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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舞蹈教育中的舞蹈文化遗产保护 

文/金 秋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表明了党和政府对保护中华民族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保护和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文化艺术知识界的头等大事，也是文化艺术知识界所面临的时代

性的重大课题。在轰轰烈烈的保护与抢救工作热潮中，高校舞蹈艺术教育也承负着不可推卸的重任。 

● 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反思  

    21世纪，中国社会涌现出保护与抢救文化遗产的热潮是有着深远的历史依据的。 

    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就注重对舞蹈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存续、复兴等问题，不过时强时弱，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如

《诗经》“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它以歌、乐、舞三位一体的形式，集中保护了十五个

国家与地区的民俗风情遗产。再如《汉乐府》，虽是汉朝统治者的一种政治行为，但是，诗与歌舞结合的汉乐府突出反映了两汉

时期人民的精神面貌，也是保护、承载两汉民间歌舞的历史记载，它为挖掘、保护、传承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遗

产作出了贡献。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面临亡国危机，为拯救中国、唤起国民自主意识觉醒、延续中国传统文化，一批有

志者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遗产，创作了一系列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的边疆舞蹈，并用于舞蹈演出和学校美育实践

中。20世纪中叶，挖掘、保护、整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遗产形成一股声势，出现了大批的优秀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作品和较为

系统的几大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体系。当然，这种振兴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格局的形成，绝不是舞蹈家的个人英雄行为，它是在当时

中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文化艺术遗产认识提高的表现。 

    随着时光的推移，在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越发认识到保护与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舞蹈遗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意义。广大舞蹈艺术工作者采取了系列的自觉实践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保护与发展舞蹈文化遗产的心理趋势的形成，是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路途中，广大舞蹈艺术工作者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强心、民族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 高校舞蹈教育职能的扩大  

     在文化艺术界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抢救工作的学术形势下，高校舞蹈教育对此不能无动于衷，不能做事不 

关己的局外人。高校舞蹈艺术教育也承担着保护、抢救、传承、发展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遗产的重任。 

     高校舞蹈艺术教育过去一直是精英舞蹈文化的教育机构，它以教授芭蕾舞、中国古典舞、 

     国际标准舞、舞台艺术化的民族民间舞等内容为主，而对民族民间的草根舞蹈文化、乡土舞蹈文化是相对排斥的。这样的教

学模式，使广大舞蹈青年学子只仅仅了解到课堂里的那些经过千锤百炼、精磨细研的优美精致的艺术舞蹈，而对舞蹈的深层文化

内涵不了解，对舞蹈的原生状态不了解，对久远的民族舞蹈文化的流变更是不了解。 

    处在社会转型、民族舞蹈文化需要保护与抢救的时期，高校舞蹈教育的职能不应只是简单地培养出更多的精英舞蹈艺术教育

专门人才，而且还要培养能够保护、继承、发展草根舞蹈文化、乡土舞蹈文化的接班人。高校舞蹈艺术教育要谋求其教育职能的

扩大、改革、发展，以实现精英舞蹈教育与草根舞蹈教育在层次性、系统性和综合性方面的结合，并将这种结合的成果纳入本

科、专科、专业培训、研究生教育、留学生等多层次的大舞蹈文化人才培养格局之中，更新教学内容，调整课程体系，改进教学

方法，使高等舞蹈艺术文化教育与保护和抢救舞蹈文化遗产相结合，形成时代最新的、富有民族色彩的舞蹈教育品牌。 

● 保护舞蹈文化遗产落实在高校舞蹈教育行为中  

    从亘古荒蛮的岁月到今天的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舞蹈伴随着人类渡过不平凡的里程，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载体，各民族

舞蹈文化使人类从肢体到感官、思维以及意识层面获得了对自我及世界的深刻认知，对舞蹈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抢救、整理与传承

的文化格局开启了一个广阔的舞蹈素质教育机缘，它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完美的空间，同时也为具备高文化水

准和国际化视野的民族舞蹈文化传承人才提供了广阔施展的舞台。 

    随着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大、中、小学入学率的不断增长，适龄人有了更多入学深造的机会，素质教育成为多数人的共

识，让孩子入校学习舞蹈的呼声日益高涨，让子女受到良好的舞蹈文化教育成为广大家长的迫切心声。人们学习舞蹈不仅满足于

职业需要、身体塑造需要，而且更加注重精神的修养。舞校舞蹈教育在培养从事素质教育的舞蹈师资教育方面，也不再像以往那

样只偏重于舞蹈技能教育和一般性的舞蹈理论教育，而在挖掘、保护、传承民族舞蹈文化遗产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具体表现

   



如下： 

● 聘请对各种不同民族舞蹈文化遗产研究专家、学者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  

● 本科生、研究生注重到偏远落后的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与实地考察，并与群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写调查报告，拍摄、录制舞蹈素材，将民族舞蹈文化遗产当中的优秀元素重新整合成为课堂教学组合

和舞蹈艺术作品。 

● 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中设置原生态歌舞与经过整理加工后的舞蹈的比较教学研  

    究让学生经过比较学习，总结问题，并带着问题再次深入实地进行田野考察，编制舞蹈文化遗产的基本档案，包括民族舞蹈

的源流、舞蹈种类与风格、舞蹈功能、舞蹈形态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 

● 鼓励本科生、研究生积极进行有关民族舞蹈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科研项目，  

    积极参加由专家、学者或导师率领的民族舞蹈文化遗产的研究课题小组。 

    实践证明，保护舞蹈文化遗产落实在高校舞蹈教育行为中是可行的，它使广大青年学子 

    更加热爱祖国文化、更加尊重民族舞蹈文化遗产，增强了保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成为名副其实的民族

舞蹈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可靠接班人。 

  

  ——曾在《舞蹈》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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