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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舞是我国民族文化的艺术结晶，在高校艺术专

业的教学中也是非常普遍的。然而教学内容繁杂且教学课时相对有
限．致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能科学、系统和完整地对中国古典舞进

行裁授，只能泛泛而过，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教学重点、难点不突

出，教学效果不明显，实效价值不强。本文结合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的

亲身体验与总结就中国古典舞在我国高校艺术专业教学内容与方法上

进行探讨．旨在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古典舞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提供
一些有意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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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舞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
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

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古典风格的特色舞蹈。现在高校

艺术专业的教学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其教学内容中既有戏剧、武

术方面的，又有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的舞姿、造型和技巧。然而

受课时的限制，不可能每个教材都详尽的讲授一遍，只能泛泛而

过，以致收效甚微。因此，要积极对古典舞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重

点与难点进行精选、分类、集中，增强古典舞教学的针对性、科
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使之在有限的课时教学中具有较强的实

效价值，达到少而精、重点难点突出、学为所用的教学目的。

一、身体素质训练内容要有针对性，即腰腹部力量训’
练

’

由于高校艺术专业学生的舞蹈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为了

尽快的提高学生的古典舞训练水平，首先，要从身体素质训练入

手。身体素质能力的训练内容很丰富，主要有柔韧、速度、力
量、爆发力、灵敏性、耐力等训练，但就古典舞而言最为重要的

应该是腰腹部力量的训练。因此，在精选学生身体素质训练的教

材时，应重点突出，针对性强，避免分散、繁锁、重复，对有利

于增长腰腹部能力的应坚持反复练习。另外，对身体其他部分进

行专项素质训练时，如教飞脚前必须进行的扁盖腿能力和起跳爆
发力的训练，教旋子前应有测腰起探海能力的训练来提高动作的

快速能力和力量的加强。这种有针对性的专项练习。既抓了主体

腰腹部能力，又带动了专项素质。素质训练不仅是提高专业技术

能力的一种手段，而且又是专业训练必不可少的基础，要提高古

典舞专业技术水平就必须坚持长期的素质训练，使之贯穿于古典

舞教学的全过程。

二、身韵训练与基训内容要有机结合
由于课时量有限，为了节省时间，又能在有效的时间内达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应采取身韵训练与基训内容相结合的

方法。在教学中可根据不同年级的特点，由浅入深地将身韵训练

贯彻到基训之中。在低年级的身韵训练上，进行简单坐地呼吸、

配合提沉等单元素训练，强调古典舞“无韵则神死，少律则风格
无”的道理，使身韵从开始就在低年级学生头脑中扎下根；在中

年级中，把身韵逐渐揉进把上练习，特别是在做控制、单腿蹲及

腰组合时，更应加强呼吸与韵律的配合，这样不仅能使身韵和基

训融合在一起，又突出了古典舞的特点：在高年级中要突出基训

课和身韵课的和谐统一，进一步加大难度，由浅入深地将身韵训
练渗透到整个基训课中。身韵与基训的结合，有助于学生身体各

部位的解放，较好的完成高难度技巧，使动作松驰流畅，肌肉线

条拉长，表现力明显增强。同时，还可以增强动作组合的规律

性，加大动作幅度。另外，身韵训练还应和基本技巧、能力训练

相结合，因为古典舞的舞姿、技巧和各类摹本能力的训练不可分

割。要使学生经过多年的专业学习后，一举手、一投足都风格浓

郁，韵味十足，就必须在日常的基本功教学中贯穿身韵的训练，
使古典舞的身法、韵律潜移默化地溶合渗透到基本功的旋转、跳

跃、舞姿、技巧之中。

三、从古典舞的身韵教学中把握好节奏特点
中国古典舞在节奏上的特点十分突出，这与我们民族音乐的

特点是分不开的，我们民族音乐很少像西洋音乐那样强弱相同、
有规律的匀速、脉动式的节奏，一般表现为弹性节奏和点线结合

的特点。体现在节奏上多为附点(抻一赶)或切分(赶一抻)，
或是紧打慢做，或是慢打紧做等等。因此，所形成动作的内在节

奏，诸如动静、缓急、放收、吞吐、抑扬顿挫等，便产生了我们

特定的动律特点和韵律感。这正是古典舞身韵的重要组成之一。

如果说把握好古典舞的节奏特点是一种训练手段，身韵则是衡量

的尺度。中国古典舞身韵建构者之一的唐满城先生认为：身韵的
目的“是要融化在古典舞的一切舞姿和技术技巧中，表现在节奏

处理、起始连接、点线处理、动势渲染、内在修养等诸方面”。

身韵教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身韵，而是要将身韵溶化在古

典舞每个环节和训练的内容中，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节奏处理和动

作的连接上，以及点线的处理、动势的渲染和内在感觉等方面。
可以说，把握住古典舞的身韵。也就把握住了古典舞的节奏特

点。因此身韵组合式教学重点解决的问题，便是本着从韵律入

手，注重把握好古典舞所特有的节奏特点，从而解决古典舞的内

在气质韵律。

四、古典舞“神韵”要至始至终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
”

