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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是个民族众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舞舞蹈

资源，给舞蹈教学呈现了多种多样的素材。在舞蹈教学过程

中，舞蹈的解构和分析仅仅是舞蹈教学的初级阶段，对舞蹈

中文化艺术、精神实质的理解才算是舞蹈教学的最高境界，

民族民间舞“风格性”在舞蹈教学中的运用便是默换潜移的

将民俗文化融进舞蹈教学，根据对文化艺术的认知能力、理

解进而使舞蹈满怀着动感、表达着情感，才可以舞动最美丽、

最有赏析价值的民族舞蹈。

2�民族民间舞“风格性”分析

2.1�民族民间舞的特点

民族民间舞是中华各民族在悠长的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文

化艺术精粹，具备较强的文化艺术精神，在实际中，许多民

族舞蹈是没有相关记录的，就依靠着代代相传，因而，民族

民间舞拥有较强的传递性，承继的不但是民族舞蹈的肢体语

言，也有民族舞蹈的文化艺术、精神实质，是中华民族历史

人文沉积的提升，表述了不一样时期阶段劳动者的日常生活

特性。再者，歌舞表演紧密联系，具备庆贺、祭拜等含意，

表明了民族舞蹈自身便具有娱乐性质，不论是以日常生活、

生产经营为主题风格的民族舞蹈，或是以祭拜、战事为主题

风格的民族舞蹈都具备较强的娱乐性质，民族舞蹈的实质便

是调整日常生活、娱乐大众，让大家在闲暇之余释放压力、

体会感情。除此之外，民族民间舞也有较强的地区性，不一

样地域的民族舞蹈差别非常显著，在赏析中，大家能够根据

舞蹈动作、服装等对其开展区别。

2.2�民族民间舞的“风格性”

民族民间舞拥有独特的民族风格，是民俗文化的媒介，

在民族舞蹈中大家也可以深入感受到民俗文化，这类文化艺

术是一个中华民族独有的“风格”，经数千年的斟酌已变成

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中华民族的标志 >��。在舞蹈演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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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将民族民间舞的“风格性”融进舞蹈当中，才可以舞动

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感情，才可以演出让人欣赏的娱乐节目，

才可以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震撼人心，使受众群体根据对民族

舞蹈的欣赏领略到一个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实质，进而造成

感情上的共鸣。而民族舞蹈的这类“风格性”在民间舞蹈中

的表现尤其突显，民间舞蹈来自于人民群众，是一个民族群

众对本民族文化的承继和弘扬，将民间舞蹈的“风格性”运

用到舞蹈教学中，以民族舞蹈反映文化艺术，继承和弘扬一

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是当今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是民族文化发

展合理的、独特的方式，以一种艺术上的感召力使民族文化

投身于舞者和观众的心灵深处，使其为中华民族精神、民族

文化而引以为豪，并积极的接纳民族文化陶冶，做民族文化

的传承、发扬者。

3�民族民间舞“风格性”在舞蹈教学中应用的

意义�

3.1�理解舞蹈是民族文化的结晶�

民族民间舞具备独特的民族个性，其“风格性”产生于

其中，是该民族舞蹈与其他舞蹈区分开来的主要标示，其呈

现的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风韵、经济生产发展、自然

环境生活等，是民族文化的精粹。将民族民间舞“风格性”

