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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云霞，回族，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
学，2000年毕业于少数民族舞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班。
专业方向：民族舞蹈技术课程的实践教学与理论研究。主教芭蕾舞相关课程和中国古典舞相关课程，
兼教彝族舞蹈和排练课。20余年主教课程已贯穿15个年级，学生层次涵盖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中专生
。
主持完成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校级特色教材立项项目1项；主持2008年北京教改立项项目《民族舞蹈人
才技术能力课程的训练模式研究》；2009年10月主编出版《民族舞蹈技术技巧》一书。
在《民族教育研究》《思想战线》《舞蹈》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彝族舞蹈中“反弦”的艺术魅力
》等多篇学术论文。
在“桃李杯”舞蹈比赛中获“园丁奖”；在华北五省区市舞蹈比赛中获创作一等奖1项、指导奖5项；
在北京市舞蹈比赛中获创作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
曾代表国家出访美国、意大利、加拿大、埃及、伊拉克、阿联酋、塞浦路斯、韩国、日本等国及港澳
台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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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对风格的把握　　1.运用现代舞的思维方式　　要真正深入到现代舞的内核，学会运用现
代舞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在现代美学中，美不是衡量现代舞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所以，要学会
用现代舞宽泛的“美”的概念去思考、去观察，从自然中发现舞蹈、从人们的每种行为和每个动作中
发现舞蹈，这样才可以真正拥有现代舞者的视野。就如美国现代舞第三代大师保罗·泰勒说：“我们
缺少的不是动作，而是发现那些能为自己的目的出色服务的动作的眼睛。”现代舞课程必须培养学生
敏锐的观察力，启发和鼓励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为学生打开发现舞蹈的眼睛。　　2.把握好现代
舞的训练特点　　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中，要充分发挥现代舞的训练特点和训练优势，发挥现代
舞训练中独到的、其他训练体系中所缺少的训练特点。　　（1）“顺势”特点　　现代舞的顺势而
动是最基本的动作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制定课堂训练内容，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学生的运动潜力和舞
蹈天赋，让学生树立起自信心，从心底产生表现欲望，在主动训练中提高自身的表现力。　　气息的
顺：气息带动身体，气息带动动作，气息带动运动。气息的合理运用可以使舞者的运动体现出较高的
“质”感。　　发力的顺：在运动中借助动势发力、运用气息带动身体来发力，最终达到发力于无形
的动作境界。　　造型的顺：造型是“点”，运动是“线”，“点”是“线”的收缩和瞬间的静止，
是舞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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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书集  适合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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