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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谈大学舞蹈教学中表演意识的培养 
◆肖诗琴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广东广州  510006） 

 
摘要：舞蹈是表演的艺术，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对提高学生的舞蹈综合

素养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提高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才能给观众带来更

好的感官享受，从而满足人们的精神体验需要，更灵动的展示舞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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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是舞蹈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当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日常舞蹈教学训练中融入培养学生表
演意识的内容。本文主要分析培养学生舞蹈表演意识的方法，从
而提高大学舞蹈教学质量。 

1.舞蹈教学培养表演意识的价值 
1.1 增强舞蹈表现力 
大学舞蹈教学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有助于增强舞蹈作品的

艺术感染力，可以发挥舞蹈的沟通作用，更好的借助舞蹈语言传
递独特审美空间，实现了舞蹈表演者与观众的有效沟通，真正的
促进学生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舞蹈作品当中，使得舞蹈表演更加
流畅，达到作品生动感人的目标。舞蹈表演不仅要保证动作与音
乐、服饰、故事背景等元素配合，还要体现出舞蹈演员对舞蹈人
物形象的塑造价值，能够通过肢体语言表现出舞蹈作品的故事情
节，进一步表现出舞蹈作品的形象内涵，借助有效表演进行艺术
氛围的渲染，引导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达到理想艺术效
果。舞蹈作品是借助外在形象对某种思想与情感的表达，舞蹈的
最高境界在于呈现独特意境，因此应当将整个舞蹈呈现的内容以
独特的意境形式表现出来，满足观众沉浸在艺术氛围中的需求。 

1.2 增强舞蹈作品灵性 
舞蹈教学的过程中适当的培养学生表演意识，可以使得舞蹈

作品变得更加富有灵性，有助于学生通过表演领会舞蹈的精髓。
例如在舞蹈教学时引导学生对舞蹈动作进行艺术化的想象加工，
可以更好的展示舞蹈作品的艺术形象，做到在灵动的肢体动作中
表现出对典型性的情感内涵的挖掘，深刻的展示舞者对作品的艺
术理解。当舞者教学时促进学生通过表演来刻画艺术形象，可以
优化整个舞蹈场景，使学生有效融入到良好的良好教学氛围当
中。例如在《孔雀舞》中通过舞者动人的姿态的展示，可以实现
大自然与舞者情感的有效沟通，使学生与作品融为一体，有助于
表现出良好舞蹈艺术形象，对舞蹈作品主题进行细致刻画。 

2.舞蹈教学表演意识培养的指向 
2.1 舞蹈表演教学目标 
舞蹈表演教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强调在教学时由教师与学

生进行互动，注重在互动中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表演技能，并且提
高学生对舞蹈作品的欣赏能力与感知能力。舞蹈教学强调因材施
教，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的特长发挥学生的优势，促进学生在舞蹈
训练时能够融入自己的情感，这样才能实现动作与作品的有效融
合，从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学生在学习舞蹈作品时要活学
活用，注重在专业技能的训练中培养自己的情感，从而有效塑造
自身的综合表现力，达到提高舞蹈悟性与创造力目标。舞蹈与表
演是相互包容与彼此交叉关系，舞蹈中有表演的成分。作为一种
转瞬即逝的艺术，舞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通过优质的表演来呈现
丰富的肢体语言，从而增强舞蹈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因此舞蹈表
演教学强调从舞蹈内容出发，引导学生优化选择与舞蹈内容一致
舞蹈技巧，切实通过表演的方式促进学生将内心情感有效的展示
出来，发挥舞蹈作品揭示主题内涵，呈现独特审美艺术魅力的作
用。 

2.2 舞蹈表演教学原则 
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应当尊重潜移默化的原则

与创新性培养的原则。舞蹈学习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学习舞蹈不
能急于求成，应当在激发学生兴趣的基础上，注重引导学生积极
深入的体会舞蹈作品。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浓厚的兴趣基础上坚
持练习，促进学生不断总结，引导学生积累经验，培养学生的舞
蹈表现力，达到充分展示舞蹈魅力的目标。创新是舞蹈教学的核
心目任务，只有提高学生的舞蹈创作力才能更好的提高作品的吸
引力。教师应当调动学生主动欣赏的兴趣，促进学生开展主动的
舞蹈学习体验活动，在磨练学生坚强意志的基础上帮助学生积累
丰富表演经验，这样才能实现舞蹈作品与情感上的共鸣。教师应
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主动融入表演意识。 

3.舞蹈教学表演意识培养的策略 
3.1 培养舞台习惯 
培养学生的舞台习惯至关重要，教师应当在舞蹈教学时贯彻

舞台意识，强调课堂就是舞台，每次训练都应当像在舞台上表演
一样的精益求精。教师应当在日常舞蹈教学时从培养学生的眼
神、动作等细节方面着手，注重养成学生严谨的习惯态度，强调
以顽强的意志作为学生舞蹈表演的精神支撑，在教学时培养学生
的吃苦耐劳精神，引导学生循序渐进的掌握舞蹈表演技巧，实现
舞蹈表演意识与技巧的深度有机融合。 

3.2 节奏乐感训练 
加强学生的节奏与乐感的训练，促进学生按照舞蹈节奏与音

乐进行舞蹈动作的展示，可以促进学生舒缓流畅的展示舞蹈动
作，有助于学生适当把握舞蹈动作的速度与强弱特征。训练学生
的动作节奏与音乐的匹配度，可以促进学生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
的完美融合。教师在日常训练中可以采用有代表性、节奏感强的
曲目，让学生在音乐律动中感受舞蹈的律动，这样才能在优化的
情景中达到寻找最佳结合点的目标。 

3.3 增强作品感悟力 
大学舞蹈教学还要增强学生对作品的感悟力，强调引导学生

体会作品的内丰意境，引导学生在排练作品前作好准备工作。首
先，教师应当在排练作品前把舞蹈作品的故事背景介绍给这生，
让学生充分深刻的体会作品的人物内心世界，创造展示作品的感
悟环境。其次，教师还要引领学生开展作品分析，切实提高学生
舞蹈动作与作品情感的契合度。例如，在《荞麦花开》教学时，
教师让学生了解少女成长不同时期的心理世界，然后引导学生配
合舒缓、明快、柔和音乐节奏的变化特征理解与明晰具体的舞蹈
动作，让学生在具体的舞蹈练习时做到感同身受。 

3.4 加强基础训练 
基础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有重要价值，学生只有

掌握了丰富的肢体语言，才能提高表演的有效性，为舞蹈作品表
演奠定必要的基础。例如，芭蕾基训和古典舞基训是培养学生肢
体能力的重要教学手段，教师应当促进学生有效掌握各种舞蹈技
巧，引导学生利用生活中的自然动作进行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
帮助学生克服身体自然形态的缺陷，促进学生保证基本功训练的
数量与质量，达到增强学生表现力的目标。 

结论：提高大学舞蹈教学中表演意识培养的有效性，应当促
进学生深刻的把握舞蹈作品，在学生做好基本舞蹈技巧准备同
时，能够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潜移默化促进学生掌握表演习惯，满
足学生的舞蹈综合素养成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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