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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舞蹈教育产业化 

 

○ 刘雄鹰 

 

 

    舞蹈教育的产业化问题将成为本世纪舞蹈教育最为痛楚的一环，当我们审视我国当前舞蹈
教育的战略、战策时，会发现教育的各环节仍无法纳入相对完善的产业渠道之中，虽然教育职
能机构已在进行初步的产业化尝试。日新月异的全球市场无疑敦促着教育职能加快“分娩”的
进程，发生从“培养传统的舞蹈艺术人才”到“替未知世界培养未知人才”的巨变。 

    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中，由于舞蹈艺术对人体需求的特殊性，致使舞蹈教育工作陷入一个矛
盾、尴尬的境地。即“舞”与“非舞”两大知识板块的伪和谐、伪交融、伪统一。之所以
“伪”，正是基于舞蹈教育产业对其自身产品——舞蹈人才“复合型”的时代需求与其实施上
的无法真正实现两大矛盾的对立。“实施上的无法真正实现”归根结底是教育体制问题，只有
打破旧体制，才有希望迈出真正意义上的舞蹈产业化的第一步。 

 

产业化舞蹈应先从教育体制着手 

    舞蹈教育体制从产业化的观点来看，就是一条以生产舞蹈艺术工作者为产品的生产线。在
这条生产线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是相互协作高度统一的，这样才能使产品投放市场——带来
利润——更新生产线——更新产品，步入良性的教育体制循环中。成功产业的关键在于产品，
舞蹈产业的产品究竟应该定位在一个怎样的标准上呢？我们到底要把我们的学生塑造成一个什
么样的人呢？ 

    作为高等艺术院校，在舞蹈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职、责、权分配失衡导致



制度立法不当，即制度本身存在不合理因素；二是职、责、权在行使过程中越线或一方压制到
另一方，导致立法不严。 

    在文章的开篇，我们就谈过舞蹈教育的一个明显结症，即“舞”与“非舞”两大板块的
“伪”现象。其实“舞”与“非舞”是一个无限大的集合，但为了问题阐述上的简明易行，我
且将其简缩为两个教学中的明显对立点——技术课“舞”与文化课“非舞”，这也是很多职业
艺术院校在教学中所面临的潜伏危机。虽然舞蹈教育工作者都意识到复合型人才对于教育产业
化举足轻重的意义；虽然高等艺术院校早已不屑于对艺术“匠人”的大批量复制，但由于体制
上的非合理性因素仍造成教学目标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舞蹈教育中之所以出现教学目
标的偏离现象，“舞”与“非舞”的长年征战，正是因为体制上早已形成向“舞”一端倾斜的
惯性，历来各艺术院校的大量专业课教师，担当各种行政职务，在职责权限上扩充、侵蚀、混
淆，使得这部开动了的“全制”机器高速动转，形成了惯性。学校职责权的科学分配，各职能
部门高度负责、高度统一、高度协作，势必形成一个有生气的教育管理体制，成为一个优秀的
舞蹈教育产业文化。 

    舞蹈教育管理体制如何为教学质量把关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而现行的管理体制就教学
质量一节有三个缺乏：1、缺乏适宜的考试制度，考核人才是教育考核，包括专业课、文化课两
个方面。目前各院校的专业课考核实质上无异于一次汇报课，由任课教师提前排练组合，在考
场上进行排练汇报。一般文化课的考核大致分三种情况：A、出提纲，B、划范围，C、开卷考。
2、缺乏科学公正的检验标准，体验艺术的标准不是惟一的，检验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标准也会是
多元化的。但作为一所教育机构，具备对其自身教育质量的检验准则，并将其制度化，是教育
迈向产业化的必要条件。设置教学质量的验收一关，就会促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趋于科学化、
系统化，避免盲目性、随意性。3、缺乏有力的监督措施，对教学质量的监督包括对舞蹈教职人
员全方面的考核监督。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措施，无疑是会督促教师对自身方方面面的完善计
划及早列入日程，推进舞蹈教学的出新。以上三点的缺乏，基于制度或制度实施方面的欠完
善，教育管理教学分配和正确运作为根本，不能完善舞蹈教育中的各项规章制度，并确保其实
施上的畅通无阻，这是面对步入21世纪舞蹈教育产业化的“棋先一招”。 

 

“复合型”教师 

    舞蹈教师首先是教师，教师就要“传道授业解感”。教师对受教者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使愚
浅的思维趋之发达，简单的心灵趋之高骛，贫乏的视野趋之博瞻，平庸的智性趋之深邃，笨拙
的躯体趋之娇捷。 

    舞蹈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是舞蹈教育产业化的重要一环。当代舞蹈专业教育有如下
三点特征：1、学——教——学——教，单一反复模式的产物。2、舞蹈教师的非复合型特征。
目前，国内专业舞蹈教师基本上处于一种文化层面偏低的状态。文化程度本身同“复合型”的
发展时程是一个增函数关系，加之管理体制的失策，造成以教师关系，加之管理体制的失策，
造成以教师为首的“非复合型”、“假复合型”人才的滥觞。在教师的浅意识里根据自身的成
长学习经历根深蒂固地以“专业课、技术课第一”为教学真知。3、学生成为老师的老师。在舞
蹈教育领域中另一个怪异现象——师生互置。俗语“三个人必有我师”，但为人师表，必要有
表率的一面，必要有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没有名副其实的“师”，
也就无从谈及名副其实的“学”。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舞蹈教育的产业化，不单单是对“复合型”学生的追求，而教师
的“复合型”特性的充分显彰，往往是一个更为令人欣喜的兆头。 

    舞蹈教育产业化的核心内容——产品，即舞蹈人才有效流通与否，是检验成功产业的重要
标准。产业化对于21世纪复合型舞蹈人才的要求，敦促着舞蹈教育职能机构加快对人才的素质
教育。舞蹈教育势必要以人带动机制，进行自我更新的种种尝试，于产业化的进程中，完善对
自身领域的优化，去创建一个属于舞蹈教育的“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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