“神韵”作为古典舞“身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作用

尤为突出。舞蹈中的神韵是舞者通过自觉的意识、意念、感觉来
支配舞蹈动作，而不是一种盲目的、纯功能性地去完成动作。在

课堂教学中，大多数学生因为缺乏神韵，虽然动作很规范，也很

到位，但是跳起舞来给人感觉很“苍白”。这就说明学生没有心

意，只是一种机械性地完成动作。这样的教学效果也很难具有实

效性。因此古典舞“神韵”至始至终贯穿于课堂教学之中是十分
必要的。

在教学初期，教师要强调学生在舞蹈中要有心意。使学生
从“呼吸”到“提沉”，从姿态到眼神，都做得有汁有味，学会

用心去跳舞，要通过自己的心去体验、琢磨、感受动作并加以表

现，即形与意，形与神的结合。随着课程的深入，在教学过程中

对神韵的把握，要强调呼吸的重要作用，即气与意、气与力的结
合。舞蹈的呼吸不同于自然式的呼吸，它是一种与舞蹈动作相配

合的、打破自然节奏的呼吸方式，这种呼吸方式能够带动舞者精

神力量，而精神力量会带动舞者表现出强大的艺术魅力。要把呼

吸作为训练的重要内容，学生在训练中逐渐对呼吸与身体的关系

有了体验和认识，并掌握呼吸与外部形态相结合，赋予动作生命

力，形成古典舞特有的神韵。这样才会真正做到形、神、意、

气、力的完美结合，从而达到古典舞特有的“神韵”，使学生的
舞蹈变得“形神兼备”，富有活力。

五、结合学生实际，营造愉快的教学氛围
一直以来，说到中国古典舞课，人们的印象往往是烦琐单调

和枯燥无味的。因此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育心理学》

认为，兴趣是一个人力求接触和认识某种事物的一种认识倾向，
一个人只要遇到感兴趣的事情，感觉就会灵敏聪颖，理解力便

会提高，而且能够主动地探索认识它的方法和手段。为了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就要创造一个愉快的教学氛围。首先，教师要尽

量创编积极有效的教学组合。在创编教学组合初期要注意组合不
宜过多、过难，由于艺术专业学生很少有接受过系统舞蹈训练的

过程，过多、过难的组合学生不易掌握，也很难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其次，要尽量把组合编排的引人入胜，因为人们对于美的

事物总是无法抗拒的，学生也有这一心理，教师要抓住学生的这

一心理，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愉快的教学氛围，不仅要从

兴趣开始，还要注意教师在课堂中的主导作用。丰富多样、生动

活泼的教学方法和多变的形式均可以不断地引起学生进行探究活
动，从而激发其更高水平的求知欲。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

情绪的感染力，应时刻“以情感人”为教学指导思想，结合古典

舞的运动特点，节奏、风格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完美标准的动作

示范，使学生以积极快乐的情感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学

生变被动学习位主动学习和参与学习。

六、结语
对高校艺术专业中国古典舞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探讨是学科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教学改革的大势所趋。如何结合学生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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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五大官调进校园的开发和利用
唐琼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坝中心小学222000)

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中指出：

“除国家课程外，地方和学校自主开发的课程应占有一定比
例。”国务院明确提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

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我市已启动了由地方和学校开发乡土音

乐课程的教研工作。200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

间音乐——海州五大宫调，已被做为我市五至九年级音乐课程地

方教材的重要补充内容。本文以海州五大宫调的开发和利用为切
入点，研讨实施“海州五大宫调进校园”的相关内容。

一、海州五大宫调梗概
海州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的古称。海州五大宫调是指流布在

连云港市及周边地区的以【软平】、【叠落】、【鹂调】、【南

调】、【波扬】等为重要基本腔调的一种用曲牌连缀体来演唱故
事的曲艺形式。民间习惯，称“软叠鹂南波”为“五大调”，以

区别于一般小调。五大宫调文辞典雅，曲调优美婉转，演唱技巧

要求比较高。

海州五大宫调历史悠久，积蕴颇厚，是江苏明清俗曲重要

的一脉，是古老的“诸宫调”宝贵的遗存。它源于明代的时尚小

令，并汲取了当地民歌语言的丰富营养，形成的民间艺术，在市
井乡间广为流传。对我国民间音乐乃至民问曲艺的研究具有难得

的实证价值。

1980年以后，由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五大宫调等乐曲已渐呈

濒危状态。2006年5月20日，海州五大宫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它的发掘保护将对明清小调研究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

