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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舞蹈教育的核心应该是将培养目标贯穿到舞蹈艺术教学与创作的全过程。舞蹈教学不但

是舞蹈知识的积累和重复而且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蕴含着创造突破以往舞蹈教学中重技能轻理论

的教学模式建立舞蹈人文基础舞蹈批判进基础舞蹈技能与美育基础 以期通过三个基础的教学帮

助学牛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帮助学生在接受了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将其融会贯通于舞蹈艺术实践

中选到理论在实践中认识的提高改变由于缺少文化底蕴的舞蹈载体欠现强劲生命力的局面实现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一、舞蹈教育的人文基础 

    舞蹈艺术作品是揭示人文学所研究的价值要求舞蹈专业学生学握人文知识理解人文思想掌握

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从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做起珍惜大学学习的大好时光充分利用知识传授和

环境熏陶两个有效途径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培养出心胸宽广乐观向上的气质自尊自信自谦自省的

精神求真务实质朴高雅的品位 

    世上一切知识都是人努力的结果。人文科学以人为本以人的精神世界为基准点研究人的生存

状态和价值用以规范提升人的内在价值和生存状态。舞蹈即是门有着深层人文内涵的艺术与其他

学科不同的是舞蹈不是研究其价值而是揭示体现奠价值。因此舞蹈艺术与人文科学中的各个领域

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学习人文科学让我们懂得如何成为一个有价值意义的人。 

    高校舞蹈专业学土所具备的人文基础据调查其结果足不容乐观的。舞蹈专业多数学生列人文

科学的概念模糊只有少数人对人文科学有所了解，舞蹈专业的学生基本处在这种知识小能环环相

扣的状态中直接影响到了其对舞蹈深层含义的理解和体现从本质上制约了舞蹈艺术的揭示性致

使舞蹈的表演和创作流干形式内涵浅薄。 

    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创新。没有知识的存量就不可能有知识的增量。没有积累就不可能产生

突破。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最重要的因素使学生接触人类文化的精髓理性的健康成

长并充分享用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成果才能厚积薄发发挥其天赋潜能催生舞蹈艺术的创新。 

    二、舞蹈的技能与美育基础 

    舞蹈源自于人体动作需要一个具有丰富表情能力的身体素质，毋须置疑扎实的专业技能基础

是舞蹈载体创作和体现舞蹈的基本保障在技能培养的过程中不融入美育却是不完美的教育。北大

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做客南开大学名人讲座时曾强调艺术不又是技术要使人感受到人生的美提

升自身的精神境界这才是美育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个灵魂单纯地学技术这样的培养就不是艺术教

育更不是美育。美育是教育的重要蛆成部分。席勒是西方较早提出美育一词的他的《美育书简》

中指出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的途径。邓肯在《未来的

舞蹈》中指出“未来的舞蹈家也将是身心和谐的人，在她那里，灵魂的语言将由身体的自然动作

给予表试。她在《伟大的源一综合的认知过程中，以启发学生提问讨论与辩论来推动对舞蹈认识

的深入使学生在浩如烟海的舞蹈艺术知识中宽泛纵深的了解根干叶源与流学会全面考察问题的

研究方法奠定批判思维的基础用于指导综合的舞蹈实践推动舞蹈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三、三个基础之间的关系 

    1、人文基础与技能基础的关系 

    在高校舞蹈教育中强调人文基础的建立，以此来提长学生的内在修养，在舞蹈实践中才可能

做到细腻生动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因为舞蹈的目的是表现人们内在深层的精神景象即细腻

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鲜明的性格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的矛盾冲突……，

舞蹈技能的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即揭示价值充分展示这种于语言和

文字所无法展示的人的心灵深处的景象。通过舞蹈形式的揭示阐明并启发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赋



予它以新的生命满足人们心灵深处对人文精神的需求。 

    欧洲著名舞蹈理论家拉班先生在其舞蹈理论“力效的口大构威要素即重力、时间空间和流畅度

中认为重力 、空间、 时间和流畅度的训练能够表现出人类复杂的情感和思想活动它们的对应关

系是重力的训练可表现出人的内心种种态度时间可表现人心理上的迫切或从容之感空间表现人

体动作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流畅度揭示着人心理层面的自由与受缚程度。拉班先生还说：“选

择动作击适合性格价值和情境”。详尽说明了舞蹈技能与人文的关系说明了舞蹈技能的培养对于

揭示人的性格价值和情境的重要意义。可见舞蹈技能训练不能忽视人体对重力时间空间和流畅性

训练的强调要在技能训练中开掘人对于理解关怀发展和揭示生命的表现力与创造力。否则舞蹈技

能训练即会是一种简单的动作与动作的连接成为无表现的表现无内涵的苍白只能流千低层次的

惜舞锻炼而已，无以达到舞蹈艺术揭示价值之目的。 

    舞蹈是一门综合性的表现艺术除以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之外与社会的发展时代文化背景、世

俗风情、人王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文内涵是通过人这个物质载体所具有的技能得到体现的。

现代舞之母邓肯在《邓肯论舞蹈艺术》中指出：”舞蹈的目的足要表现人类最魂中最崇高也是最

内在的各种情感。舞蹈必须为人生带来和谐之感，它既是炙热的又是欢腾的。把舞蹈仅仅看作种

轻松愉快的消遣那是亵渎舞蹈……”她强调身心和谐的以舞蹈表现生命的自然变迁充分体现了邓

肯强烈的人文精神的舞蹈观。 

    舞蹈在实现舞台表演时又和音乐， 舞台美术灯光服饰化妆等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

分的关系。例如舞蹈的构图和绘画的构图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人称舞蹈是运动着的绘画。在舞

蹈的创作过程中，根据作品内容的要求同样需要运用整齐一律平衡对称比例调和对比和多样统一

等形式美的构图原则来完成作品的设计创造。如张继刚的群舞作品《黄土黄》中整齐一律的反复

击鼓动作以及老家挥洒黄土的动态传达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同

时也带给观众一种节奏和秩序的审美感受。只有加强对人文科学的深入了解加强多门类的艺术修

养舞蹈之花才能开得更加嫣然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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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知识的积累和重复而且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蕴含着创造突破以往舞蹈教学中重技能轻理论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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