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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舞教学模式的深度变革：
从技能传授到文化传承的范式转换

 孙瑜浛
新疆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古典舞中蕴含着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内涵，对于古典舞教学模式的深度变革进行探索，有助于了解古典舞的发展脉络及文化
传承特色，让古典舞的教学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明显的效果。本文首先分析古典舞教学的现状及问题，进而从传承民族文化、提
升学生艺术素养以及推动古典舞创新发展三个方面阐述这种范式转换的必要性，最终给出实现古典舞教学模式变革以及范式转换
的有效策略，以求培养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创新能力的专业舞蹈人才，促进古典舞艺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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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我国舞蹈艺术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典舞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审
美观念以及哲学思想的艺术结晶，从古代宫廷雅
乐舞蹈发展到现代舞蹈的经典呈现，古典舞经历
了千年的演变，其中韵律以及姿态都印刻着不同
历史时期的文化碎片 [1]。但当前在古典舞教学中
所使用的传统模式侧重于技能的传输以及动作的
规范和技巧的打磨，包括对于基本功的柔韧性和
力量控制训练，对跳跃和旋转这些高难度技巧的
精细化雕琢，伴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以及文化传
承使命的明确，古典舞的教学模式急需变革，要
实现从单纯的技能传授向文化传承的范式转换的
要求，这让学生的文化自信得到增强，也更深刻
地领悟到了古典舞的艺术真谛，推动古典舞在新
时代的背景之下获得了创新性发展。

一、古典舞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教学理念重技能轻文化
在当前古典舞教学领域，很多教师可能会将

教学重点放在舞蹈技能的提升方面。比如在做基

本功训练时会安排学生做大量的压腿、下腰、踢
腿这些基础动作的练习，让学生的身体柔韧性以
及力量控制水平越来越高。而在辅导技巧训练方
面则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类跳跃、旋转、翻身技
巧，追求更高的难度和熟练度。教学中将大部分
课时用于技能训练，而针对于古典舞背后蕴含的
文化内涵，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于舞蹈体态
所产生的影响、不同朝代审美观念之下舞蹈风格
的演变，还有古典舞动作与历史故事关联性教学
这些方面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则存在不足，这就导
致虽然学生能够熟练的完成舞蹈动作，却很难理
解每一个动作背后蕴含的深层次文化价值，演出
时只能够表演出外在形态，而无法传达出应有的
艺术感染力，让舞蹈缺乏灵魂。

（二）课程设置缺乏文化深度
当前舞蹈的课程体系更多围绕着舞蹈技能展

开，像是基础训练课重视学生的身体柔韧性以及
力量控制水平，还有协调性等基础能力的训练，
而身韵课程则聚焦于舞蹈动作的韵律、节奏以及
舞者姿态的培养，这些课程在提高学生舞蹈技能
方面作用明显，但涉及到古典舞的文化知识类课
程却稍显薄弱 [2]。虽然学校中大多开设了中国舞
蹈史，但是相应的课时则比较少，课程内容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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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于舞蹈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没有深入到各
个历史时期剖析古典舞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
同时，古典舞美学课程也出现边缘化现象，学生
对于古典舞的独特审美原则、审美意境这些内容
了解不够深刻，即便开设了文化课程，也存在着
教学内容以及舞蹈训练脱节的现象。在基础课上，
学生单纯做动作训练，却不了解这些动作承载的
文化渊源，无法领会其中的文化深意，因此文化
知识就很难有效融入舞蹈教学的各个环节，学生
对于古典舞的认知也不够全面。

（三）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古典舞教学更多情况下会用到教师示

范、学生模仿的方法，教师对舞蹈动作进行示范，
学生则依样进行模仿，在反复练习的过程中掌握
动作技巧。这样的方式虽然有助于学生快速掌握
舞蹈动作的精髓和技巧，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形成
肌肉记忆，熟悉舞蹈动作的规范，但从长远来看，
其弊端也非常明显。因为这种方式更加依赖于教
师的示范，限制了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发展，学
生则被动接受教师的指令，对于舞蹈动作背后蕴
藏的原理以及文化内涵的探究不够充分，在对学
生的个人创新能力进行培养时，使用的单一化模
仿教学方式无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学
生只能机械的重复一些动作，而难以将个人的理
解和创意融入舞蹈中，在文化传承方面，单纯的
技能模仿教学导致学生对于古典舞的文化精髓理
解比较局限，很难从更高的文化层面解读舞蹈中
的动作以及作品，也不利于实现古典舞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培养出的舞蹈人才存在缺陷。

