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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央民族大学自1957年创办舞蹈训练班以来，舞蹈学科已走过了52个年头。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
先后培养出了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等不同学历层次的大量人才，为我国民族舞蹈文
化事业的兴盛、繁荣、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科，已拥有大学本科层次
的表演、教育、编导三个专业，有硕士研究生层次的民族舞蹈教育、民族舞蹈编导、民族舞蹈历史与
理论三个研究方向，还有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民族舞蹈方向，形成了多层次、多
专业、多方向的学科体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更拥有五十余名各民族优秀教师，他们不仅在专业
层面各领风骚，而且在相关专业理论方面颇有作为，并以教学科研推动教学实践，科研与实践互为表
里，相辅相成。本书所集之论文即为他们理性思考的结晶。论文虽有不成熟之处，然探讨之精神难能
可贵。有了这样的精神，一定能把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科越办越好。在文集即将付梓之际，以此为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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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舞蹈研究文集》内容简介：中央民族大学自1957年创办舞蹈训练班以来，舞蹈学科已走过了52
个年头。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先后培养出了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等不同学历层
次的大量人才，为我国民族舞蹈文化事业的兴盛、繁荣、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科，已拥有大学本科层次的表演、教育、编导三个专业，有硕士研究生层
次的民族舞蹈教育、民族舞蹈编导、民族舞蹈历史与理论三个研究方向，还有博士研究生层次的中国
少数民族艺术专业民族舞蹈方向，形成了多层次、多专业、多方向的学科体系。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
院更拥有五十余名各民族优秀教师，他们不仅在专业层面各领风骚，而且在相关专业理论方面颇有作
为，并以教学科研推动教学实践，科研与实践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本书所集之论文即为他们理性思
考的结晶。论文虽有不成熟之处，然探讨之精神难能可贵。有了这样的精神，一定能把中央民族大学
舞蹈学科越办越好。在文集即将付梓之际，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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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舞蹈理论研究篇试论“人体美”与“舞蹈美仪式中的舞蹈——萨满舞神秘、古朴而又深沉的纳西族舞
蹈编导与演员：舞蹈艺术的灵与肉藏族热巴舞论藏戏源流及其艺术特色论编舞家对音乐把握的差异土
家族摆手舞的审美意蕴析云南红河彝族舞蹈中江外、江内之区别云南红河“江外”彝族舞蹈中“反弦
”的艺术魅力试论苗族舞蹈的文化功能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文化对朝鲜乐舞文化的影响浅谈玉树“伊
”、“卓”的风格及区别论凉山彝族民间舞蹈的特点与发展让民族舞蹈之花生动绽放对中国古典舞重
心问题的探讨浅谈瑶族长鼓舞舞蹈教育篇论朝鲜族舞蹈教学的四个重要环节浅谈蒙古族舞蹈《奔腾》
在民族舞教学中的作用、试论芭蕾学生表演意识的培养对排除舞蹈翻腾技巧教学过程中厌学心理的初
探论技能技巧课的教学方法对如何提高舞蹈中专学生技能技巧教学的探讨谈民族民间舞教学体系的整
合性少数民族舞蹈学生与“特色教学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民问舞蹈教学方法的理性思考现代艺术教育的
教学法现代艺术教育在21世纪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浅谈编舞课程对古典舞表教专业学生的意
义舞蹈艺术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从共识到实践试论“舞蹈教育心理”在舞蹈基本功教学中的作用舞
蹈创作篇浅谈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作品的创作趋势维吾尔族舞蹈创作之我见藏族舞蹈创作如何保持民
族特质和独立品格谈藏族舞蹈《红河谷·序》的情、意、象关于民族民间舞蹈创作讨论舞蹈演员的二
度创作由点知面由表及里从结构出发舞蹈音乐研究篇朝鲜族舞蹈音乐“长短”与舞性浅谈“乐感”培
养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性论钢琴伴奏在民族民间舞中的作用试论舞蹈钢琴伴奏的“跨界”创新永远的
“龙船调论钢琴伴奏者在舞蹈伴奏中的能力培养舞蹈教学管理篇体会与思考舞蹈大学生所面临的机遇
与挑战舞蹈院系专职辅导员工作初探我校院系教学管理特点及优化措施心得篇如何有效地开展大学生
音乐欣赏课新疆采风印象记蒙古族民歌简论音乐与老年健康也谈两个《小城之春》浅析蒙古族男子群
舞《奔腾》灯光设计浅谈少数民族舞蹈专场应注意的几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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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理论上讲没有美的人体就不可能有美的舞蹈，因为舞蹈必须用人体来体现，不然不能称其为
舞蹈。所以“人体美”与“舞蹈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然不能把“人体美”与“舞蹈美”并论
，因为“人体美”是演员本身具备的形体条件，而“舞蹈美”的形象内容不只是演员本身具备的人体
美，它还包含着编导及演员外在的现实生活内容，经过内在心灵的过滤而又物态化的客观的舞蹈作品
中美的形象内容。所以说，所谓的“舞蹈美”就是用美的人体来体现的美的舞蹈形象，通过这一物化
手段，反映出人类社会实践的真、善、美，带给人们美的视觉感受。笔者认为“舞蹈美”包含着“动
态美”、“意蕴美”及“神韵美”，而这三种美都是通过人体语汇（即指用人体来体现的舞蹈语汇）
传达给人们，因此舞蹈作品如果没有“人体美”的升华过程就不可能达到“舞蹈美”的目的。第一，
“舞蹈美”中“动态美”指的是美的舞蹈动态。这里谈的舞蹈动态不是一般的舞蹈动作，而是美的舞
蹈形象的舞蹈动态。也就是说由舞蹈者精心提炼、加工、美化，并赋予了一定的情感色彩与内涵的舞
蹈动态。这种舞蹈动态的基础虽然是来自社会实践中人体的动态，但不是人体在普通生活中的动态，
而是倾注了编导者和舞蹈家审美理想的舞蹈动态。它是以虚拟、象征、写意、夸张、浓缩、扩大、变
形等方式处理而成的诗化的舞蹈动态，是充满了舞蹈家审美激情的舞蹈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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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族舞蹈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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