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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高等教育中国民族民间舞课堂教学初探

摘要：本文依据成人学生的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和探讨，成人高等教育中国民族民

间舞课程教学方面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教学方法。首先是依据成人学生的培养目标，科学
借鉴优秀教材、实施灵活教学。其次，依据成人学生专业水准进行科学编班，依据成人学

生特点，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实践，从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最后着
重剖析了民间舞蹈课程教与学的重点是舞蹈风格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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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舞蹈，是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和地方特色的传统舞蹈形式。它是一种文化现象，突出体现该族

群人民精神气质的风格韵律。民间舞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民间

艺术，具有流传广泛、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

的集合体，蕴含的是人类自身精神内力的最淳朴的韵味，强有力

地保存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典型心态。在当今发展时期，民族民间

舞蹈的教育【作无疑也成为该文化传承的一个最重场所和手

段，它将对民间舞蹈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而从事民间舞蹈教

学的教师，对于民间舞的传承和发展，必将肩负着重任。因此，如

何进行民间舞的教学，便成为我们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选择优秀教材、科学借鉴、灵活教学

成人高等教育就目前状况来看，它是一种素质教育、普及教

育、发展式教育。所以我们首先要依据民族民间舞蹈教育的现

状，确立其自身的教学定位，制定适合生源条件及培养目标相适

应的教学体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

都要同绕着培养目标来逐步完善自身的教学模式。只有这种教

学定位，／'1‘能达到人／j+培养目标模式的形成。否则生搬硬套其他

学院相似性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无法达到我们自己

的教学和培养目的。

通过多年来的成人教育教学实践，我们认识到，作为教材，

尤其要强调它的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所谓系统性，就是要

有一个以一贯之的目标和一系列成熟的单元部分。所谓科学性，

就是突出其设计的合理性，突出民族民间舞蹈的训练性。另外必

须强调教材的规范性，这就要求对民族民问舞蹈的素材加以准

确地选择与提炼。众所周知·部科学系统规范性的教材，是教师

们教学经验的结晶，它倾沣了教师们的毕生的心血。如北京舞蹈

圆古心

学院的教材，已是好几代舞蹈教育家奋斗的成果。我们是否可以

完全照搬这些教材呢?记得在实践教学中遇到这种情况，我依据

北舞的表演本科类的民族民间舞蹈教材进行备课，这可以说是

全国最优秀的教材了，可是当你面对学生实际教学时，却难以贯

彻下去。因为成人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和单位，专业素质参差

不齐，同样舞蹈的组合，有的学生能够顺利的完成，有的却接受

不了。我们对已有的教材进行综合，有目的地改进，以适合成人

学生的实际状况。同时，依据成人学生的特点，将原来的大班按

学生的专业水准进行重新编班，分成两个小班。从中借鉴全国各

个院校的教材之长，特别北京舞蹈学院教材中的内容，包括附中

的一些基本教学内容。将附中的单一动作组合与本科和师范类

的综合组合的教学理念相融合，进行重组，编排出适合成人学生

学习的新组合。两个班教授完全不同的组合，专业较好的班，我

们采取运用表演和师范类的教材进行融合重组。另外一个班采

取运用师范类和附中的教材进行融合重组。这样实践下来，许多

问题迎刃而解，并得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通过近十年的教学实

践，我认识到作为教师如何对教材进行选择和运用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科学借鉴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灵活运用教材，是教师完

成教学任务、体现教学成果的关键，它直接影响到学生们的学习

进展。实践和事例告诉我们，只有适合学生的教材才是这个学院

最好的教材。

二、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

有了可行性的教学内容，下一步就是如何进行教学了。我们

都知道在舞蹈教学中知识、技术、能力是学生必须具备的三大要

素。其中能力主要是将所学知识和技术融会贯通，并在实践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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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运用的一种综合素质。较强的能力可以使舞蹈知识和技术得

以升华，也是舞蹈三要素的核心。在教学中，我们注重对学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抓住这一重点作为教学的切入点，针对成人学生的