二、从技能传授到文化传承范式转换的必要
性

（一）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
古典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瑰宝，其中融

合着古代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多元化的文化元
素，比如说是中国古典思想蕴含着对于自然以及
和谐之美的追求，而舞蹈动作就常常模仿自然界
的行云流水，追求灵动自然的意境呈现。传统礼
仪规范体现在古典舞的体态动作的规范和优雅方
面，强调舞者的仪态端庄、举止得体。不同时代
审美观念塑造了古典舞独特的艺术风格，唐代的
丰腴大气、宋代的婉约典雅都可以在古典舞的动
作服饰以及妆容方面得到完美的呈现 [3]。有很多
古典舞作品还源自于历史故事，比如说《霸王别
姬》就将楚汉相争的历史作为背景，借助于舞蹈
展现出了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悲剧，呈现出了壮丽
的英雄末路诗篇。通过古典舞教学模式实现从技
能传授到文化传承的范式转换，可以方便学生对
这些文化元素进行挖掘，深刻理解在古典舞中所
承载的民族文化情怀，让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
以传承下来，建立高度的民族文化自信和认同，
让古典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重要载
体。

（二）提升学生艺术素养的需要
单纯的技能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的舞蹈技巧，

让学生所掌握的舞蹈基本功更强、舞蹈技艺更加
扎实，而文化传承则有助于学生艺术内涵的丰富，
当学生对古典舞的文化背景以及审美观念有深层
次的了解之后，在舞蹈表演的过程中就更容易理
解舞蹈作品的深厚情感表达。比如说在演绎将古
代诗词作为蓝本创作的古典舞作品时，学生也更
容易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情感和意境，以及诗词创
作的历史背景，能准确使用舞蹈动作展现作品的
内涵。同时，文化知识的应用促进了学生艺术视
野的拓宽，学生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欣赏舞蹈作品，
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当学生学习古典舞的美
学概念之后，就可以理解其其中所蕴藏的独特审
美规则，比如说“圆、曲、拧、倾”的体态美、“形
神兼备”的意境美，在舞蹈表演中更注重动作与
情感、意境的融合，让舞蹈表演更具感染力和艺
术价值。

（三）推动古典舞创新发展的需要
文化是艺术创新的源泉，实现古典舞的创新

必然离不开针对于文化内涵的深层次理解，只有
对古典舞的文化内涵有全面而深刻的把握，才能
在传承传统的前提之上做进一步的创新，在中国
古典舞中蕴含的“身韵”元素实际上就是对传统
舞蹈文化的提炼和升华，通过舞者对于声乐的学
习，让传统舞蹈元素和现代审美有机结合，创作
出了更具时代特色的舞蹈作品及动作。比如说文
化传承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对于古典舞的创新思
维得以激发，让他们将现代音乐和舞台科技、时
尚理念这些元素和古典舞文化有机结合，在舞蹈
音乐上用到了现代电子音乐以及古典乐器演奏结
合的途径作为古典舞音乐氛围营造的坚实前提。
而在舞台设计方面则用到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多媒
体技术，打造出富有冲击力的舞台效果，帮助学
生在传承文化的前提上也能创作有时代特色的古
典舞作品，实现古典舞艺术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创
新发展 [4]。

三、实现范式转换的策略

（一）转变教学理念
古典舞教学中需要树立文化传承的核心地

位，要求教师深刻认识到文化传承在古典舞教学
中的核心价值以及意义，使文化传承作为教学工
作开展的首要目标。日常教学工作中不仅关注学
生的舞蹈技能提升，也要培养学生对于古典舞文
化的理解和感悟能力，在对舞蹈动作进行讲解时，
可以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每一个动作背后的文化
内涵，比如在讲解古典舞中“云手”动作时，可
以先引导学生了解这个动作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
中对于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独特理解，看待云手
的动作轨迹如同行云流水，体现着中国人对于自
然以及和谐之美的高度追求和向往，这样从文化
角度展开知识内容的诠释，使学生在掌握技巧的
过程中也能领会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真谛，
使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得到增强 [5]。除此之外，在
教学中也需要着重关注学生文化自信的培养，经
过系统而深入的学习古典舞的文化知识，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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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古典舞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地位及重要
性，感受其在世界舞蹈艺术中的魅力。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开展古典舞文化研究活动，包括对古典
舞和中国传统绘画以及书法艺术之间的关联性，
探索古典舞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演变过程以及
对和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到古典舞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包括文化
交流活动或者社区文化演出，让更多人感受到古
典舞的魅力和精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
文化自信得到了培养，他们会自觉成为古典舞文
化的坚定传承者以及积极弘扬者。

