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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师学生“舞蹈意识”的思考与实践

曹兆莉

（江苏泰州学院音乐学院，江苏泰州　２２５３００）

摘　要：舞蹈教学是高师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舞蹈意识是学好舞蹈的基础。作为一名高师舞蹈教师，要正确认识与理解舞

蹈意识的内涵，明确舞蹈意识对高师学生进行舞蹈学习的重要性，增强学生对美的鉴赏力，以提高学生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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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教学是高师音乐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

过舞蹈教学能够培养、提高高师学生的音乐修养与

艺术修养。如果一名高师学生具有强烈的舞蹈意

识，那么，他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就能够收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在长期的教学中，笔者发现高师学生普

遍缺乏舞蹈概念，缺少舞蹈意识，这对舞蹈的学习与

实践来说是非常大的障碍。舞蹈意识存在于客观的

印象中，舞蹈意识既可以理解为告知我们舞蹈的具

体形式和存在的意义，也可以认为是通过舞蹈来表

达身体或者心理的一种姿态，或者人们对舞蹈的概

念、认知程度。那么，什么是舞蹈意识？在高师舞蹈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舞蹈意识具有怎样的意义？又应

该如何有效地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意识呢？

一、舞蹈意识的内涵

什么是舞蹈意识？从概念的上下位来分析，舞

蹈意识首先属于意识的范畴。在哲学中，对意识的

定义是“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反映，是人脑这

种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的机能”。有了这一个

上位概念，我们再来讨论舞蹈意识就比较简单。所

谓舞蹈意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就是指舞蹈者在

进行舞蹈创作或者舞蹈表演中的一种自我意识，也

可以称之为舞蹈感觉，就好像一位篮球运动员要有

球感。舞蹈者对舞蹈的这一种感觉就叫舞蹈意识。

对于高师学生而言，舞蹈意识主要是指他们在

学习舞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舞蹈感觉。不同

的高师学生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学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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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与心理环境的不同，所以他们在舞蹈意识的表现

上也是有所不同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舞蹈意识

的可变化性，一个人的舞蹈意识随着学习是可以发

生改变和提高的。因此，作为一名高师舞蹈教师，要

善于为学生舞蹈意识的培养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

他们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舞蹈意识的有效提高［１］。

二、高师舞蹈教学培养学生舞蹈意识的

重要性及意义

高师舞蹈专业中，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意识是

舞蹈教学的基础。教师在舞蹈教学中，培养高师学

生的舞蹈意识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对于提高舞蹈

教学的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１）高师学生入学时的舞蹈水平决定着要培养

他们的舞蹈意识。高师学生主要来自于普通高中毕

业的学生，在这之前，大部分高师学生是没有接触过

专业的舞蹈训练的，可以说舞蹈的整体水平是比较

差的，这就给高师舞蹈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

了充分激发高师学生舞蹈学习的兴趣，教师加强培

养他们的舞蹈意识是前提，也是重要的先决条件；只

有让他们有了强烈的舞蹈意识，他们才会更好地进

行舞蹈学习。

（２）为了避免高师学生舞蹈学习的枯燥性，教师

要关注对高师学生舞蹈意识的培养。由于高师学生

在入学之前没有接触过正规的舞蹈训练，缺少舞蹈

认知和实践，因此，他们对于舞蹈入门学习是感到十

分枯燥的，很多高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会因

为舞蹈学习的枯燥性而放弃舞蹈的学习。教师只有

从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意识入手，才能够有效地避

免舞蹈学习的枯燥性，激发他们舞蹈学习的兴趣与

学习的热情。

（３）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意识能够有效改变高

师舞蹈教学模式的单一性。长期以来，一些高师舞

蹈教师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由于教学观念滞后，一

般都采取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不考虑高师

学生实际的舞蹈学习水平，这样的教学模式下，舞蹈

教学的成效是可想而知的。只有从培养高师学生的

舞蹈意识入手进行舞蹈教学，才能有效改变传统舞

蹈教学的单一性和呆板性，让舞蹈教学能够生动化

和形象化，从而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４）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意识能够有效提高高

师舞蹈教学的质量。如前论述，舞蹈意识是学好舞

蹈的基础，是学好舞蹈的助力器。在高师舞蹈教学

中，教师只有从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意识入手，才能

够有效地达到舞蹈教学的最优化，才能有效地调动

高师学生舞蹈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让教学

效果更佳。

三、高师舞蹈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四种

“意识”

