提升，助力高校顺利

完成舞蹈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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