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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院校舞蹈编导课程教学探究 
◆叶  果 

（宜宾学院  四川宜宾  644000） 

 
摘要：舞蹈编导课程在综合院校的舞蹈课程体系中，是一个创新以及实

践较强的课程。而由于综合院校中舞蹈专业的学生专业水平有较大差异，

因此我们在开展舞蹈编导课程教学的时候，应当注意把握一个因材施教，

充分发挥个体特色优势，逐渐形成一套适用于综合院校舞蹈专业学生的

舞蹈编导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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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的源头虽然是生活，但是它高于生活，夸张于生活。
舞蹈编导课程便是系统地教授舞蹈编创方法论的一门专业课程。
我们的学生在学习舞蹈编导的时候，不仅要求具备一定的舞蹈专
业技能和素养，更大一部分则是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文化艺术知
识储备和独特的审美能力。 

一、舞蹈编导课程要求想象思维能力 
在舞蹈编导中的想象是把具体的形象事物，通过抽象的思

维、艺术的加工、肢体的展现来呈现的。它要求我们的学生在课
程中不断训练其敏锐的形象捕捉能力，把普通的事物通过抓住其
典型的特征，运用肢体的方式明确地呈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学生对事物的典型性捕捉得不够准确，那么在再创作的时
候，就无法取得观众的共鸣，会让人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引导我们的学生应该有意识地去快速分析事
物的特点，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在再创作出的肢体动作中
应具有典型、丰富、夸张的特点。 

二、舞蹈编导课程要求舞蹈理论与审美 
我们通过想象思维创作出的肢体动作并不是毫无章法和代

表意义的，它应当是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人类感情等要素。
因此，我们的学生需要在学习舞蹈编导课程前期具备一系列有支
撑关系的门类课程，比如舞蹈史学类课程、舞蹈美学类课程、舞
蹈生理类课程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课程学习，它才能更好地支撑
学生的创作能力和审美能力。就像你不清楚舞蹈的历史，你就无
法懂得舞蹈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中国的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都
是一脉相传的，我们只有在掌握传统舞蹈理论的基础上，才能更
有规律地创作出符合客观事实的舞蹈内容。而没有学习舞蹈美
学，你就不知道相适应的审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提倡正确和
错误的审美之说，在舞蹈创作中，只有构建起了普遍的审美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审美路径，向前发展才能使自
己有特点的舞蹈作品被人记住。 

三、舞蹈编导课程要求舞蹈专业技能 
在舞蹈作品的呈现中，是需要一定的舞蹈专业能力去塑造

的。比如在古典舞作品中，快速的旋转和翻腾能够更好地表现人
物内心的情绪和人物的性格。在现代舞作品中，演员肢体韧带的
拉伸程度直接影响了在编创动作初期的自由度，更好的舞蹈身体
条件才能更自由和理想地去表现编导内心想表达的内容与情感。
因此不管编创什么舞蹈作品，前期都需要我们的学生尽可能多地
去学习和掌握丰富的舞蹈种类和舞蹈技能，比如通过在舞蹈专业
中的舞蹈基本功训练，舞蹈种类的训练等课程，这样在舞蹈编导
过程中才能更丰富和高层次地去展现舞蹈的内涵和情感。 

四、舞蹈编导课程要求音乐艺术能力 
音乐从古至今和舞蹈就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可以通过音乐的

种类、风格、情绪与编创与之相适应的舞蹈内容。首先，音乐的
快慢就决定了舞蹈的情绪，如果音乐节奏是快速的，那么舞蹈情
绪一定是欢快或急促的，而慢节奏的音乐更适合抒情哀伤的舞蹈
动作与氛围。其次，音乐的演奏乐器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舞蹈
的种类，比如用竹笛演奏的旋律，那么舞蹈素材偏向于中国古典
与传统的舞蹈；小提琴演奏的情况下，则让人联想到芭蕾或现当

代的舞蹈种类。再次，音乐的旋律内容，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舞蹈的表现内容。比如一段中国民间的小调，则舞蹈内容与之适
应的应该是民族民间舞。所以从上面三个方面来说，学生对音乐
的理解与分析能力，直接影响了舞蹈素材的选择和表现，使舞蹈
作品与音乐更加配合，让舞蹈内涵更直观地表达出来。 

五、舞蹈编导课程要求形象呈现能力 
在这里所说的形象主要指两个方面。首先是舞蹈的灯光形

象，什么颜色的舞台灯光效果更适合当时的舞蹈形象，什么强弱
的灯光亮度更符合舞蹈形象的情绪内容，以及舞台各部分灯光的
作用，这些都是需要编导了解通透，在运用的时候熟练掌握的内
容。其次是舞蹈服饰的形象，跳什么样的舞，穿什么样的衣服。
舞蹈服饰在生活的基础上，更要注重材质与色彩装饰。适合的舞
蹈服饰不仅不会限制舞蹈动作的发展，从另外的方面来说，它能
够使观众第一眼就能分辨你的舞蹈内容，并且帮助你的舞蹈作品
更理想地呈现出来。 

综上所述，舞蹈编导这门课程在综合院校的舞蹈专业中是极
为复杂和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不仅要求学生具备舞蹈专业素
养，还要求学生在其他文化艺术相关门类课程都有一定掌握。编
导本身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与释放，它不断要求创作者一边不断
学习新内容，一边又要将已有的经验通过新的方式呈现出来。一
个个人的编导能力往往与他的文化修养、想象力、肢体创造能力
等挂钩，缺一个方面都会限制住编创舞蹈的脚步，同时随着经验
的增长，编创的方式手法会越来越趋于成熟和个性化，只有不断
用心去体会和总结才能有进步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孙琳.2013.8.形象嬗变的美学探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

版社. 
[2]胡尔岩.1998.舞蹈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

社. 
[3]孙天路.2005.中国舞蹈编导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 
 

作者简介：叶果（1990.7-），男，四川古蔺人，硕士，助教，
主要从事舞蹈编导与教育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