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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essential to cultivate students’ dance sense in dance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can provide more assistance for 
students’ dance learning, reduce physical injuries during dance training and performance,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dance performances. The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is topic, mainly discuss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dance sense in vocational dance teaching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dance sense in vocational dance teachin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aper, mor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vocational dance teachers. By effectively optimizing and adjusting dance teaching, students’ dance sense can be 
cultivated, and their dance perception ability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providing more assistance for studen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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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高职舞蹈教学中对学生“舞感”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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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职院校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是十分必要的，这可以为学生的舞蹈学习提供更多的助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减少学
生在舞蹈训练及表演过程中出现身体损伤的问题，还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舞蹈表演质量。论文也将目光集中于此，主要从
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的重要性以及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的具体策略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希望通过论文
的探讨和分析可以为高职舞蹈教师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通过对舞蹈教学的有效优化和调整培养学生舞感，让学生的舞
蹈感知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素养发展提供更多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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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培养出更多艺术人才，但是舞感培养是一个

较为抽象的教学内容，很多教师在舞感培养的过程中会面临

着较多的问题和困境，这时则必须通过教学的优化和调整来

提高舞感培养效果，让学生在建立舞感的基础之上发展核心

素养，而是在分析高职舞蹈教学中如何培养舞感之前，首先

则需要了解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的必要性。

2 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的必要性

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十分必要，具体可以

从以下几点着手展开讨论，如图 1 所示。

减少肢体损
伤

提高表演质
量

调动学习兴
趣

图 1 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的必要性

首先，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可以更好地减

少肢体损伤的现象，事实上在舞蹈教学中涉及了较多的舞蹈

训练和舞蹈表演，而如果学生在训练和表演的过程中缺乏舞

感则会导致学生很容易会出现用力过猛、无法掌握力度与技

巧进而对身体造成损伤，这不仅会在短期内让学生承受更多

生理上的痛苦，甚至可能会因为力度技巧掌握不到位、身体

损伤过于严重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进而影响学生的未来舞

蹈生涯，必须引起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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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舞感可以更好地

