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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泛指我国56个民族的各种舞蹈的总称。由于各民族人群在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其生产

习俗在民族性的基础上必然带有自然界给予的印记，尤其民间舞蹈文化更是具有地域性，有着各民族自身独特的色彩和

我在实际教学“中国民族民间舞”课程中，选取了民族风格浓郁、文化底蕴深厚、地方特色鲜明，对培养学生全方位的

具有良好作用的几大民族的民族舞蹈进行教学，包括汉族(东北秧歌、云南花灯)、藏族、蒙族、维族、傣族、朝鲜族

在不长的授课过程中，我对此课程的教学有以下几点浅显的认识: 

  一、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课程教学的认识 

  在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中，教师只有深刻地了解中国民族舞蹈文化，具体掌握并能准确地用肢体体现各民族舞蹈的

能够透彻地对学生进行民族舞蹈深层次文化内涵、具体风格特点的讲解、示范与指导。 

  在教学中，我看重对学生进行民族民间舞蹈的单纯性教学，即通过教学让学生准确地把握民族舞蹈的传承，表达

气质和人文精神———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 

  以上种种，既可以说是单纯模仿，又可看作是对各民族舞蹈的自身认同，即民族气质的模拟。这对学生的文化素

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教师在课堂上的启发、引导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学生能否将本是单纯的、

蹈表现出异彩纷呈的情感色彩，就要求学生将自身的艺术修养及艺术想象力作为现实的载体了。 

  二、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课程教学方法的认识 

  1、介绍民族舞蹈的民族文化、地域特点、生活环境及民俗风情。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民间舞蹈的生成演化，与其他传统艺术门类一样，是与其相应的生存地域、民族习俗、地形

度、文化背景，甚至宗教信仰紧密相联的。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整合，最终形成民间舞蹈各自稳定的结构和特

自身独特的美学追求。因而，在学生学习不同民族舞蹈前，教师应首先向学生介绍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地域特点、生活

情对舞蹈风格形成其特点的影响，让学生从感性上有基本的民族认知。 

  2、教授各民族舞蹈成形的风格特点。在整个民族民间舞蹈的教授过程中，此部分为最直接的环节。 

  这个部分在教学实施中可分为四个层次进行： 

  a、基本形态与动作的教授 

  教授各民族的民间舞蹈，首先要求学生掌握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肢体形态及动作特征，这是各民族在长期的自然

下，形成的特殊的各自不同的舞蹈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例如：藏族的松驰、维族的挺拔、朝鲜

的柔美及线条感、汉族东北秧歌的哏、浪、俏等等。 

  b、从单一到复杂的系统性教授 

  在系统教授民族舞蹈时，要采取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教授方式。由于各民族舞蹈的节奏律动都不是单一存在的

程中，要把握纵深发展与横向扩展同时进行的尺度。例如：藏族舞蹈可分为：谐（旋子）、卓、踢踏。这三种同为藏族舞蹈

不同的表现形式，身体的发力点及节奏处理各不相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着重对学生进行比较性地讲解与教授，同时

深浅程度的协调。 

  c、气息在舞蹈中的运用 

  这里所谓的“气息”，是指舞蹈者有意识把握的艺术性呼吸。艺术性呼吸是从感性地维持生命的生理需求上升为

感，心理、精神和审美观点去进行形象思维，是舞蹈过程中，人体通过气息的处理、把握、运行所达到的内心节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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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调地表现，能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风格。 

  在民族舞蹈的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注意不同的气息控制，既能体现出不同风格的民族舞蹈，又可将同一民族不同

蹈呈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朝鲜族舞蹈中包含了古格里、安旦、扎津古格里、它令、阳山道、沙尔普里、挥毛里等近

的舞蹈种类，从气息的控制上来看： 

  古格里：韵律柔物，动作舒展，节奏连绵不断； 

  安旦：韵律哏顿，情绪高昂，动作大方，节奏跳跃； 

   扎律古格里：韵律清脆，活泼，动作灵敏，节奏提升感强； 

  它令：韵律重、沉，情绪诙谐，动作潇洒，节奏撑展； 

  阳山道：韵律颠波，情绪激昂，动作流畅，节奏悠荡； 

  沙尔普里：韵律平稳，情绪含蓄，动作缓慢，节奏宁静； 

  以上不同节奏型的体现，都依靠对气息的控制。 

  d、培养学生的协调能力与学习能力。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是学生学会几个固定的、程式的动作就算大功告成，而是通过民族民间舞课程的学习提高

能力与肢体的可支配能力；让学生的肢体在将来的学习中能够更快更好地接受新知识。 

  以上教学的四个层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达到和谐统一，使学生在螺旋式的教

  三、再现民族文化的认同 

   这个环节的教学，着重于培养学生对各民族自身的认同感。这要求教师能够对学生在此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启发

到民族文化、地域环境、历史环境以民俗风情各方面对学生进行客观、深刻的分析与讲解（可用影像资料作为教学的

学生从这种“软”的精神意识上对各民族再认知。这个阶段较之前面所提到的初次认知，有着“感性———理性——

性认识，能将民族的东西尽可能地融入到学生的心灵里，通过学生艺术化的肢体使“民俗”文化向“高雅”的舞台演化

蹈表演时从心理上对各民族具有真正的自身的认同感。 

  

[[[[1]1]1]1] 

［

� 上一篇文章： 论舞蹈的分形艺术造型  

� 下一篇文章： 民间舞《浒浦花鼓》初探  

【发表评论】【打印此文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资料、下载、图片来自网络搜索转载，本站仅提供舞蹈资源搜索服务，其他人转载请注明出处！】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篇篇篇热热热热点点点点文章文章文章文章 

� 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今晚颁… 

� 第五届CCTV电视舞蹈大赛报名通… 

�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八届全… 

� 大型地域风情音画诗《江汉风》… 

� 中芭当家‘花旦’朱妍领舞“贝…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5555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篇推荐文章 

�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八届全… 

� 第九届“桃李杯”舞蹈比赛 

�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举办第七届全… 

� 第八届“桃李杯”舞蹈比赛获奖… 

� 独家推出第八届桃李杯精彩报道… 

      相 相 相 相 关关关关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 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

� 舞动的视觉艺术——中

[1351] 

� 浅谈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

�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羌族

         网网网网友友友友评论评论评论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舞蹈者之家所有网络 Copyright ©； 1998-2008 全球舞蹈咨讯网络〈br〉精心打造舞蹈者网上梦想家园.中国舞蹈论坛

        页面执行时间：312.50毫秒    [闽ICP备05010024号]  

建议使用IE4.0以上版本浏览器、800*600、小字体显示模式浏览

页码，2/2浓郁的民族情———“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课程教学心得

2009-12-1http://www.05005.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