二、海州五大宫调教学的必要性
音乐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学习丰富多彩的民间

乡土音乐，有助于让学生了解家乡深厚的音乐资源，感受充满亲

情的母语音乐文化。然而，随着多样化音乐活动形式的兴起，民

间乡土音乐受到极大的冲击，一些民间音乐不断被边缘化，有些

民间音乐种类甚至消亡。如今，我们的学生听不懂连云港话、不

会讲海州话的现象层出不穷，没有完整看过一场传统戏剧、不了
解当地民间传统习俗的现象普遍存在。就此现象可见，推动海州

五大宫调进校园的教学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完成民间音乐艺术

传承最有效的途径。

三、海州五大宫调音乐教学初探

(1)开设海州五大宫调音乐校本课程

一些曲调欢快流畅，贴近学生生活，充满童趣的海州五大
宫调，已经贯穿于我市日常的音乐教学之中。如充满了童趣的五

大宫调《草虫》，是五年级音乐的补充曲目，歌词里有蜻蜒、知

了、蚂蚱等小动物，让学生唱的倍感亲切。充满了童腔童趣的

《娃娃忆》是六年级演唱和欣赏的曲目，并在教学中传播海州地

区民间传统音乐活动等内容。七年级欣赏具有海韵古调的《青山
隐隐》、《伯牙摔琴》，并学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州五大宫

调相关知识。八年级欣赏《天台有路》、《一轮明月》，了解海

州五大宫调的音乐特色。九年级学唱【银钮丝】《十里和》，并

了解“和”——中国音乐的精神。在音乐教学中，我们充分运用

多媒体课件的传播功能，以丰富的视频资料，让学生欣赏海州五

大宫调的表演实况，使学生能充分体验海州五大宫调的风采。
(2)如何开展海州五大宫调教学工作

我市专门聘请了海州五大宫调教员为音乐教师进行培训，并

将教学课程制成光盘，让音乐老师自学。要求每位音乐老师人人

会唱“海州五大宫调”，人人研究“海州五大宫调”，人人宣传

“海州五大宫调”。
海州五大宫调主要以连云港当地方言即海州话为主进行演

唱，所以音乐教师首先要教每位学生说海州话，让学生掌握海州

方言的语言特点。五大富调的唱腔和其他歌曲的唱腔不同，运用

说话真声较多，一字多音，曲子难度大，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接受它，就要选择一些适合儿童演唱的五人宫调曲谱，如表现儿

童生活游戏的情景，反映儿童的大真烂漫的歌曲，让学生反复听
赏，反复观看演出碟片。教唱五大宫调，首先要让学牛反复模唱

旋律，熟悉旋律，然后用海州方言按节奏读歌词。在唱词时，要

引导学牛如何正确的唱字、咬字，强调以字行腔、以情润腔，做

到声情并茂。在歌表演时，尽量采用儿童游戏的形式表演，让学

生做到爱唱爱演爱看。为了使学生更容易接受五大宫调，在曲调

不变的前提下，音乐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或以小组的形式创编歌

词，然后通过表演，展示各自的创作，最后进行自评、互评活
动，以提高学生对五大宫调的认同感和接受度。

(3)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深入探究

学校可以组织部分学生以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对海州五大宫

调进行深入探究，如在音乐教师的指导下，组织“海州五大宫调

的探索”等课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引导学生走出校门，到五大
宫调基地——海州双龙井参观学习、到乡野戏台观看海州五大宫
调演出、向五大宫调传人拜师学艺、到海州街头和五大宫调“玩

友”一起学唱等。研究性小组还可以通过网络查找海州五大宫调

的相关资料，组织五大宫调交流会畅谈感想，并通过写文章的形

式进行总结。通过探究，培养学生对海州五大宫调的兴趣，发展

学生独立探索海州五大宫调的能力。

(4)开展丰富多彩的海州五大宫调比赛活动
在推进“海州五大宫调进校园”的过程中，音乐教师应该培

养学生从用心聆听到开口视唱，再到登台表演，努力引导学生深

层次体验海州五大宫调的神韵。在学校每年的艺术活动和文娱会

演期间，可以邀请五大宫调专家，为学生演唱和表演五大宫调进

行指导和编排，使学生能够表演出高质量的贴近学生生活的五大

宫调节目。在每年的“市少儿艺术节”中要鼓励学生以海州五大
宫调歌曲参赛，要让学生全面潜入海州五大宫调民间艺术歌曲的

大海，尽情吸收丰富的母语音乐文化营养。

通过“海州五大宫调进校园”活动，五大宫调给学生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具有浓郁乡土情怀的海州

五大宫调，使听惯了流行音乐的学生感受到了清新而富有乡土韵
味的母语音乐的神韵。学生通过学唱，接受了家乡亲切的乡土音

乐的熏陶，进一步认识了海州五大宫调悠久的音乐风情，加深了

对祖国、家乡、故土的热爱之情。

增强古典舞教学的针对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我们必

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笔者结合亲身体验，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提

出以上五点建议以供探讨。相信在舞蹈界同行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不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古典舞教学一定能够尽早形成一整套
较为科学、系统和完整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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