（二）优化课程设置
古典舞课程体系中应当增加文化课程所占的

比重，包括中国舞蹈史、古典舞美学以及中国
传统文化等，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及文化水平。
其中，中国舞蹈史的课程应该对中国舞蹈从起
源到发展的整个过程做全面详细的论述，并帮
助学生了解在不同历史时期古典舞的风格特点、
艺术成就、效果呈现以及和时代背景的关系，
这样学生就能了解到古典舞的发展脉络，把握
古典舞的精髓。而在古典舞美学课程中，则需
要讲解古典舞的审美特征、审美标准以及审美
意境，比如说讲解“虚实相生”“气韵生动”
这些美学原则如何在古典舞中进行体现，从更
高的美学角度思考古典舞的魅力呈现。中国传
统文化课程则涵盖着中国文学和艺术等不同领
域的内容，让学生深层次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以
及古典舞如何相互影响，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除此之外，也需要注重文化以及技能课程之间
的深度融合，要打破文化课程以及舞蹈技能课
程之间的壁垒及隔阂，让文化知识能够有机地
融入到舞蹈技能训练中 [6]。其中基础训练课程应
结合古代舞蹈的体态审美以及文化内涵，训练
学生的舞蹈姿态，遵循古代“立如松，坐如钟，
行如风”的体态审美标准，培养学生挺拔优雅
的姿态，讲解这种体态背后的审美韵味，展现
出中国人对于君子品德的追求。而在舞蹈身韵
课上，通过讲解古典舞身韵的文化意境，引导
学生掌握技巧，提高舞蹈的表现力。在教授“提
沉”动作时，介绍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对气息、生命韵律的理解，让学生在练习时注
重气息的运用和内心的感受，从而更深刻地表
达出舞蹈的意境。

（三）创新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中可以尝试创设和古典舞相关的

文化意境，使学生感受到古典舞的文化氛围，
提高学生的感悟力。讲解古典舞作品时，教师
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播放舞蹈背后的历史
画面，展示古代绘画和雕塑等艺术作品中的舞
蹈形象或播放古典音乐，从而营造出身临其境
的文化氛围，提高学生对于舞蹈的充分认知。
在讲解古典舞作品《踏歌》时就可以播放魏晋
时期的历史纪录片，呈现当时的社会风貌及生
活场景，帮助学生感受到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
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
展现出舞蹈的韵味。其次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和

古典舞文化传承相关的项目式学习，包括古典
舞文化研究项目、古典舞作品创作项目等，其
中对于古典舞文化的研究项目，可以安排学生
自主的选择研究课题，例如古典舞中的服饰文
化研究或古典舞与传统节日之间的关系研究，
通过学生查阅资料、实地访问采访专家等途径，
对古典舞文化做更深层次的研究；而在古典舞
作品的创作项目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
古典舞文化知识和掌握的舞蹈技能，完成舞蹈
作品的创作任务，将某个历史时期的故事或人
物作为蓝本，选择音乐、编排动作、设计舞台，
融入自己对于古典舞文化的理解和创新，正是
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
能力以及对团队协作能力的同步培养目标。除
此之外，还可以加强实践教学，通过组织学生
参加中国古典舞演出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等途径，
增强学生对于古典舞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认识，
在比赛中学生对自己的所学成果进行了展示，
和其他优秀的舞者进行了交流和切磋，学习他
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拓宽了文化视野，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也学习并了解了其
他地区的舞蹈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融合，
多元化的古典舞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在实践的
过程中不断进步。

四、结语

古典舞教学模式实现从技能传授到文化传
承的范式转换，完美迎合潮流和趋势，契合文
化传承的使命及脉络，在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以
及提升学生艺术素养等多个方面意义重大。通
过转变教学理念、优化课程设置以及创新教学
方法，可以促进这一范式转换目标的有效实现，
未来社会对于文化传承仍然会更加关注，在古
典舞的教学模式中必然将不断深化改革，培养
出有着专业能力、深厚文化底蕴以及创新精神
的古典舞人才，推动我国艺术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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