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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学功能
龙文波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艺术系410000)

摘要：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功能是由民间舞训练体系自身
的特定和性质所决定的，它有别于其他舞种并且有着独特的教学功

能。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移情入境，还可以开掘学生的运动潜能，强化

身体整体协调性，让学生了解不同的民俗民情，感受各民族的精神风

貌，为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精神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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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作为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基础，在建国以

后得到了广泛的收集、整理和加工，使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民间逐步走向了舞蹈教学领域。当它逐

步走入教学领域时，大家只一味的对它的教学法，对它的文化等

进行研究，却忽视了对它的教学功能的思考，而在当今的舞蹈教

育中，我们不仅要去教学生，我们更要明白学生学习它有什么作

用，在学习它的过程中还学到了什么等，都是它的教学功能之所

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属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范畴，是舞蹈学

中一门兴新的边缘性学科，其教学任务，注重了学生对中国民族

民间舞的整体认识以及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能够很好的学习，要

求教师通过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地域、结构、动律、音乐、服装

等的分析和研究，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传授给学生，使中国民族

民间舞蹈这个宝贵的财富很好的传承F去，使它在弘扬中国文化

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培养学生移情入境，促进学生舞蹈的表现力
教师在新课进入时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舞蹈风格以

及表演形式对学生做大致的描述，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和语言的

启发，把学生逐渐引入到一个想像意境中，从而使学生在学习的

开始就有一个情感的依托。当学生感受到这种情感并使之成为舞

蹈动作之时，他就能很快的投入到学习环境中去了。比如说蒙古

族舞蹈的基本训练，教师在体态上要求学生双脚站大八字步，左

手叉腰，右手握鞭，抬头挺胸眼看前方，同时提示想像意境，让

他们设想自己置身于广阔无垠的草原，有豁达的性格，豪放不羁

的气度等，这就有助于舞蹈的完成。在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过程

中，舞蹈的风格、律、情感等有内容的东西是教师很难向学生解

释清楚的，所以在教学大纲的设计中教师可以将电视、投影仪、

电脑、多媒体等现代设备运用到民间舞蹈的教学中，可以使学生

很直观的接触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舞蹈，让学生可以身临其境，

从而可以引导学生理解掌握教学内容，可以更好的把学生领入到

舞蹈的情境中。比如在学习藏舞时，教师可以通过投影或者碟片

将藏族的风光呈现在学生面前——神圣伟岸的念青唐古拉山脉、

优美娴静的纳木措和随处可见的玛尼堆，身穿藏服载歌载舞的藏

民⋯⋯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而且可以很快

很准确地把学生领入到所要学习的民族舞蹈的情境中去。

在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过程中，音乐、服装、道具是极其重要

也是必不可少的，在教学中通过对他们的应用，能够给学生创设出

民族民间舞蹈中不同的地域情境，使学生更多地接触民族民问舞蹈

的中的不同风格、动律，从而促进学生在舞蹈中的表现力。

(二)开掘人体运动潜能，强化身体的整体协调性
民族民问舞蹈用人类自身的形体和思想感情表现社会生活，体

现民族历史，抒发情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训练体系是属于多种

舞蹈风格并存的训练体系，民族民间舞蹈训练体系的这一特性，决

定了它在强化身体多部位的可龌性和整体协调性方面的优势。

民族民问舞蹈的自然本性是人的生命意识最直接、最自然、

最原始、最热烈的表达。它最初出_f人类生存本能的盲目宣泄活

动。我国的民问艺术自古以来就有载歌载舞的传统，汉族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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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南方的采茶灯，藏族的弦子等都是载歌载舞的民族民问舞

蹈，因此民族民间舞蹈有很强的自娱性，从而产生了无拘无束、

变化多端的舞蹈动态。从民族民间舞蹈的外形动作看，其结构是

非常复杂多变的，对训练学生各部位的力度转换能力、协调配

合能力及应变控制能力，都是极有价值的。比如：东北秧歌的前
踢步的整体协调训练，是自下而上波及式的。脚下的艮劲带动、

波及上身，形成不断流动的柔美劲。脚下的艮，上身的浪，手臂

的快绕、慢进再配合脚下及上身的动作，其训练价值是显而易见

的。

(三)感受民族精神风貌，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
民族民间舞蹈是群众愿望、生活水平、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的反映，它是传统文化的遗传，同时也是一门充满活力的动态艺

术。民族民间舞蹈具有丰富的民俗内涵。在我国的56个民族的大

家庭里，各民族的内涵又是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这使民族民

间舞蹈各具特色，有着深刻的社会作用，又各自代表着其民族的

精神面貌和特点。比如：民问的社火、秧歌等都具有民俗色彩，

寄寓了人们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消灾免难、祥和幸福的愿

望。不同的民族由于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不同以及他们长期生产方

式与生活方式、自然环境的差异，使他们在体态心态的表现形式

上都留下了生活的痕迹。比如：藏族和蒙族，同是游牧民族，同

信喇嘛教，但是，由于各自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史的差异，形成

了各自的心态。由于心态的不同，体现的身体的形态上，也是大

相径庭的。蒙族舞后靠的体态，横的动态是与他们曾经有过的英

雄历史，与他们“马背民族”的彪悍性格分不开的。藏族舞前倾

的体态及向下的节奏感，是与他们长期居住高原牧区，长期受政

治合一的统治等因素分不开的。 V

(四)启发学生的舞蹈“语言”创作意识
这里的“语言”是指舞蹈语言，就是能表现一定思想感情内

容的舞蹈动作和舞蹈动作组合。它是塑造舞蹈形象的基础，是舞

蹈作品中叙事、状物、表情达意的主要手段⋯。舞蹈作品的内容

最终也必须通过一定的舞蹈艺术语言，才能成为具体存在的舞蹈

作品，没有舞蹈语言就无法形成舞蹈形象，没有舞蹈形象就不可

能形成完整的舞蹈作品。在舞蹈艺术领域中，各民族民间舞蹈问

之所以千差万别、各具风采。就在于它构成的舞蹈语言的舞蹈动

作、姿态在形式、节奏、动律和结构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在众多

的民族民间舞蹈作品中，所体现的构成方式主要以民族民间舞蹈

教学组合为依据的，原生态的舞蹈极其构成方式，是关在课堂中

想不出来的，它是人民智慧的结晶。众多的典型性的训练组合，

其材料布局合理，段落清楚，轻重缓急，层次分明，起伏变化错

落有致，既有训练性又有艺术性，为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提供了

有利的素材。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的各种素材在民族民间舞蹈的创

作中是很重要的，能使学生接触到各种动作的连接方法，掌握各种

连接技能，为学生在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

他们得到了舞蹈编排方面的初步知识。所以启发学生舞蹈“语言”

的创作意识是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重要的一个功能。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是中国舞蹈教育的基础训练课之一，它和

其它的舞蹈训练课共同承担着培养舞蹈艺术人才，传承中华民族

先进文化的天职，因此他的教育功能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

继续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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