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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民间舞在民间舞教学中的训练价值探析�
任彦�

山东艺术学院，中国·山东�济南��������

摘�要

中国民间舞教学，要明确中国民间舞的艺术形态、多元化的表演风格、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不同地区的群体特征以及各种
民间舞的组合。论文将以汉族民间舞的艺术风格和训练价值作为研究对象，重点阐述汉族民间舞课堂教学中的内容、舞蹈风
格的艺术总结、道具的应用、舞蹈组合、舞蹈动作、舞蹈技巧的培养，从而全面阐述汉族民间舞的训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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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汉族民间舞在民间舞教学中的训练价值探析》（立项号：YJ���������）的研究成果。�

�

1�民间舞的训练价值

中国民族民间舞对演员训练综合的概述来剖析可以解决

演员的协调性、灵活性。中国民间舞起源于不同民族、不同

地区人民的生活，最初的舞蹈并不规范，更多的是广大人民

在庆祝活动、劳动生产中随机形成的即兴性的动作。这些动

作饱含着情感，是对不同民族个性化的审美取向、民族性格、

群体气质的集中展示。中国民间舞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自娱

性。因此，中国民间舞训练，首先要激发舞者的情感，使其

了解舞蹈组合的情感所在，从而在训练中更多的体现出表演

的积极性、主动性才是民族民间舞的训练价值，才能让演员

真正体会到各个民族民间舞蹈中蕴含的民族气息、时代精神，

使其与演员的情感相融合达到合二为一，发挥的淋漓尽致。

1.1�民间舞蹈的文化探索

《辞海》中，民间舞蹈的概念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当中，

民族特征明显、地方特色突出的舞蹈形式。国内学术界给出

的民间舞的概念则是特定的民族或区域，广大劳动人民在精

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进程中，群体创作、群体传承

至今的舞蹈形式。他们认为，中国民族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

征和地区特征，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背景的艺术体现，并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创新。人们用以民间舞蹈来达到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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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活、满足生活的渴望的目的，可见它在人们生活中

的作用和地位显而易见。民间舞的基本属性是娱己娱人，也

以此实现自娱的基本目的。因此，独特的民族生命意识在民

间舞蹈中得以始终保持，并在现代继续发展蔓延。

舞蹈是所有艺术形态里面最能够激励人心的，也是所有

艺术形态中民族特色最为鲜明的。中国民间舞是民族历史和

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在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不断