调动学生的舞蹈学习兴趣，舞感从其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舞蹈

感知能力，培养学生舞感不仅可以为学生的舞蹈表演提供更

多的助力，提高学生的舞蹈表演质量，甚至可以通过舞感培

养让学生们更好地感知不同舞蹈表演想要传输的情感、表达

的思想，强化学生的共情能力，这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建立舞

蹈学习兴趣。此外，舞感培养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舞

蹈训练中的力度与技巧，提高学生的舞蹈表演质量，这也可

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信，避免学生在舞蹈训练与表演过

程中表演质量迟迟难以提升进而产生严重的挫败感，让舞蹈

教学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1]。

最后，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舞感可以更好地

提高学生的表演水平，舞蹈是一种文化呈现形式也是一种情

感宣泄手段，其不仅可以给观众带来美的感受，同时也可以

通过舞蹈来传播文化思想以及情绪情感，帮助观众与舞蹈建

立共情，而在这个过程中舞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可以

说舞感是舞蹈的抽象灵魂，如果在舞蹈作品表演的过程中缺

乏舞感，则会导致舞蹈过于机械、生硬、刻板，舞蹈表演的

共情能力也会因此受到较大的影响，表演者是否具有舞感、

能否通过舞感受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能否利用舞感来建立

观众共情将会直接决定舞蹈表演者能否完完整整且高质量

地呈现舞蹈作品，因此加强舞感培育是十分必要的。

3 如何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舞感

对于大多数高职学生而言舞感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

名词，这就导致了教师在舞感培育的过程中会面临着较多的

问题和困境，且舞感的综合性相对较强，所涉及的内容也相

对较多，这时教师则可以通过舞感分化的方式，从美感、乐

感和情感培育等多个维度来提高学生的舞感，如图 2 所示。

图 2 舞感的构成要件

3.1 加强美感培育
舞蹈表演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表演和作品呈现给观

众以美的感受，进而帮助观众建立共情，让观众更加喜爱舞

蹈，因此培养美感是高职舞蹈教学中舞蹈培育的重要基础和

核心，也是提高学生舞蹈表演质量和训练成效的重要保障，

在高职舞蹈教学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强化学生美感，

增强学生的美感意识和审美能力：

首先，教师在舞蹈训练和舞蹈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可以

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来强化学生的审美能力。事实上很多学

生在舞蹈鉴赏的过程中往往因为舞蹈技巧掌握不牢知识掌

握不足，进而导致学生无法更好地感知什么样的舞蹈是更美

的舞蹈，这时教师则可以通过播放两组对照视频让学生们感

受什么是舞蹈的美。例如，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典型的反面教

材，配合相应的舞蹈表演演出，让学生们对比分析哪一种舞

蹈表演更美、美在哪里，提高学生发现美、鉴赏美的能力。

又如，教师可以就同一舞蹈作品引入两种不同风格的舞蹈表

演，让学生们通过观看对比的方式分析不同风格下舞蹈表演

呈现的美感有什么样的区别，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精化分析，

让学生们从一招一式中举、手同足中鉴赏美感、感受美感实

现美感培育。

其次，教师可以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通过设计舞蹈情

境的方式来强化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这就需要教师结合具

体的舞蹈作品来搜索相应的视频资源、图片资源来构建教学

情境。例如，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感受蒙古武装的豪放美，

教师就可以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播放草原、牧牛等相应的视

频片段，让学生们更好地感知蒙古舞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社会

环境，感知蒙古舞的舞蹈特点，在此基础之上感受蒙古舞的

豪放美。又如，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抓住朝鲜舞的表演技巧，

感受朝鲜舞的柔美，教师也可以引入一些朝鲜相关的视频资

源、图片资源和文字资源，让学生们对于朝鲜的社会背景、

民风民俗甚至朝鲜地区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了解。想要让学

生们更好地感知美、感受美，除了需要从表层表现出发让学

生们更好地感受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中的美感以外，还需要

让学生们掌握美的缘由、美的特点，通过丰富学生知识储备

的方式为学生的审美能力培育提供更多的助力 [2]。

最后，在舞蹈排练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以小组合作

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

轮流展示并且分析对方舞蹈表演中哪些动作表现得更加符

合作品的调性和特色、哪些动作的表现可以更好地抒发作品

的情感，并让表现相对较好的学生阐述自己对舞蹈的理解，

通过合作排练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让学生们更好

地掌握舞蹈技巧和舞蹈作品的韵味特点，让学生们更好地分

析如何通过肢体动作和舞蹈表演来诠释美感。

3.2 加强乐感培育
舞蹈从其呈现形式上来看是一种肢体动作配合音乐的

一种情绪表达手段，因此舞蹈和音乐是紧密相连的，想要更

好地培养学生的舞感，教师就必须认识到乐感培育的重要

性，如果学生乐感相对较弱，即便学生具备较强的审美能力、

掌握了对应的舞蹈表演技巧和力度，但是也会因为音乐节奏

契合度相对较低严重影响舞蹈表演效果，而在乐感培育的过

程中则可以紧抓以下几个要点提高培育效果：

首先，教师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善于利用背

景资料先帮助学生们更好的感受不同音乐的情感内核和想

要传输的情绪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之上分段落地让学生们感

受和体味旋律，从理论层次上来帮助学生们更好的感知音

乐、理解音乐、熟悉音乐，先通过公式化、理论化的学习帮

助学生们完成音乐的表层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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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师则可以引入一些代表性作品或代表性元素，

让学生们通过聆听和辨别的方式来提高乐感，提高鉴赏能力

和听觉能力，让学生们可以更好地抓住音乐作品中的重点与

核心，如明确一首音乐作品中哪些部位属于高潮部分，哪些

部分可以较好的传输情绪情感，其表达的主要情感态度是什

么样的。在此基础上则需要通过视频、图片等相应资源的引

入让学生们更好地感知音乐的意境，从具体的理论到抽象的

情感意境缓慢过渡来培养学生的乐感，层次递进提升学生的

音乐感知能力 [3]。

最后，教师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需要鼓励学生们养成

良好的音乐习惯，引导学生们在一个相对安静且祥和的环境

中感受音乐、感知音乐，必要的情况下教师可以引入一些竞

赛，即在教学展开的过程中让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教师随

机播放一些学生没有接触过的但具有特色的作品，让学生们

以小组为单位去讨论该作品中的声律节奏，比一比哪一个小

组可以更好地感知音乐作品想要传输的情感价值，甚至让学

生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讨论一下音乐作品营造的意境，通

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能够更好的抓住音乐的旋律、节奏、意

境、情感，提高学生的乐感。

3.3 加强情感培育
舞蹈是传输情感的重要媒介，舞感的最终培育目的也

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学生的情感共情能力，让学生能够通过

舞蹈表演让观众更好地感知舞蹈作品想要传输的情绪情感，

进而达到较好的表演效果，因此情感培养也是舞感培养的重

点与核心，而在情感培养的过程中教师需要紧抓以下几个要

点，提高情感培养效果。

首先，教师必须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在舞蹈表演的过

程中如何更好地传递情绪情感，其中需要尤为引起关注和重

视的则是紧抓眼神表演、面部表情以及肢体动作三大关键要

点，这是情感培育的重点与核心，教师也需要让学生们在舞

蹈训练、舞蹈资源浏览以及舞蹈表演的过程中关注这三大要

点，利用眼神、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最大化地宣泄情感、

表达情感。

其次，从眼神表演的角度来分析，教师需要让学生们

了解在舞蹈表演过程中眼神的重要性，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眼神训练的方式来让学生们更好地感知不同眼神所传递

的情绪观念和思想，在日常训练及教学展开的过程中教师也

可以通过视频放大等多种方式让学生们更好地感受舞蹈者

是如何在眼波流转中传输情感价值的，帮助学生们掌握一些

基础的技法技巧以后让学生们在表演的过程中想象对应的

情境，让眼神情感的表达更加柔和、更加顺畅，而非是刻板

生硬的技法表现 [4]。

再次，教师必须让学生们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关注面

部表情，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可以面向镜子来展开表演，注

重自己的面部表情训练，以外还需要通过观察自己日常面对

不同事件时的面部表情变化以及其他同伴在不同情绪下的

面部表情变化，更好地抓住面部表情在情感表达上所起到的

作用以及如何利用面部表情来抒发情感。

最后，从肢体表达的角度来分析，教师可以通过让学

生们下载更多舞蹈作品视频，在感受舞蹈的魅力同时感受如

何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利用肢体动作协调韵律、情感和意

境，此外眼法表达和面部表情调整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达

到较好的培养效果。

4 结语

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舞感可以在提高学生舞蹈

表演质量的同时让学生们更好地感受舞蹈学习的魅力和趣

味性，并且有效减少学生在舞蹈训练及表演过程中出现的肢

体损伤，强化学生的技巧、力度掌握能力，建立学生的核心

素养，教师可以紧抓乐感、美感和情感培育这三大关键要点

来落实对学生的舞感培育，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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