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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艺术文化作为国家以及民族一项重要的文化符号,一直是国家及地方关注的重点,其中少

数民族舞蹈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成为高校舞蹈教育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了能够实现

民族多样化的发展,在当前阶段,亟需加强传承与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应当依托于教育活动这一有

效平台,在高校舞蹈教育中全面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以此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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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national art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national and local attention. Among them, minority dance, a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minority 

cultural el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 of danc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diversity, at the present stage,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minority cultures. Therefore, relying on the effective platform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minority dance culture in danc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realiz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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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舞蹈是中华民族舞蹈艺术

文化中的一颗奇珍,然而,在近些年中,

由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致使许多的

少数民族舞蹈在传承方面出现了瓶颈和

困难,为此,相关负责人可以将少数民族

舞蹈和高校舞蹈教育进行有机融合,借助

两者的有机互动来收获双赢,以此将少数

民族舞蹈更好地传承下来,也能够更好地

促进高校舞蹈教育全面有序的发展。 

1 在高校舞蹈教育中传承少数

民族舞蹈的必要性阐述 

1.1传统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和传承

的需要 

近些年,在地方和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建设和保护工作深入实施的背景

之下,少数民族舞蹈在某种程度上也得

到全面的保护、展示、挖掘,这一工作

进展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对一门优秀

的传统文化而言,“人”是传承最为关

键的要素,并且只有当人类主体认可和

喜欢这一舞蹈形式,并具有相应技能和

知识的“人”,才能够从本质上保障少

数民族舞蹈的发展与全面继承[1]。地方

高校的舞蹈、音乐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都具备专业的技能和知识,这也就成为

了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舞蹈最佳人选,

当然,也只有构建高素质的地方、高校

师生人才队伍,才能够助力于少数民族

可持续性的发展。 

1.2高校学生个人发展和就业的现

实需要 

随着高校毕业人数的增加,学生就

业难的问题成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该

问题的出现,不仅和社会大环境因素有

关,和学生自身能力和素质也有密切的

关联。虽然多数的高校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能够掌握丰富的舞蹈知识以及表演技

能,然而,在面临十分激烈的就业竞争时,

很难占有优势,这也就加剧了就业难的

现象。反之,若是高校学生具有特殊的少

数民族舞蹈技能和知识,则会在就业竞

争中占有先机。非遗文化、少数民族文

化的大力发展,为高校学生带来新的、更

为广泛的就业机遇,因此,高校应当开设

蕴含少数民族舞蹈文化的特色课程,借

助少数民族舞蹈来积极拓展学生的舞蹈

能力和舞蹈知识,以此满足高校学生未

来个人发展的需求,并为高校学生解决

好就业难的问题。 

1.3高校舞蹈教育转型和发展的切

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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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早在2015年就出台了专项意