壮大。不同民族的中国民间舞，审美取向和基本特征都有相

似之处，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又造就了不同民族群众独特的

生活习俗和动作习惯。中国民间舞发源于古老的农耕生活，

特别是汉族民间舞，更是农耕文化的艺术再现，其他民族的

民间舞则更多的是对宗教文化、图腾崇拜以及祭祀传统的反

映，��个民族民间舞的舞蹈形态正是从中而来。也由此看出

汉族民间舞蹈文化和少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无论从内容还是

形式都有极深的民族群众基础，并在各民族群众的关注下根

深叶茂、开枝散叶。

1.2�民间舞特有的训练方式

中国有 ��个民族，分别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着

不同的地域特征、民族性格和审美表现，相应的民族舞也有

着差异明显的艺术风格，但即使这样，在中国民族民间舞的

训练特点上整体可以分为几个要素：外形特点要素、素质能

力要素、发力方式要素、运行意识要素、节奏要素，这些要

素是民族舞训练的重要内容。

首先，外形的特点：除了灵活外，训练的重要外部特征

还体现在重心的处理、动作曲线性的特点上，这是民族民间

舞区别于其他舞种的。民间舞训练的重点包括独特的技术技

巧和情感表达两个方面。而中国民间舞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

格正是源于舞蹈规格、舞姿动作的特殊要求。

民族民间舞无论是外形特征还是技术技巧都有独特之处，

对舞者有独特的要求，因此不同舞蹈的身体能力训练也有所

不同，总的来说中国民间舞的训练队舞蹈能力和身体素质的

要求较为全面，要求从头部、颈部、肩部、胸部、上肢、下

肢以及脚部灵活性和柔韧性，还要求上述身体部位的力量和

能力，可以说，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训练最终要实现刚柔并济

的素质能力 [�]。

中国民间舞的运动观点和发力方式的训练应当注重脚部

和胯部的根本性，要以腰部为运动的中轴。缺少或根本没有

这种动意识就达不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审美要求。不同地区

的民间舞，风格特征不同、舞蹈语汇不同，发力方式也不同，

比如汉族民间舞和其他民族的民间舞就有着不同的发力方式。

另外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连接间有它独特的连接方式特点，

圆形环动是中国民族民间舞上肢习惯的连接特点，其中立 �

字圆则是各种舞蹈动作转换的衔接方式，在舞蹈表现中体现

为或是手臂和腰部的局部动作，或是全身的整体性动作，最

终呈现出弧形的造型。可以说，弧形是圆的基础，圆是舞蹈

动势的基础，动势是舞蹈动作变化的前提，缺乏了圆，舞蹈

动作就谈不上流畅和和顺。

相比于画卷，舞蹈是流淌的艺术；相比于雕塑和书法，

舞蹈则是生动的艺术。民间舞的艺术特征，以中国民族民间

舞的运动节奏为主要表现，因此，体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身韵，

就必须高度重视对舞蹈节奏的训练。

2�汉族民间舞教学的训练方向

汉族民间舞蹈可谓是种类繁多，花样多变，形式多样，

每一个地区的民间舞蹈风格的差异是这些民间舞的肢体发力

方法、身体运行方式、气息运行方式、重点训练部位都不尽

相同的根本因素。根本因素的不同也就使学生得到的训练完

全不同。有的强化上身，有的突出脚下，有的强调突然发力，

有的讲究摆颤流动。上述内容正是汉族民间舞课堂学习的重

点和舞蹈训练的目的所在。

2.1�审美倾向造就民族风格

民族民间舞有着特殊的舞蹈语言，是对所在民族审美取

向和集体意志的展现，是民族精神、民族特征的艺术化再现，

能够发挥出促进民族团结的积极作用。

学者罗雄岩教授在著作《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中，

对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艺术来源进行了划分，分别是农耕文化、

农牧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以及绿洲文化。这种分类依

据是从地址位置上的文化划分延伸到舞蹈文化的划分，形成

特定的舞蹈文化区。所谓舞蹈文化区，指的是特定艺术形式

和艺术风格的舞蹈分布区域。但是中国是民族群居的国家，

民间舞在地理空间上通常是交叉融合分布的，因此其艺术形

态也具有风格迥异、分布多样的特征，并非某一种舞蹈文化

的简单呈现。本文观点是，应当依据文化地理学的知识，充

分考虑民族的分布情况、山河等自然屏障的阻隔、特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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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闭、历史的沿袭发展、自然气候的差别、人口的迁移等

元素，将民间舞的艺术特征作为分类标准，划分舞蹈文化区。

2.1.1�原始情感的依托--少数民族体现

中国的 ��个少数民族，都有着极为悠久的舞蹈发展历史，

有着独特的舞蹈艺术形式。这源于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在不同

的地理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不同的生活习

俗，这些方面经过历史的发展和沉淀最终体现在舞蹈形式中。

不同民族的民间舞，有两种起源形式，一种是对原始社会时

期劳动生产形式、宗教活动及部落战争的再现，另一种则是

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反映。

由于受地域客观环境和历史传统、审美意识、宗教文化

的影响，在艺术形象上各少数民族的舞蹈都具有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很多少数民族信奉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寓意

则多是向往美好，祈愿幸福。图腾起源于古代群众的宗教活

动和生活习俗，最典型的特征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结合，

是古代较为常见的宗教行为。比如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的

鸟兽舞，佤族、景颇族的祭祀舞，都是对原始社会图腾崇拜、

狩猎生活及部落战争的艺术再现；比如鄂温克族的萨满舞、

纳西族的东巴舞，都是对原始的宗教活动的艺术再现；藏族

的羌姆舞、蒙古族的查码舞等，都属于面具舞蹈的范畴，是

基于本民族民间舞的基础，对宗教活动的艺术加工；朝鲜族

舞蹈则是历史上祭祀活动、巫术活动的参考和艺术再现；维

吾尔族舞蹈则是对本民族娱乐活动的艺术展示，在发展和演

变过程中也都已带有表演艺术的性质。�

2.1.2�戏剧文化的借鉴——汉族体现

并非所有的民族都存在图腾现象，中国境内包括汉族在

内的很多少数民族也没有图腾现象。以汉族为例，自古以来

只有祖先崇拜而没有自然图腾。相比少数民族民间舞对图腾

文化、宗教文化和巫术文化的继承和展示，汉族民间舞更多

的是对戏剧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所谓戏剧，指的是演员扮演特定角色，在舞台上表达故

