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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舞蹈表演专业教学法》的开发，目的是在探讨舞蹈专业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对象、舞蹈
专业教学的特殊性基础上，总结目前各中等职业学校常用教学方法，重点介绍国内外先进的、适合舞
蹈专业的教学方法，并提供系统的、完整的专业教学方法应用案例，使教师通过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
理论与技能传授能力，从而在教学中做到遵循教学理论、选择适合专业内容和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
并合理地应用相应的教学媒体，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专业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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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舞蹈技能的学习要以程序性知识掌握为前提，一般通过感性认识（看、听）、模仿学习、
练习反馈等过程由不会到初步掌握到熟练，从而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舞蹈技能一般分为动作技能和
心智技能。动作技能又称为运动技能。心智技能又叫智力技能。心智技能中的心理能力是指学生参加
舞蹈训练、舞蹈表演的心理调控能力，其中包括控制能力、意志能力等；智力是指学生学习运用包括
舞蹈科学理论知识在内的多学科知识，分析和解决舞蹈训练、舞蹈表演等实际问题的能力。 舞蹈是一
门人体动作的艺术。因此，舞蹈教学中的动作训练不是单纯的身体训练。更重要的是，它既要训练身
体与大脑（即心理）的有机配合，使其准确掌握动作技术，同时还要在学生动作技术掌握的基础上，
进而理解动作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情感的特点，从而使外在的动作技巧与内在的情感表现性完美地融
合、协调一致，使舞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此，“舞蹈技能，它既是身体活动方式，也是一种
心智活动方式。舞蹈技能由身体动作技能与心智活动技能构成。” 舞蹈动作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一般经
历4个阶段：动作运动的定向阶段、初步掌握动作阶段、提高动作阶段、动作的熟练富有表现性阶段
。 1.动作运动的定向阶段。动作运动的定向是指学生对动作运动的结构了解，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动作
运动过程的映像。所形成的动作运动的定向映像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必须了解动作运动的基本
要素（包括身体姿势、动作的轨迹、动作的时间、动作的速率、动作的速度、动作的力量和动作的节
奏）、动作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顺序如何；二是学生还需了解动作运动的方式。学生了解了这些，可
以在头脑中建立起准确动作的心理映像。有了这种准确动作的映像，学生在实际训练中就知道做什么
、怎么做。舞蹈教学缺乏定向映像是不科学的，教学效果往往是事倍功半。因此，教师应重视动作运
动的定向环节在学生动作技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在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中，在练习之前，教
师不仅要介绍所学舞蹈的文化成因，更要对其动律动作的要素做认真细致的剖析，如果教授的是傣族
舞基本蹲提步，教师就有必要对膝部的屈伸运动方式做细致的分析，让学生了解和明确傣族的屈伸在
节奏上，强拍是屈，弱拍是伸；时值上，膝盖的屈所占时值较长，伸所占时间比较短等。为了让学生
对所学的舞蹈动作风格特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教师除了自己的示范外，还可借助录像、影片等现代
化手段，播放所学的舞蹈，让学生通过欣赏在头脑中建立起所学的民族舞蹈的动作定向映像和风格概
念。 2.初步掌握动作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学生在定向的基础上通过模仿学习，将动作表现出来，
并获得了初步的动觉经验。但由于大脑皮层兴奋扩散，内抑制不够，学生的动作速度和品质方面表现
为动作不熟练，灵活性、稳定性、正确性都较低；活动结构上，表现动作的协调性和连贯性较差。例
如，教师在教授朝鲜舞基本体态时，学生由于紧张，往往容易把教师强调的“含胸”、“蓄背”做成
仰头、伸头；气息的运用，也因忙乱紧张造成与手脚的配合不协调等等。在该阶段，学生经常出现顾
此失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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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表演专业教学法》以切实提高中等职业学校舞蹈表演专业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为本位，围绕“
教学法”、“中职”、“舞蹈”三个关键词进行教材的编排，既为受训教师提供教学法理论基础，又
使其明确中职舞蹈专业教育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大量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专业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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