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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开设的重要性
舞蹈作为一种艺术课程已经广泛的在各个

高校的音乐系当中开设，很多非艺术类专业

的学校也把舞蹈作为一种选修课开设。舞蹈

培养学生形体、气质等很多方面的功能是其

他课程所不具备的，作为音乐系的必修课它

对于辅助音乐表演更是无法取代的，例如，

学生演唱一首藏族风格的歌曲，歌曲与舞蹈

结合表演一定是最佳的，如果站在台上一动

不动，则无法充分表现歌曲的内涵，使演唱

者的表现力大打折扣。

作为隶属于舞蹈学门下的舞蹈编导学来

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具有很广阔的前

景。许多音乐系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后发

现，用人单位需求的不是单一能力的，而是

能唱会跳还要会编，如何编、怎么才能编好

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问题。很多学校已经充分

认识到了这一点，纷纷开设此专业或课程。

2 教学探索
在舞蹈编导教学工作中，除了专业技法

上的教学外，总结出了有利于更好发挥学生

编创潜力的一些方法并予以归类。

第一,重视基础阶段教学。高师音乐系一

般在中高年级开设舞蹈编导课，低年级的舞蹈

教学则是采取舞蹈基训或是素材教学的手法，

通过一到两年的基础学习，使学生的身体柔韧

性、舞感以及舞蹈思维有了一定的提高。基础

阶段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舞蹈编导课程的教

学。忽视基础阶段教学容易导致学生力不从心

的现象发生，例如，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发现有

些本认为能够完成的舞蹈动作由于自身的软开

度或是协调性不够理想无法完成，使编出的舞

蹈在第一表现上大打折扣。一个出色的编导一

定得具备良好的舞蹈基本素养。

第二,对学生应多鼓励，少批评。从心理

学的角度分析，不是因为聪明受表扬，而是表

扬会使学生更聪明。表扬是对学生好的思想和

行为给予肯定的评价，其目的是使受表扬的学

生明确自己的优点和长处，并得到进一步的巩

固和发扬，它是一种积极的“强化”，是调动

学生积极因素的重要手段。对人的良好思想和

行为作出肯定的评价，能使人产生愉快的情感

体验，受到鼓舞，并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从而激发出追求新的目标和新的成功的强烈

要求和愿望。在编舞教学中体现的特别明

显，学生只要是编出一些有新意的舞蹈动作

时老师给予鼓励和肯定，之后的时间会发现

学生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创作的动作也更

具有价值。学生在编舞过程中相当一段时间

都是处于枯燥与寂寞的当中，失落也经常伴

随，能够对他们的成果表示肯定和鼓励，是

学生最值得高兴的事。%

第三,在音乐中启发学生。音乐在编舞

过程中拥有特殊的作用，通过音乐可以锻炼

学生想象力、思维能力的发展，四肢灵敏

协调反应迅速、再造想象及创造性思维的增

强，在熟练迁移、触类旁通的作用下，对

舞蹈的感知和研究，也有着促进功能。这

里并不是强调编舞必须先听音乐，而是在音

乐中触发学生本能的创作意识，发掘出只能

有音乐才能感受到的一种内心活动，这对编

舞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第四,培养学生的集体创作意识。舞蹈

是一项集体的活动，在编创过程中虽然独立

思考的行为是存在的，但是在体现形式上则

一定是多人来完成的，不能简单的理解一个

人编一个人来跳，这就需要学生在一个集体

的环境下去完成舞蹈的创作工作。首先，集

体创作对于发展学生内在观察力具有促进作

用，无形中会从其他同学当中学习到编舞的

手法及思维。其次，在群舞编创中集体编

舞更是不可缺少的，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就是这一个道理，况且，对将来走向编舞

工作培养了学生与人相处的能力。

第五,多让学生欣赏舞蹈名作。舞蹈名

作欣赏对于舞蹈编创来说具有特殊的辅助作

用,能够使学生通过千姿百态的人体动作来认

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与历史，提

高视觉和思维能力。通过欣赏舞蹈名作要让

学生从丰富多彩的人体舞蹈动作去体会不同

特点、不同风格的舞蹈艺术美，提高想象

力与创造力、领略舞蹈的气氛与意境，逐

渐被吸收并转化为学生自己的创作元素。舞

蹈欣赏的作品种类要多、题材要广泛，同

时老师在教学中应向学生分析作品中具有特

点的编创形式与动作元素，让学生从中吸取

营 养 。

第六,增加实践机会，在生活中捕捉灵

感。舞蹈编导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且

理论永远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要让学生

养成勤动手勤思考的习惯，积极为学生创造

适合编创的环境，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一些

采风活动，在生活中不断积累，并举办一些作

业汇报会，把一段时期的创作成果向外界给

以展示，这也是对学生创作成果的一种检验，

会使学生在以后更好的投入到舞蹈创作中去。

4 结语
随着高等师范院校音乐舞蹈教育模式的

不断发展和教学形式的不断探索，高师的舞

蹈教育必将进入更加蓬勃发展的时期。

相信通过我们对编导课的探索，不仅可

以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编导方法，更重要的是

使他们得到开放式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训练,对学生的音乐能力、身体运动能力、

言语表达能力、空间协调能力、自我认知能

力、人际关系能力、观察事物能力、适应

社会能力都会起到全方位的培养和开发，从

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课程探索才刚刚是一个

起步，需要我们大家更加长远的、不懈的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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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师范院校音乐舞蹈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教学形式的不断探索，高师的舞蹈教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本文针对
高师音乐系舞蹈编导课程在高校音乐专业中的地位、社会用途及存在的问题，探索此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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