运用于舞蹈教学中，根据民族舞蹈内容将民族文化直接呈现

出来，是民族舞蹈实现的精神实质感召力。比如中国东北地

区民族舞蹈洒脱、简洁，突显了东北地区老百姓的激情、豪爽；

傣族舞蹈含蓄、温和，体现出水乡古镇老百姓的风姿绰约、

似水柔情；而苗族舞蹈质朴、神秘，主要表现出了广大苗族

地区老百姓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和朴实的信念。除此之外，

民族民间舞的服装也存在着各有不同的“风格性”，在舞蹈

教学中运用民族民间舞“风格性”相当于将一个民族的文化

艺术精粹放置舞蹈家的思想上，使其在精神层面领略到民族

舞蹈的风采，进而舞动最美丽的风格。

3.2�更能体会舞蹈来源于生活实践之中

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不一样的民族拥有其独特的

文化内涵，民间舞蹈是众多劳动者在日常生活、生产生存中

得到的艺术智慧结晶，展现了农作、农牧业、祭拜等主题活

动，包括着多种多样的民族感情。例如，蒙古舞粗放型、豪爽，

尽展大草原风韵。广大苗族地区舞质朴、神秘，能将人带到

一个钦佩法术的神秘森林部族 >��。总而言之，对民族民间舞“风

格性”的了解和认知能力，有益于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民族舞

蹈的来源、表达形式等，使其更为深入地感受到民族舞蹈的

深层次境界，用内心去体会舞蹈，将节奏、动作与精神实质

紧密联系，为受众群体带来明显的精神实质撞击力，使其深

受感染，从感情最深处对舞蹈演出形成归属感。

3.3�加深学生对舞蹈内涵的理解

舞蹈是体形和节奏的融合，也是精神实质及文化的融合，

在课堂教学中对民族民间舞“风格性”的运用，将舞蹈教学

从形体、动作课堂教学延伸到潜意识、感情层级，提高了学

生的文化艺术鉴赏能力，使其对舞蹈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可

以精确地掌握民族舞蹈的表达方式，更迅速地学舞蹈、提高

舞蹈演出能力。与此同时，民族民间舞“风格性”是舞蹈教

学与中华民族教育的优良切入点，根据民族民间舞“风格”

正确引导学生思索舞蹈的含义，将舞蹈学习提高到更高的层

级，做到体形与节奏、精神实质的高度统一，完成对民族舞

蹈文化艺术精神实质的继承和弘扬。

4�民族民间舞“风格性”在舞蹈教学中的实践

应用

4.1�民俗文化的积累

民族民间舞“风格性”是民族舞蹈文化艺术、精神实质

的反映，当然也不可以顺手就呈现出来，必须在课堂教学中重

视民俗文化的累积，将民俗文化的学习教育作为舞蹈学习的一

部分。比如学习教育与广大苗族地区有关的民族舞蹈，就要学

生多了解一些苗族人的生存条件、苗族人的信念、苗族的风俗

人情世故，根据对民俗文化的累积，感受广大苗族地区老百姓

心里对大自然、对神灵的敬畏之心和对幸福生活的盼望。又如

蒙古民俗文化的学习培训和累积，就能使学生慢慢感受到一个

马背上的民族的豪情壮志，从而了解蒙古舞蹈的粗犷、豪爽。

而舞蹈教学中，对各民族不一样民俗文化的累积，便是对民族

民间舞“风格性”的认知和运用，根据对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搭

建，进而产生具体的、深入的民族“风格性”，在舞蹈表述中

才可以突显“情”，以“感情”思考舞蹈，才可以触动人的内

心，使众多受众群体形成更丰富的精神感受。

4.2�舞蹈情感的引导和“风格性”的渗透

舞蹈感情在舞蹈演出中尤为重要，缺乏感情民族舞蹈就

失去生命。在舞蹈教学中，运用场景制作、感情正确引导，

慢慢使学生把握民族民间舞的“风格性”，恰当地感受舞蹈

的精神实质感情 >��。例如，在藏族舞《牛背摇篮》赏析中，

一方面正确引导学生感受人与大自然的和睦感情，感受一人

一牛的浓厚感情，了解游牧民在辽阔大地上与野牦牛相知相

惜的感情，进而感受维吾尔族老百姓对野牦牛的钟爱和尊崇

之情。另一方面，根据感情正确引导学生了解维吾尔族的民

俗文化和民族宗教，感受游牧民四季迁移的牛背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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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维吾尔族的“风格性”融进民族舞蹈，将舞蹈的遒劲、粗