舞蹈意识渗透于舞蹈的方方面面，对舞蹈的各

方面加以纠正，有助于提高舞蹈水平。舞蹈意识的

外延很宽泛，在高师舞蹈教学中，根据高师学生的特

点，教师要培养他们的舞蹈认知意识、舞蹈动作意

识、舞蹈节奏意识和舞蹈想象意识；只有这样，才能

有效地提高高师舞蹈教学的效率。

（一）多角度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认知意识

所谓舞蹈认知意识是对舞蹈概念内涵和外延的

认知。对于什么是舞蹈，不同的舞蹈家有不同的定

义，有的人认为舞蹈是一种运动，有的人认为舞蹈是

一种动作，有的人认为舞蹈是一种艺术。在高师舞

蹈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从多角度培养高师学生的舞

蹈认知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学好舞蹈打下坚

实的认知基础［２］。

（１）培养高师学生对舞蹈文化的认识。舞蹈是

人类的一种文化。舞蹈不仅是一种运动、动作和节

奏，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具有

文化性的。因此，在高师舞蹈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培

养高师学生对舞蹈文化的认识，可以从舞蹈的起源、

舞蹈的分类、舞蹈的艺术特质等方面入手引导他们

认识舞蹈背后的文化底蕴；只有这样，才能让高师学

生明白舞蹈源于生活，源于人们生活中的生产与劳

动，是一种生活艺术的提升。有了这样的认知意识，

他们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才能有更好的认知基础。

（２）培养高师学生对舞蹈语言的认识。舞蹈是

一种无声的语言，单单靠肢体的不停变换来倾诉情

感，其中的方式和内涵很多，因此才能形成独一无二

的艺术文化，获得人们的审美认可。在高师舞蹈教

学中，培养高师学生对舞蹈语言的认识是至关重要

的。例如，芭蕾严格要求舞者的体态，做到“开、绷、

直、立”，舞者的所有骨骼都要笔挺、打开、无弯曲；伦

巴属于拉丁舞，其主要是来表达动人的爱情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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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时，应当让学生先有基本的伦巴概念，

对拉美人的历史文化及思想意识有一定的了解，学

生才能从心底去模仿和学习它的语言特性及时空方

位，对舞蹈更能运用自如。

（３）培养高师学生对舞蹈生命意识的认识。舞

蹈是生命和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生命和情感最

直接、最高调、最单纯的表现，舞蹈作为生命和情感

的一种升华物而存在，也同时呈现了生命和情感当

中的美。因此 ，舞蹈中各种动作的创造也依据生命

和情感的表现，教师在教学时也应该将这种思想灌

输到学生的学习中去，关注学生的生命及情感，并融

合进舞蹈教学中去，让学生在表现时能够更自然，更

有活力，最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及开阔学生的思

想境界。

（二）多途径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动作意识

很多舞蹈家都认为舞蹈是一种动作，是一种具

有节奏感的表达人们情感的动作。确实，舞蹈也是

通过动作来表达舞蹈内容和情感的，离开了动作，舞

蹈便失去了外在的载体。在高师舞蹈教学中，教师

要善于从多途径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动作意识。

（１）培养高师学生舞蹈外在的肢体控制和身体

意识。最初学习舞蹈的人，一般都只会跟着老师练

一些简单动作及舞步，通过机械式的重复来达到熟

练的地步。其实，教师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身体意

识，用身体意识去控制自己的舞蹈行为，从摆动作、

摆造型开始，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应该有动作意识，

举手投足间都应该考虑到美学感受，这样才能增强

学生的肢体协调能力。好习惯是逐步养成的，一个

舞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抬头、挺胸、收腹，这一点很

多初学者都没有意识，只有真正跳舞的时候才会想

得到，但是想到的时候却已经晚了，已经做不好了，

就会影响跳舞的整个姿态、发挥。如果能从一开始

教就让学生养成抬头、挺胸、收腹的习惯，并让学生

随时随地注意保持，舞蹈气质就会在不经意间渐渐

养成了。为了让学生们养成这一良好的习惯，笔者

建议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站、坐、行走中，尽量保持身

体直立，这样来贯彻和培养他们的舞蹈意识；另一个

建议是在跳舞时要多看镜子，从镜子中寻找自己最

优美的动作，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良好的舞蹈习

惯了。

（２）培养高师学生舞蹈动作气息和力度的意识。

舞蹈动作区别于人们的其他动作，主要是具有气息

和力度的动作，气息和力度构成了舞蹈艺术动作的

音乐性。“力”通过“气”来展示，“气”又顺“力”而来。

在中国古典舞中，其舞蹈在气上讲究的是平和稳，而

在力上讲究的是劲达。如果高师学生在学习舞蹈的

过程中，仅仅对某一种舞蹈的外形动作进行模仿，这

样肯定是没有舞蹈表现力的，与其他动作并没有任

何区别。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他们对舞蹈动

作气息和力度的意识，让他们体验到舞蹈是气和力

的统一，是内在情感与外在动作的统一，这样，他们

才会对舞蹈动作的本质内涵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３）培养高师学生对舞蹈动作情感表达的意识。