事的艺术形式。戏剧表演，是演员接着舞蹈动作表演、台词

表述、音乐伴奏、木偶道具等形式实现舞台叙事目的的艺术

表演形式的总和。

很多汉族民间舞多擅长表现人物角色，通过人物角色的

刻画表现其内心情感。比如乐大夫、王大娘、傻小子、货郎

担等海阳秧歌的人物形象，比如扇女、小嫚、翠花、鼓子、

棒槌、膏药客等胶州秧歌中的人物形象；比如鼓子、伞、花

灯鼓子秧歌中的人物形象，鼓架子、兰花等安徽花鼓灯中的

人物形象等；东北秧歌更是人物角色丰富多变，多以戏剧人

物为主 [�]。

这种戏剧文化借鉴下的汉族秧歌形式对演员的表演要求

极高，对人物的理解，人物内心的把握，人物情感的宣泄，

情感与动作的和谐统一，动作与技巧的协调一致，可谓缺一

不可，步步为营。提炼入各大院校课堂中的汉族民间舞，就

是要通过每个汉族民间舞课堂对学生不仅仅是进行肌肉能力

的训练、发力方法的训练、肢体上协调性灵活性的训练得到

解决，更是为演员人物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民族特征彰显艺术形式

民族特征不同，对应的艺术形式必然也有所差异。所谓

艺术形式，指的是包括艺术作品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以及多

种艺术手段的综合体。艺术形式具有典型的民族性、时代性、

变异性和意味性特点。具体表现为：（�）内在形式的特征，

即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和彼此联系；（�）外在形式的特征，

即借助不同的物质表现手法实现的外在艺术形象。任何艺术

作品，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都是统一的，共同展现艺术作品

的文化内涵，并借助特定的艺术形式。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

也是相互依存的，不可能存在缺乏内容的形式，也不可能出

现缺乏形式的内容。通常来说，艺术形式取决于艺术内容，

艺术内容是艺术形式的体现，并随着艺术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各民族地区的民间舞蹈其实就是一部缩小版的艺术作品，有

着各不相同的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

2.3�呈现方向指明教学步骤

2.3.1�教学方向的明确

民间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途径是对具有自娱性特征

的群众自发形成的民间舞蹈，上升为规范化、系统化的课堂

舞蹈教学，课堂舞蹈教学的教材是对群众民间舞蹈表演的提

炼和升华，自娱性民间舞规范化、系统化之后，很可能会失

去原本的个性特征和艺术生命力，特别是舞蹈组合和舞蹈短

句。教师们总希望学生能够跳出既符合教材的规范性又能达

到民间艺人表演时的光彩及表演精髓，这是要看教员的教学

能力和水平，能否体现教材中舞蹈基本动作、舞蹈组合和舞

蹈短句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并使学生深刻领悟并主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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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民间舞的课堂教学，应该涵盖形体训练、舞蹈文化知识

和教学法三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中教学法和形体训练则是

相辅相成的关系。作为舞蹈教师，则应当借助精准形象的语

言指导培养学生的舞蹈基本能力，提升学生的规范化动作水

平。作为舞蹈这样强专业化的专业门类，在学生时期舞蹈文

化知识往往被人们忽略，实则它是民间舞教学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教师不应该停留在一般性的讲述，应当形象生动、

