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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ce art is to use human body language to express people’s inner feelings, which belongs to the art form of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thoughts with body as the media. Many a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set up dance performance art maj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establishment, with a mature curriculum system. However, with the sublim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concept and art 
understand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ance art and modern art though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teaching idea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s a dance teacher,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modern dance art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trend, deeply explore 
the dance talent and inner potential of students, improve the level of dance skills of students,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stimulation of student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construct the repertory rehearsal course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dance 
performance	talent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key	elements	of	encai	 training	of	dance	performance,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rama	rehearsal	courses	of	dance	performance	talent	training,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som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rama rehearsal courses of dance performance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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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剧目排练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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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舞蹈艺术在于利用人的肢体语言表达出人内心情感，是属于以肢体为媒介抒发情绪和思想的艺术形式。中国很多艺术类高校
在建校之初就开设了舞蹈表演艺术专业，有着成熟的课程体系，但随着现代教育理念和艺术理解的升华、舞蹈艺术与现代艺
术思想的融合，在教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方面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舞蹈教师，必须要结合现代舞蹈艺术理念和发展潮流，
深度发掘学生的舞蹈天赋和内在潜质，提高学生舞蹈技巧掌握水平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情感的激发。论文主要对如何基于舞
蹈表演人才培养进行剧目排练课程建设进行讨论。首先介绍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关键要素，再分析当前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
剧目排练课程现状，最后针对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剧目排练课程建设提出几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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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舞蹈艺术是一门复杂的表演形式，其包含了音乐、美术、

戏剧、文学等多种艺术内涵，主要的表演形式是通过人的肢

体语言，运用带有强烈节奏性和艺术造型的直观动态姿态进

行情感的抒发，集合姿态、动作和静态造型为一体，并塑造

出带有丰富情感和鲜明特点的舞蹈形象，能通过完整的舞蹈

动作表达出人的思想情感，属于一种能反映人类社会活动的

艺术表达形式，这也决定了舞蹈是一项带有强烈实践性的综

合性艺术。

近年来，随着信息化网络新媒体的高速发展，舞蹈艺术

的推广和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不同地区舞蹈艺术得以广泛的

流传，舞蹈艺术思想以及艺术表现形式也得以不断创新，同

时对于舞蹈表演人才的需求也不断上涨，对舞蹈表演人才培

养的标准也不断提升，这也为舞蹈表演人才培养课程带来了

极大的挑战。如何通过舞蹈表演人才培养剧目排练课程的建

设提高舞蹈表演人才的整体艺术水平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对于一名优秀的舞蹈表演人才来讲，其应该熟练掌握基本的

舞蹈艺术理论知识，具备扎实的舞蹈艺术表演技巧，要能集

编导、表演、教学和创新能力于一身，如此才能将舞蹈的情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3i15.6182