舞蹈之所以称之为一门艺术，其主要的原因是舞蹈

通过动作来表达人们的一种情感，表达人们的喜、

怒、哀、乐。舞蹈动作失去情感，便失去了生命意义。

在高师舞蹈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根据不同的舞蹈类

型让高师学生明白其基本舞蹈动作所表达的舞蹈基

本情感的特点，这样，学生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才会

更加高效。

（三）多层面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节奏意识

舞蹈是通过具有节奏性的动作来表现其内容和

情感的。舞蹈具有节奏美，不同的舞蹈具有不同的

节奏特点。在高师舞蹈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从多层

面来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节奏意识。

１．音乐是掌握节奏的关键

舞蹈是伴随音乐而生的，二者之间相互衬托，相

互交融。音乐能增强舞蹈的情感及表现力。音乐是

非常有节奏感的，而舞蹈的节奏意识就应该与音乐

的节奏意识统一起来，与音乐的节奏相谐互动，互相

促进，才能更好的表现音乐的情感。所以，在日常的

教学中要将音乐教学作为舞蹈教学的辅助手段，让

学生理解音乐，从而能更好地表达舞蹈。

舞蹈当中的伴奏音乐是对舞蹈情绪的一种抒

发，它衔接了各种舞蹈动作，让舞蹈完成得更加流

畅；教师在教授的时候应该不仅仅传授动作要领，更

应该让学生明白音乐节奏对舞蹈的引导性和重要

性，让学生闲暇时多听听音乐伴奏，从中理解舞蹈与

音乐结合的重要性，进而提升学生的美学修养，能在

跳舞时有更好的表现。实践证明，在高师舞蹈教学

中，利用音乐培养高师学生强烈的舞蹈节奏能够收

到很好的效果，能够有效地让他们体验到舞蹈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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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感，从而加强在舞蹈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的表现力。

２．形体训练是培养节奏感的基础

舞蹈是由人各种肢体运动组合而成的，形体是

表现舞蹈的工具，形体表现直接影响舞蹈的效果，因

此，形体训练在舞蹈教学中占有非常大的分量。所

谓形体训练就是让身体经过变换不同形式动作而变

得优美，能更好的舒展舞蹈动作的一种训练形式，从

而培养身体的高雅气质。从站、走、跑等不同的表现

身体气质的方面进行舞蹈形体的训练。对于成年人

来说，肢体已经发展完全，再进行拉伸或技巧动作时

就比较僵硬，软开度很差，教师应该多花心思，因材

施教训练他们的形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不

同的舞蹈动作，表达出舞蹈的内在情感。

（四）多方位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想象意识

黑格尔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是想象力。”舞蹈

是一门表现人类情感的动作艺术。在舞蹈中，想象

是很重要的；离开了想象，舞蹈便失去了生命力。因

此，在高师舞蹈教学中，要把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想

象意识作为重要的教学目标。

（１）在舞蹈结构编排中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想

象意识。舞蹈结构编排是舞蹈的重要组成部分。任

何优秀的舞蹈作品都是利用舞蹈素材来编排舞蹈内

容的。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在舞蹈结构编排中培

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想象意识。具体而言，教学中首

先要让高师学生明确在舞蹈结构编排中，要正确定

位舞蹈中人物的情感和性格，要准确融入舞蹈中的

人物角色，包括对人物语言、动作、心情、性格的想象

性理解，这样，高师学生在舞蹈表演时才能通过发挥

想象力来表现富有生命力的舞蹈内容。在此基础

上，教师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对舞蹈中典型性的舞蹈

动作进行创新，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表达自己所理

解的舞蹈意境和舞蹈主题，通过自己的个性来表达

舞蹈固定的主题与内容。实践证明，经过这样的训

练，高师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就会大大增强，从而让教

学的效率大大提高［３］。

（２）在舞蹈意境编排中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想

象意识。舞蹈意境是舞蹈的重要载体，舞蹈都是通

过意境来渲染主题内容的，都是通过意境来烘托主

题特点的。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对舞蹈

中的人物、舞蹈背后的时代背景、舞蹈所体现的主题

进行深入分析，这样，高师学生在舞蹈意境编排时，

才不会偏离舞蹈的主题与内涵。

（３）在舞蹈语言中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想象意

识。舞蹈虽然是通过动作来表达情感的，但同时，舞

蹈也是一门语言，它是通过肢体动作来表达艺术的

语言，这也是舞蹈称之为艺术的主要原因。在高师

舞蹈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在舞蹈中用最美

的舞蹈语言来表达最丰富的情感，从而塑造最为广

阔的艺术空间。在这个学习与实践过程中，他们的

舞蹈想象意识才能得到有效激发。例如，我国不同

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舞蹈，这些民族舞蹈都

是与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传统观念与宗教信仰联系

在一起的，如瑶族铜鼓舞、维吾尔族的民间舞、傣族

孔雀舞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风韵，并且在表现手法

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性。教师在教学中，只有

引导学生从舞蹈语言入手来进行艺术塑造，才能收

到很好的效果。

总之，舞蹈意识是学好舞蹈的基础与前提。作

为一名高师舞蹈教师，要正确认识与理解舞蹈意识

的内涵，明确舞蹈意识对高师学生进行舞蹈学习的

重要性，务必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要善于多角度、

多途径、多层面、多方位培养高师学生的舞蹈认知意

识、舞蹈动作意识、舞蹈节奏意识和舞蹈想象意识。

对于高师舞蹈教学来说，教师要不断地培养学生四

方面的舞蹈意识，让学生能够把舞蹈作为一种爱好，

作为一种健康的活动，来学习与实践。只有这样，才

能增强学生对美的鉴赏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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