结合具体案例来对民间舞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特征进行阐述，

引导学生自主想象和理解，阐述文字之外的艺术内涵，才算

得上是合格的舞蹈文化教学。

2.3.2�选择性教学内容的组成

进入到各大院校课堂训练的民间舞题材的提取必然有其

进入课堂的价值，并有各自不同的训练目的，课堂训练学习

不仅是风格性的训练和掌握，还需要通过不同民族民间舞的

训练解决学生身上各个方面不同的问题。可以通过部分进入

各大专业类院校的民族民间舞来看到这一点。

海阳秧歌这种民间舞，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极其富有

生活气息，善于从人民大众的生活中提炼人物性格、抽取舞

蹈词汇，善于用生动逼真的舞蹈语言表达对真善美的赞颂和

追求。海阳秧歌的训练中，与众不同的是发力方式，讲究快

速发力、缓慢延伸，用上肢动作带动脚部动作，在动作中体

现内在力量，内在力量的体现又借助呼吸节奏来实现。用呼

吸节奏带动舞者的胸部、腰胯部运动，进而扩大到全身，在

这个过程中呼吸凝聚力量，力量决定舞蹈动作的力度、速度

和幅度。在海阳秧歌中，舞者的上身动作要灵活，动作要体

现“无死角”，给人以全身都会说话的感觉。常听导师在课

堂上说到，动作要用身体完成构图和线形的运动，发力讲究

鬼上身似的瞬间发力。看课时并不能完全理解，只是听着导

师的理念感觉有所领悟，直到自己真正走进课堂站在课堂之

中，跟随导师的引领去完成动作后，才切身的体会到这句话

的涵义。舞者只有通过肢体动作形成舞蹈构图，且要体现构

图过程中的连续有行，要在流动中解放身体、控制动作。对

学生肢体整体或局部瞬间发力及躯干上肢无死角运动的要求

极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肢体素质。

男性汉族民间舞以鼓子秧歌为代表。鼓子秧歌深受山东

传统文化的影响，注重对男性阳刚之气、豪迈性格的展现。

目前中国各大舞蹈院校，男生班通常都会学习鼓子秧歌，因

为鼓子秧歌不仅是山东文化的展现还是中华民族男子汉典型

性格的展现，鼓子秧歌传递的民族气质是中华民族精神气质

的主要内容，是基于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人类个体文

化内涵的展示。鼓子秧歌的课堂训练内容是以广场鼓子秧歌

动作的整合和加工提炼为基础，理论领域针对鼓子秧歌的艺

术特征提出了适用于课堂教学中的专业化鼓子秧歌教学理论，

“使其适应并应用于专业化的舞蹈教育，完成了鼓子秧歌由

素材到教材的转换、由广场向课堂的转化，进入高等舞蹈教

育领域。

胶州秧歌最突出的特点是“扭”，因而被称为“扭秧歌”。

“三弯九动十八态”是胶州秧歌的典型体态，也就是通俗所

说的扭出来的“三道弯”，在同拍节奏中向不同方向作方向

运动，从而展现出浓烈的柔美流畅感，婀娜多姿的舞蹈体态。

体现胶州秧歌体态的变幻多端，是舞者借助不同身体部位从

不同方向、不同角度、规范有序的做出延续性动作，是具有

整体性特征的舞蹈形态。胶州秧歌最突出的艺术风格在于舞

姿的柔韧而舒展，体现了舞者细致的情感。因此胶州秧歌的

课堂训练，要引导学生将脚跟的碾动和脚掌的发力作为动作

的支撑，也就是通过脚部动作的碾和拧，实现身体右下向上

的力量延伸，由脚步动作带动腰部动作及上肢、上身动作。

胶州秧歌的进行中能够使身体始终保持交叉曲线，相对其他

地区的秧歌，胶州秧歌在形体线条上则更加柔和内敛，温柔，

但是又具有秧歌所独有的韧性，更具有线条流畅度。�

中国东北三省，最典型的民间舞就是东北秧歌，突出特

征是幽默诙谐、火爆热情。东北秧歌有三种形式，分别是“高

跷秧歌”“寸秧歌”和“地秧歌”。东北秧歌的提炼教材吸

收了“寸秧歌”、“地秧歌”中的舞蹈成分，以“高跷秧歌”

为基础，既把艺人的表演精粹升华为“步法”“手绢花”“鼓

相”等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组合和单元训练，也沿袭了高跷

秧歌中“稳中浪”的审美取向和“哏”的动律特征，构成了

完整的民间舞训练体系。

云南花灯舞是流传在中国云南建水、玉溪等地区的汉族

民间舞，突出特征是动作轻快柔美。传统的云南花灯舞有三

种不同的表演形式：第一种是情绪性特征明显的集体歌舞；

第二种是集体性的花灯歌舞；第三种是带有故事情节的花灯

歌舞。无论哪一种云南花灯舞，都讲究身体的自然晃动，犹

如迎风招展的柳丝；脚步不绷不勾，讲究悠然自得。云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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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舞招式丰富多样，可以看到云南花灯所呈现出的女性舞蹈