特殊性，我们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教师将知

识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经验的积累综合地表现在教学中，增强学

生学习的直观形象及形象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在实际教学中，教

师不光是作一般的讲授，而是结合动作深入浅出地讲述动作的

历史文化背景和渊源及动作的规范要求，启发学生的理解能

力。所以，每当学生接触一个新的民间舞种时，首先给他们讲解

该民间舞的发源地、表演形式、风格特色及其内容所折射出的

文化内涵，内容涉及到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生产方式、风土

民情、道德伦理、审美情趣、传承和演变过程等民族审美上所

具有的一切特征以及各个方面的知识。让学生理解，只有依靠

对这些文化产物的挖掘和学习，才能展现舞蹈的民族精神和民

族气概。在进行民间舞蹈的学习中，把对所学民族的舞蹈文化

精神摆在最为基础和重要的位置，让学生对该舞种有个较为全

面的了解，做到心中有底，产生一种理性的动力。例如：东北秧

歌和山东秧歌同属秧歌，可是因为地域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

异，使得它们有着天壤之别。了解了这些文化知识，让学生再

来学习相关的舞蹈，会有一种很直接和很直观的感受，学习起

来较为容易掌握，也使学生少走弯路。所以，我认为，在教学中

抓住关键展开教学，能够使学生朝着更有利的方向发展。理论

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的实施，可以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

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学生的眼界。使学生所学的文化

知识和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增强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达到更全

面的学习效果。

三、教与学的互动提高学生自信心

人们常常说“教学相长”，对于民间舞蹈教学来说，教学相长

尤其蘑要。在整个民间舞蹈教学的全程中，必须坚持实行教与学

相融相长，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互教互学作用。每个学生都有其

长短，通过扬长避短、互教互学等多形式多层次练习，使每个学

生都有做教师的机会，在教别人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具体到课

堂实践，我们采取分小组、分段落等方法，让每个学生轮流当教

师。这种方式的实施，使得“因材施教”的目的得到进一步的实

现：通过学生轮流当教师，⋯一个教师就可以变为许多教师，使学生

真正做到“转益多师是吾师”，充分发挥学生的互教互学作用。在

互教互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介入，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感觉

而不是知觉，培养学生的悟性而不是模性，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

生的自信心。

四、风格的把握是民间舞蹈课教与学的重点

风格的把握是民间舞课常教学的重点。所以强化教育观念、

保存民族民间舞蹈风格，是当代民族民间舞蹈教育应当恪守的

教育理念。舞蹈是一科I视觉形式的艺术，是人体动作的艺术，是

生活外化的一种体现。各民族舞蹈的风格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

方式、社会结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审美观念等诸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下经综合之后形成的，只有对民族舞蹈的属性加以深层次

的把握，才能将其融会贯通。另外在民间舞蹈的学习过程中，它

是由外到内、先模仿后体验、先操作后驾驭、直至达到心灵的自如

表现的过程。所以，我们一直是将掌握不同民族民问舞蹈风格性，

作为民间舞课堂教学的重要突破口。

在民族民间舞蹈教育中应贯彻多元化的教育观念，除了重视

学生的基础知识的传授，更要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启发学生

要深层次地研究和把握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告诉学生传承和发

扬光大民族民间舞蹈的重点是传承它的风格。我个人认为，所谓

风格，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味”，那么“味”往往又体现在节

奏的细微变化上。作为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将这些细微的节奏

变化进行比较，如东北秧歌的节奏是宽稳中见急骤，藏族舞的

“玄子”节奏则是徐缓中见柔美，如此这般，通过将多种多样的

民族民间舞蹈风格的比较学习，进行风格的体会与鉴别。这样

的结果是使得学生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对不同地区、

不同流派的民族民间舞蹈产生敏锐的辨别力、接受力和表现力。

例如：在学习山东胶州秧歌时，在强调“拧、碾、抻、韧”的

同时，要让学生显现出胶州秧歌特有的“三道弯”的典雅风味，

为了有所比较，引导学生将南部的傣族舞蹈和西部的藏族舞蹈

中出现的“三道弯”相互进行一一比较，分析它们同是“三道

弯”，但是不同民族的“三道弯”从舞姿体态上、节奏动律上的

不同运用、不同的处理产生的不同韵味，让学生理解其中的共

性和个性，辨别出他们质的区别。通过这样的教学，才能使学

生真正掌握民族民间舞蹈所特有的风格。只有让学生切身的体

会到这些不同的民间舞蹈的内涵，掌握其真谛，才能体现出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的继承价值。所以说，风格的把握是民间舞课

堂教与学的重点。

以上是我近十年的教学经验和体会，舞蹈教师不只是一个纯

粹的技术传授过程，而最终是要培养学生的舞蹈能力，开发学生

的艺术潜力。舞蹈教师不是舞蹈演员，所要教的，不只是舞蹈组

合，而是通过舞蹈教学培养学生的舞蹈基本功与综合艺术素质。

因此，作为舞蹈教师仅会跳是不行的，要拓宽自己知识面，提高业

务能力，学会分析教材、制订教学计划、研究教学方法、研究教学

对象。教师必须做个有心人，认真掌握学生认识活动的特点，针

对学生的具体情况，制定教材和训练计划，因材施教，这样才能真

正将教学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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