犷及维吾尔族老百姓的坚毅、稳重表述得更为精确。由此可见，

对民族民间舞“风格性”的运用，有益于学生对民族舞蹈感

情的精确掌握，进而提升学生的民族舞蹈学习效率。

4.3�结合舞蹈的“风格性”剖析舞蹈动作

舞蹈动作是舞蹈的关键构成，是文化艺术和感情的反映，

舞蹈演出中的动作、体形不仅是展现舞蹈者的线条美、动作

美，更是展现一种民俗文化的风采和精神财富。比如在藏族

舞《牛背摇篮》中，舞蹈非常好地展现了野牦牛在运动中的

力量和维吾尔族老百姓对野牦牛的钟爱和景仰之情，将维吾

尔族的民族粗放型、豪爽的特性发挥得酣畅淋漓，让人从民

族舞蹈里能深入感受到维吾尔族老百姓的精神实质、文化艺

术和感情。又如，在伸曲姿势课堂教学中，藏族舞“风格性”

表述的是一种愉悦、粗犷、坚毅的感情，伸曲以腿部为关键，

突显姿势的动感性。与此同时，伸曲以柔伸曲、硬伸曲、颤

伸曲为主导，表述了藏族舞的风格特点。融合民族民间舞的“风

格性”分析舞蹈，使学生更能充足、精确地把握舞蹈的力度、

节奏，使舞蹈学习变得轻松、自然、愉快。

5�结语

民族舞蹈自身就具备较强的娱乐性质，它来源于生活但

又高于生活，是人们生产生存、日常生活中文化艺术的结晶。

在舞蹈教学中，要了解民族民间舞的精神实质继承，充足掌

握民族舞蹈的民俗文化特点，融合民族的伦理道德、社会道德、

感情，深层次发掘民族民间舞的“风格性”，将其适度地运

用到舞蹈教学中，可能获得出乎意料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 黄东慧�浅谈黎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特征及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大

观周刊������������������

>��� 邱艳�从民间舞谈舞蹈教学法>-��大众文艺�学术版��������������

����

>��� 施维纳�浅谈民族民间舞教学中本土民间舞蹈的教学发展>-��北方

音乐���������������

出更加多样化的考核方法。在基础课本的理论知识上，可以

采用书面闭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在面对基础训练类的实践操

作时，其考核的内容主要针对学生的技术掌握程度以及方法

是否使用正确等，重点考察实验基础原理知识和动手操作能

力。在面对具有综合性的设计类实验考核时，就要将项目的

任务指标精准确立，使用答辩的方式，并且其成绩需要由专

门的答辩小组进行严格审核以后才能通过，将其作为所需要

的学分。如果是在进行研究型的实验时，就由学生或者教师

对题目进行拟定，之后的全部制作，要由学生独立完成，保

证一定的独立性，对于设计报告而言，需要使用论文和总结

报告的形式进行，其中要注意考核的依据，有无发表过与科

技相关的学术论文，是否取得过相关的奖项等，将这些条件

作为评价依据 >��。

5.4�注重教学过程的培养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要学习其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还要

将专业和职业相交叉，对大数据应用课程的教学中，可以让

学生积极考取相关专业资格证，如开发工程师（&&'+）等，

也可以获得专业机构的评估认证，如阿里云大数据的专业认

证（�&3）等，进一步加强学生对大数据的认知，加强信息

技术应用方面的能力，为学生日后的就业竞争奠定基础。通

过运用虚拟仿真技术，让学生能够学会独立思考问题，探索

未知领域，例如在 &�,课件制作研发等，充分挖掘学生在大

数据应用课程中的潜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6�结语

在当前这个信息数据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对大数据人才

的培养仍然停留在探索的初级阶段，对于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言，应该优化改革教学模式，

重新构建教学课程体系，制定有效的考核方法和评价机制，

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培养，与大数据应用技术行业相匹配，找

寻正确合适的培养方法和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兼具理论知

识和实践能力，通过参加技能测试、技能考试等活动提升自

身各方面能力，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让学生成为现代型的科

技复合型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中，为国家的创

新建设和社会发展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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