表现出的淡雅、内秀，是对南国艺术安静而恬淡的艺术风韵

的展现，和婀娜多姿的花鼓灯、幽默热情的东北秧歌有着明

显的差异。

中国安徽花鼓灯是淮河流域脍炙人口的舞蹈艺术形式，

有着热烈欢快、修理挺拔的艺术特征。安徽花鼓灯起源于淮

河两岸的安徽北部地区，是中国汉族民间舞的主要构成舞种。

安徽花鼓灯中角色种类多，分工明确而细致，其中男主角叫

做鼓架子，女主角叫做兰花，两者的体态特征都体现为拧倾。

安徽花鼓灯重视学生的脚部训练，要求学生的步法要做到脚

板刹的住、膝盖控的住、步伐不飘忽、重心略后移，要讲究

脚步动作的“梗”；安徽花鼓灯的连接动作，要突出“能溜

能刹”的拐弯要求。这个要求看似简单要能做的到实则非常难，

在课堂中需要一定的课时量和训练强度学生方能达到。对学

生脚下灵活性的训练，运动速度的训练起到较强的训练作用。

3�课堂训练是走向舞台的桥梁

舞蹈院校的课堂教学，是专业学生走向舞台的桥梁。舞

蹈课堂的教学目的，最终是要把学生培养成舞蹈领域的专业

人士，实现从课堂教学到舞台表演的转变。那么，不同课程、

不同民族、不同风格、不同的训练方法，训练目的不同，解

决的问题就不同。不同内容的课堂教学，不仅要教授本堂课

的舞蹈组合和艺术形式展示，还要帮助学习者做好不同身体

部位的训练，使学生最终带走的不是课堂组合，而是身体对

这个课堂中舞种的掌控能力、风格的驾驭能力，是通过这门

课这个课堂解决了自身问题的能力。

3.1�训练价值的体现

汉族民间舞的众多课程训练为什么会被提炼整理归纳最

终进入中国北京舞蹈学院及中国各大艺术院校的课堂，成为

民间舞课程的重要训练部分，并在民间舞课堂中的地位如此

重要？笔者想这跟汉族民间舞在课堂训练中能解决学生的什

么问题及对学生起到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纵观整个汉族民间舞的共性，“多具有汉族典型的传统

风格特征和审美特点，汉族民间舞多强调人物表演的训练”，

内容之全、之广；年龄跨度之大；情绪种类之复杂多样；人

物情感之浓厚，是最具代表和典型针对人物表演训练方向的

课程。教师希望引导、开发和培养学生表演人物情感借助民

族民间舞课堂进行训练是最佳时期，“也是学生在舞蹈课程

的学习中最能锻炼、掌握人物情感、提升情绪表现力的关键

时期。”民族民间舞的课堂训练，不仅仅停留在舞蹈动作和

技术技巧训练层面，最终要引导学生通过课堂训练解决自身

的身体问题，引导学生更好的把握舞蹈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

感的表演，让学生体会人物、融入角色，笔者认为这才是民

族民间舞课的独特价值，是与其他专业课最本质的区别。如

果这个最独特的价值被忽略，也就忽略了这门课程真正的魅

力和真正的训练功能。

目前，中国各舞蹈院校关于汉族民间舞的课堂教学，通

常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规律，从最简单的动律“开法儿”入门，

进而延伸到肢体整体协调性的训练到气息的配合以及道具的

使用等，大部分的时间安排用在了对学生的民间舞课堂中的

动作、技术技巧和道具的要求，这些占据整个民间舞课堂训

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对该民族时代背景、民俗，舞蹈动

作的来源，人物性格、心态、情感等学生知之甚少，缺少真

正的了解和感受，对人物表演把握的开发和训练大多一语带

过，在训练时错过了学生对人物形态表演训练和培养的最好

时机，对于引导学生心理的开发及表演方式的启发较为粗略

和忽略，使得许多学生只知单纯完成动作和技巧，在完成组

合后对这个组合表演的是谁、表现的是什么一无所知或者模

糊不清，表演刻板、不吸引人，抓不住精髓，对人物内心把

握不了，丢掉的是整个组合独有的魅力。因此辅助、引导学

生去理解去把握人物形象，培养学生对人物心态、情感的把握，

开发学生驾驭人物表演时的灵性、悟性，并能将其融入动作

训练中，展现人物形象特有的表演魅力 [�]。

汉族民间舞的训练，要重视人物表演的把握，要充分挖

掘汉族民间舞中刻画人物形象的艺术素材，发挥汉族民间舞

特有的艺术魅力，在教学训练中展示这种舞蹈形式的艺术魅

力，尤其要强调学习对舞蹈风格的把握和体现，从而真正实

现课堂教学训练的艺术价值。所谓风格，绝非所有特点的包

罗，而是要讲求“度”的把握，在继承中常规的打破，在创

新中传承传统，在吸收和借鉴中广收博采、扬弃优缺，更利

于未来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发展和传承。通过课堂的铺垫训练

使学生从课堂走上舞台，增强自身舞蹈表演的综合能力，能

对各类人物形象进行准确的把握从而塑造形象。所以，仅将

教材吃透作为舞蹈教育工作者是不够的，挖掘教材中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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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物表演的启发方式、教学方法要不断总结、积累、反思，