3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3卷·第 15 期·2020 年 12 月

感完整地表达出来，且带有鲜明的舞蹈艺术特点。

作为舞蹈教学的核心，舞蹈剧目排练课程的建设不但能

综合体现出舞蹈教学训练，同时也能展示出更好的训练结果

和训练目的，其是集舞蹈表演技巧、表演风格、基本理论和

音乐情感为一体，体现出舞蹈艺术综合性的重要载体和培养

优秀舞蹈表演人才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培养全面型、综合型

优秀舞蹈表演人才、提高其表演能力。因此，必须要重视舞

蹈剧目排练课程的建设和创新，这也是舞蹈艺术发展和人才

培养的重要环节与必然选择。

2 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关键性要素
2.1 明于舞理

舞蹈艺术表演教育发展是属于全面性的，其艺术之所以

成为精神文化，主要是通过以文化内涵作为载体。舞蹈表演

艺术的观赏者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方才能更

好地理解舞蹈表演过程中所体现的内容。反过来讲，舞蹈表

演艺术者也必须深刻理解舞蹈表演艺术的文化内涵，如此才

能在进行舞蹈表演时完全将舞蹈所承载的文化思想表达出来，

这也就要求舞蹈艺术表演人才的培养必须要注重文化素养的

部分。如果过度重视舞蹈表演专业肢体动作的训练而不及时

进行舞蹈专业知识的补充，在对文化传统学习时一知半解根

本无法更好地表现出舞蹈动作所代表的语言和文化内涵，也

无法实现舞蹈专业知识层面主观能动的创新。即便进行了舞

蹈动作的创新或新舞蹈动作的开发，没有任何文化底蕴含义

的支撑，毫无情感表达的舞蹈肢体动作往往只是动作技法上

的发挥和简单的肢体动作罗列，等于丧失了舞蹈表演的灵魂，

也就无法成为被大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舞蹈艺术。因此，对

舞蹈艺术文化的认知不可停留在艺术动作模仿，需要充分地

深化对舞蹈艺术之美的本质认识，舞蹈表演人才的培养需要

注重个人的艺术追求，扎实地掌握舞蹈艺术相关理论知识，

也就是对舞理的明确。如果古典舞蹈艺术的教学当中极为强

调形、神、劲、律，外在形态完成的同时还要具备形体上的

优美、精神层面的神韵，舞蹈动作的强劲和整套动作的韵律 [1]。

除此之外，在舞蹈艺术表演人才培养剧目排练课程建设

当中，必须要重视对文化层面的教育和设计，通过加深理论

层面的深度认知和动作意识的强化，促使舞蹈训练的协调，

达到另一个高度，并依靠意识带动动作，不断地丰富肢体动

作的内涵意义，由此来舞蹈动作的表现力和其内在的潜力。

2.2 晓于舞情

舞蹈艺术本身是源于一种身体本能抒发出内心所渴求或

情绪的表现形式，最初的舞蹈源自于远古时代人们对神明或

自己所信仰的图腾或对自己祖先进行祭祀过程中所用于情感

表达的动作，利用这些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对神明或图腾或

自己祖先的崇敬，后来不断地演变成为一种独特的肢体动作

形式，这也就意味着舞蹈艺术表演是对情绪和感情的表达。

情到浓时自然而然产生的手舞足蹈，释放出一种外在力量的

表现。情感因素在舞蹈艺术表演过程中是其必不可少的关键

要素。如果缺乏内心情感，必然导致动作僵硬，无法将真正

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表达出来，整套舞蹈动作表演的内容也会

不清晰，从而感染力不足的情况。

舞蹈的创新是表现惊奇与品质的综合性艺术创作，惊奇

也是惊艳，是能让观众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视觉高度，而品质

则主要是指舞蹈艺术作品所能呈现的质量保证。例如，舞蹈

肢体的张力质感和表演技巧的高超是能被大部分观众所接受

和追求的美感享受，而联系惊奇与品质的则是情感。这就要

求舞蹈艺术教育当中培养学生情感的丰富表达，要将情感注

入动作肢体语言，在表演的过程中传递给观众，可以说，舞

蹈表演艺术是通过舞蹈演员肢体去宣泄其内心情感的形式，

所有的舞蹈技艺和技巧能力训练都是为了能完整地表达出艺

术情感而打下的基础。

2.3 精于舞艺

舞蹈艺术专业的教学角度来讲，肢体动作的训练是属于

第一要素，从舞蹈艺术的特点就可以看出，舞蹈艺术是借助

人的肢体动作、身体来作为媒介进行艺术展示的艺术形式。

例如，手舞足蹈，充分说明了舞蹈与肢体动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是将抒发人的心智和情感最高层次的表达方法。从舞蹈艺术

的呈现角度来说，舞蹈表演者的肢体动作代表的是演员的主

要标志和表现特征，其所负有的代表意义极大地肯定了人肢

体动作运动训练的重要性。

随着现代教育理念的转变和舞蹈艺术创新难度的增加，

很多舞蹈作品当中的艺术表演动作难度越来越高，为观众带

来赏心悦目的表演的同时，也对表演者舞蹈技巧和动作训练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特点和舞蹈艺术

的发展方向，进行舞蹈动作适度合理的创新，如此才能推动

舞蹈艺术的良好发展和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

舞蹈动作讲求技巧、技艺，尤其技巧、技艺的出现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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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舞蹈表演情绪进入高潮部分的体现，能为观众带来更加

刺激的视觉体验和情感共鸣。如果在剧目排练课程设计中对

舞蹈技巧和技艺进行乱用则往往会导致失去舞蹈艺术的连贯

性，也丧失了观赏的精彩艺术性，也就丢失了艺术本质，成

为了单纯的肢体动作罗列 [2]。因此，对于舞蹈表演艺术人才

剧目排练课程建设，必须要注重对人才舞蹈技艺与技巧的强

化训练，训练的方式方法较为多样，并且针对身体不同位置

和不同肢体的动作训练也具备较强的针对性。例如，舞蹈表

演人才基本功训练当中的柔韧素质和协调平衡性以及节奏感

应都需要进行重点的训练，这也是舞蹈艺术表演人才培养下

剧目排练课程建设的重要核心关键要素中极为重要的一点。

3 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剧目排练课程建设思路
3.1 以剧目排练课程为载体积极进行基础课程教材体

系创新

面向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剧目排练课程建设，需要各

艺术院校着眼于加强对具有表演潜力艺术人才的重点培养，

并以剧目排练课程的建设与创新来提高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

效果。

3.1.1 必须要注重舞蹈基础理论课程的合理化建设

高校需要注重舞蹈基础理论课程的合理化建设，在此基

础上适当增添一些具备较高、拓展性的课程，如美学、文学

和音乐以及哲学等科目。要结合艺术的自由，灵活地进行课

程体系的搭建，为学生营造出更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师资条

件，重点进行学生艺术底蕴和文化素养以及审美能力的教育

提升。

3.1.2 要加强与舞台剧目相关联的基础课程原理性与

元素性训练内容的融入

舞蹈课程体系的建设必须要奠定舞蹈剧目表演所需要具

备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巧，将中国古典舞为主干的基本功训

练融入课程当中，并在实际的基本功训练过程中结合舞蹈艺

术基本思想和内涵，帮助学生逐渐领悟中国古典舞审美特征

体系和舞蹈训练方法。广泛选取优秀的传统剧目，编排精品

课程教材，真正将舞蹈表演艺术的理论知识和基本功渗透到

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环节当中，结合舞蹈教师的知识能力水

平和专业技能水平进行综合吸收，同时也要让学生接触到更

高水平的舞蹈思想和舞蹈文化，做到集百家之长，融合为一炉，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舞蹈表演的创新，为舞蹈表演人才塑造出