见,倡导地方高校应当朝着应用型的方

向发展。可见,在高校舞蹈教育中发展和

继承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我国由高等教

育大国迈进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命题,

同时也是高校赖以发展和生存的迫切现

实需要。把少数民族舞蹈和高校舞蹈教

育进行有效融合,能够发挥出高效治理

和人才的教育优势,从而培养出更多新

时代的应用型人才,这也能够为发展和

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此种融合方式也成为了高校服务于地方

发展一项重要的表现,也成为了高校转

型发展必由之路[2]。 

2 传承少数民族舞蹈价值 

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步和发展

的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地

理环境,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丰富多彩

的少数民族歌舞文化,并在其中展现出

少数民族对风俗、文化、生活的不同阐

述,对中外乐舞文化交流和传播,对加强

经济发展、民族团结都发挥出了独特且

重要的作用,也做出卓越的贡献,有着

不可磨灭的文化作用与价值[3]。少数民

族舞蹈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极具民族特

色,承载着鲜明的民族历史文化,因而,

这也是少数民族舞蹈传承发展的历史

意义所在。 

3 在高校舞蹈教育中传承少数

民族舞蹈的策略分析 

3.1落实民族文化理念,积极优化高

校舞蹈课程 

少数民族舞蹈艺术文化是在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特殊艺

术表现形式,是优秀的文化遗产。少数民

族文化在汇集民族凝聚力、丰富文化生

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

在外来文化“入侵”步伐加快的情况下,

高校舞蹈教育应当在教学活动中积极落

实民族文化理念,承担起传承和发展少

数民族舞蹈文化重要的责任。在高校舞

蹈教育课程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应当结

合学校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舞蹈师资力

量,为学生开设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的选

修课程,以此实现在舞蹈教育中更好地

学习和传承少数民族舞蹈。 

例如,高校教师在开展少数民族舞

蹈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的

发展需要,为其适当融入一些国际性舞

蹈,像爵士舞,把新的舞蹈时尚元素与少

数民族舞蹈进行有机融合,并且在传承

少数民族舞蹈的基础上,使其焕发新的

发展活力,让少数民族舞蹈更加符合新

时代的发展潮流。不仅如此,在高校的舞

蹈教育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加强学生

对优秀少数民族舞蹈文化传承的理念,

把少数民族舞蹈和舞蹈教育有效结合,

使高校学生充分的了解和学习少数民族

特色文化,并结合不同民族文化特色,深

入实现民族文化地传承[4]。此外,一线的

高校舞蹈教育从业者应当积极探索出

更为科学的舞蹈教育形式,让学生充分

的感受到少数民族舞蹈的艺术魅力,使

学生充分的吸收民族舞蹈文化中的精

髓,从而在提升高校学生综合素养的基

础上,助力于学生更好地传承少数民族

舞蹈文化。 

3.2改革舞蹈教育形式,努力提升民

族舞蹈教育成效 

课堂是实践教育教学主要的场所,

同时也是学生汲取营养、学习知识的有

效平台。若是想要在高校舞蹈教育中更

好地传承少数民族舞蹈,教师应当学会

依托于课堂这一良好平台,全面改革舞

蹈教育形式,让高校学生学习和接受

更为系统化、规范化的少数民族舞蹈

艺术[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高

校学生中,大多数都是在电子产品陪伴

下学习和成长的,因此,学生会对有趣新

颖的事物较为感兴趣,且学生的想法更

为新奇,眼界更为开阔,这更要求高校教

师应当创新教学形式,用更为开放的课

堂环境开展对少数民族舞蹈的教学活动,

使学生真正领悟到少数民族舞蹈的魅力

与内涵。 

例如,当高校学生在学习傣族舞这

一少数民族舞蹈时,教师首先可以为其

讲解傣族人民生活状态、风俗习惯、舞

蹈动作技巧,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则可以

利用多媒体为其播放相关的视频资料,

使学生充分的了解傣族文化,激发出学

生对傣族舞学习的兴趣。之后,教师则可

以借助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相关的舞蹈视

频,使学生进一步地领略傣族孔雀舞的

无穷魅力。在这一基础上,高校舞蹈教

师可以再借助放大、暂停多媒体,视频

等操作手法,根据图片为学生讲解傣族

舞体态、坐姿、身孕、手位等特点,从

而增加少数舞蹈教学的形象性和趣味

性,使高校学生更好地掌握与理解少数

民族舞蹈知识,从而全面继承少数民族

舞蹈文化。 

3.3依托教学评价机制,深入落实少

数民族舞蹈教学 

将少数民族舞蹈融入到高校舞蹈教

育之后,高校的舞蹈教育工作者应当依

照少数民族舞蹈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

不断完善教学评价机制,以此及时发现

和分析少数民族舞蹈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从而为教育工作者完善教育路径提供依

据,为深入落实少数民族舞蹈教学奠定

基础。 

例如,高校一方面应当构建完善的

少数民族舞蹈教育评价体系,对学生在

学习和继承少数民族舞蹈中的学习成

效、表现,以及舞蹈教师所具备的少数民

族舞蹈专业素养、教学能力等进行评价,

在对这两项考察内容细化的前提下,对

高校舞蹈教育评价指标进行积极完善与

构建,从而为少数民族舞蹈教学和发展

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高校应当推动

舞蹈教学评价主体多元化的发展,无论

是对高校舞蹈学习成效亦或是舞蹈教师

教学能力评价的过程中,都应当重视学

生主体作用,可以通过引导高校学生开

展评价活动、学生互评、自我评价等形

式,充分地发挥出学生在评价少数民族

舞蹈教学的能动性,以此保障高校学生

可以意识到舞蹈教学目标和学习间的差

距,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能够更好激发高

校学生学习和继承少数民族舞蹈文化。

此外,高校应当引导和鼓励少数民族舞

蹈艺人实际参与到高校舞蹈教育评价之

中,进一步促使教育评价呈现出更加专

业化的教学特点,以此科学、全面反映出

少数民族舞蹈融入高校舞蹈教育中的工

作成效,推动少数民族舞蹈于高校舞蹈

教育中地全面落实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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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加强舞蹈教学实践,丰富少数民

族舞蹈教学资源 

舞蹈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不仅

需要高校学生刻苦训练,也需要高校学

生在深入了解发展历程的同时,开展相

关的舞蹈实践,尤其是少数民族舞蹈文

化。若是想要充分的展现出少数民族舞

蹈的文化价值,高校教师需要深入研究

不同少数民族舞蹈的形式和内容,并组

织学生开展相关的实践活动,使学生在

身临其境了解和学习少数民族风情和

特色,结合不同的少数民族舞蹈开展考

察活动,借助这样的形式,使学生对少

数民族舞蹈根源、历史背景、发展历程

有初步地了解,领略少数民族舞蹈中的

文化精髓,并为之后的创新和传承做好

准备。 

例如,高校教师可以定期地组织学

生进行采风活动,借助采风这一直接有

效的学习方式了解少数民族文化,深入

到少数民族中,了解当地人的生活环境、

人文风俗、生活习惯,还可以鼓励学生通

过拜访当地的民间艺人来了解当地少数

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舞蹈形式,通过采访

传承人,真正理解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本

真。当学生在采风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引

导学生做好详细地记录,并鼓励学生及

时梳理和整合相关的材料。除此之外,

作为高校舞蹈教师,应当结合少数民族

舞蹈即兴的特点,在舞蹈学习中引导学

生进行即兴的舞蹈创造活动,有意识地

在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作意识,让

学生更为清晰的理解少数民族舞蹈中的

创作灵感,让学生利用从活动中所了解

的少数民族文化知识及舞蹈技能,发挥

自身的想象能力,进行少数民族舞蹈的

创编活动,并且在尊重和还原该少数民

族舞蹈形式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其舞蹈

形式的再发展与再创新[6]。学生在这一

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培养和发展自身的

文化传承意识,为学生传承优秀的少数

民族舞蹈艺术构造起有效的平台,以此

实现少数民族舞蹈及高校舞蹈教育教学

的良好发展。 

4 结束语 

简而言之,少数民族舞蹈作为人类

漫长文明发展中最全面、最早的艺术形

式,在创造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极具特

色的民族文化,即具有传承和弘扬的文

化价值。在现代高校舞蹈教育中,教育工

作者应当意识到,少数民族舞蹈重要的

教育意义,在实践教育中,应当将民族舞

蹈文化传承放到首位,只有这样,优秀的

少数民族舞蹈才有出路,才能在市场经

济中保持特有的民族特色,才能够实现

更好的发展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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