增加人物表演方式方法的训练和培养，强调表现力的重要性，

细化表演过程，提高学生对人物表演把握的领悟力、表现力。

3.2�舞台价值的呈现

从课堂走向舞台，最大的区别在于需要学生从肢体的训

练转向以肢体训练为基础进行丰富的感情流露以及感性变化。

因此，舞蹈专业的学生要想提升肢体动作水平和对舞蹈艺术

的把握能力、感受能力，就必须在简单模仿的基础上实现舞

台表现力的培养，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展示出其舞蹈表演

的艺术魅力。汉族民间舞使汉族民间舞蹈作品适合当代审美

观念与艺术追求，汉族民间舞呈现于舞台上及各大舞蹈比赛

及展演的作品剧目生生不息、异彩纷呈，熟为人知的经典作

品《一个扭秧歌的人》、《扇妞》、《黄土黄》、《春天》等，

是一代代学习的经典。随着时代的变迁下舞蹈艺术随之的发

展，还出现了《红珊瑚》、《映山红》、《翠狐》、《悠然情韵》、

《金鸡狂想曲》等大批量优秀的有代表意义和时代特征的舞

蹈作品。上述民间舞作品最初都是原生态的汉族民间舞，在

艺术发展中走向舞台，体现了课堂提升式教学、传统舞蹈文

化继承的成果，也是民族舞走进课堂、课堂训练走上舞台的

艺术成就。

在学习的道路上笔者也尝试着编创作品，去体味作为一

名编创者是以什么样的视角去铺设课堂到舞台的道路，希望

在实践中去完成课堂到舞台的真实转换。创作作品《回声》

是一部男子群舞，以胶州秧歌中“棒”的元素为主要表演形

式，采用了胶州“打春”这一独有特色的祭祀活动。胶州秧

歌的课堂元素成为笔者在作品尝试时的基础，而田野考察时

大环境中对民风民俗的感知成为笔者作品创作时的情感来源。

以原生态及课堂动作为基本元素，秉承风格性的基础上将元

素进行提炼和创新，比如改变它的力度、速度、力效、节奏、

质感、空间等来达到切合主体和符合创作情感的目的。而动

作就是为了人物和创作情感而服务的，这就在课堂动作的基

础上有了本质的区别。道具棒的使用，是将其化身为与上天

大地通灵的媒介，不仅仅是作为原素材道具进行使用。一群

孔武有力的汉子，手持双棒，环绕四周。春日的鼓声，家乡

的乡音，促织成一曲春曲，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

胶州秧歌原创舞剧《扇儿》的编创是笔者第一次参与舞

剧的创作活动。舞剧不同于舞蹈作品，情节细腻，环环相扣，

人物角色细致，性格特点突出。舞剧更强化的是剧，是情节，

是人物角色。刻画人物角色的内心，一切围绕人物，动作是

为人物角色服务的。这点在汉族民间舞课堂的训练过程中已

经有了铺垫，因为汉族民间舞擅长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有

了汉族民间舞课堂的铺垫演员对人物的刻画和把握能够相对

较快的进入，表现的也较贴切。

课堂是舞台的基础，舞台是课堂教学的最终呈现，两者

相辅相成，互为依靠互为支撑。感谢老一辈舞蹈教育工作者

和舞蹈艺术家们为我们的课堂研究、提炼、组合及形成付出

的毕生精力和心血，让后辈能得以沿着前辈们的步伐去进行

更深入总结实践和探索。

4�结语

全世界的舞蹈文化中，中国民间舞的文化特征最为显著，

是中国千百年来艺术领域的杰出代表，不仅数量、种类繁多，

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广泛的题材和丰富的形式。汉族民间舞

形成于广大劳动群众长期的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是汉族群众

民族精神的艺术展现。汉族民间舞种类丰富，因分布地区的不

同，即便是相同的舞蹈种类，也有着各自不相同的舞蹈形式、

舞蹈风格和舞蹈造型，各具魅力。目前在群众中流传较广的汉

族民间舞包括秧歌舞、高跷舞、丝绸舞、舞龙舞狮舞以及灯笼

舞；而已经进入课堂教学、形成教材体系的则包括东北秧歌、

海洋秧歌、鼓子秧歌、胶州秧歌以及安徽花鼓灯、云南花灯舞

等，可见，“中国民族民间舞是一门系统的总结、传承、推广

中国不同民族民间舞的专业舞蹈课程。总的来说，中国民族民

间舞教学体系中，汉族民间舞的地位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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