更多舞蹈内蕴，丰富其舞蹈表演的范围和文化内涵。

3.2 将音乐鉴赏训练融入剧目排练课程的建设，提升

艺术感染力

音乐是舞蹈的声音，而舞蹈呈现了音乐的意境。如果仅

仅是用舞蹈动作去表演，而缺乏了音乐这一陪衬，很难将心

中情感真正地表达出来和感染观众。因此，音乐与舞蹈之间

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是相辅相成和不可分割的，将舞蹈和

音乐组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舞蹈表演艺术作品。这也就要求

舞蹈表演人才的培养还需要注重对人才音乐鉴赏能力的训练。

在进行舞蹈表演人才培养下，剧目排练课程的建设过程中，

需要融入音乐鉴赏能力训练和音乐创作以及剪辑技巧的学习。

之所以这样讲，原因在于，舞蹈并不仅仅是对传统舞蹈、肢

体动作或已经存在的舞蹈艺术作品进行简单的模仿，而是要

在不断掌握扎实的基础舞蹈知识与肢体动作表演技巧的基础

上，追求舞蹈艺术的极致。很多舞蹈的创新或舞蹈艺术作品

的创作并不一定能找到更加合适的音乐作品，更多的是舞蹈

的创作与创新过程中需要配合音乐的创作，甚至需要舞蹈创

作者们自行进行音乐的剪切和重新组合，最终制作出与舞蹈

相匹配的音乐，如此才能提高音乐与舞蹈的匹配度，以此来

增强舞蹈艺术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建设时必须要培养

学生在音乐审美和艺术上的造诣，使其具备良好的音乐艺术

修养，要训练学生对音乐的制作能力，促使学生能根据不同

的舞蹈艺术动作设计来进行音乐的选择。

3.3 重视剧目排练课程与实践教学的融合，提高舞蹈

表演技巧

在进行人才培养剧目排练课程建设时，舞蹈表演技巧的

提升训练和实践教学的融合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一，在安排教学内容方面，应遵循基础理论知识和充

分理解专业要求以及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原则。增加基本功

与基本能力训练的同时，还要让学生充分掌握基本的理论知

识和相关专业联系。在强化演出实践与剧目教学的结合情况

下，做好基本的教学内容设定。

第二，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内与校外的各种演出或舞蹈

比赛，通过实践活动来不断积累舞蹈表演人才的经验。舞蹈

表演人才在实践活动当中去体会舞蹈的文化内涵和寻找到如

何进行内心情感表达的方法，激发出舞蹈表演人才自身的潜

能，并做到进一步发掘，促使教师与学生在舞蹈教学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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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当中。得到共同的进步，为舞蹈艺术的创作和舞蹈艺术

的创新提供更多的灵感，也能不断磨练舞蹈表演人才对舞蹈

技艺的娴熟掌握，为创作出更多优秀的新舞蹈作品奠定坚实

的基础 [3]。

4 结语

舞蹈表演人才培养的剧目排练课程建设并不仅仅是训练

表演人才的艺术模仿能力，而是要帮助人才掌握扎实的理论

知识，训练其对肢体动作技巧与技艺的全面掌握，使其能通

过动作和肢体语言来迸发出内心情感的表达和对艺术的理解。

除了对学生的要求不断提升之外，对教育者也是一种考验。

无论是表演还是教育，都需要在不同的层面上继续对艺术展

开不断创新的追求，追求艺术表演的极致方能称之为精彩的

艺术。因此，人才培养的剧目排练课程建设需要以剧目排练

课程为载体，积极进行基础课程教材体系的创新，需要让舞

蹈表演人才具备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素质。同时，还要将

音乐鉴赏训练融入剧目排练课程建设当中，通过音乐的韵律

激发舞蹈表演人才内心情感表达的欲望，如此才能赋予表演

动作的艺术感染力。当然，这也需要重视剧目排练课程与实

践教学的融合，借此来提高舞蹈表演人才的表演技巧。此外，

舞蹈表演教育者必须要重视舞蹈表演教育的现状，及时对教

育模式教育方法进行更新和深度讨论，以培养优秀综合型舞

蹈人才为主要核心目标，为追求艺术之极致培养出更多更加

优秀的舞蹈表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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