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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师范院校十二五系列规划教材：舞蹈基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思想性、教育性放在突出位置；针对幼儿师范院校学生的学习特点、
现阶段的认知水平、职业生涯发展目标和我国幼儿教师的培养目标，选择内容、设计体例，强调适宜
性与实用性。
 本教材全方位突出幼教特色，贴近实际；着眼于学生终身发展，把教育改革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操作
技能引入教材中；图文并茂，体例新颖，科学性、趣味性与养成性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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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古典芭蕾形成了特有的结构形式，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
、四人舞以及群舞等。
特别是双人舞依次分为“出场”“慢板舞”——由女主角运用扶举技巧一起表演；“变奏”——由男
女主角各自表演一段技巧性很高的舞蹈；“结尾”——由男女主角互相穿插表演，最终以合舞结束。
双人舞在芭蕾舞剧中是最富于表现力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的地位，是传达剧情、表达角色情感的有
力手段，往往是一部舞剧的精华所在。
芭蕾发展到高度成熟时，出现了《天鹅湖》这样的经典作品。
一些伟大的音乐家，如柴可夫斯基专为芭蕾舞剧创作过很多部音乐。
同时，在芭蕾的成熟过程中以表现理想故事和人物的浪漫芭蕾在题材和风格上占据了突出地位。
但是，传统的芭蕾在形式上的高度规范化和程式化，也在某些方面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变革。
到了20世纪初期，以现代舞为先锋的一些舞蹈派别极力对这种规范进行突击，随后又把新的观念和技
巧同传统芭蕾相结合，产生了现代芭蕾。
当代芭蕾舞坛上，古典芭蕾与现代芭蕾并驾齐驱，交相辉映，新的探索和创造仍在继续。
 芭蕾艺术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传人我国，但那时还仅限于少数人的范围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舞蹈工作者才有条件正规地、系统地向世界各国的优秀芭蕾艺术学习，成立
了专业的芭蕾舞剧团体，把世界优秀的芭蕾剧目介绍给我国的观众，并以芭蕾艺术形式创造了一批以
反映我国人民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剧目。
 （三）民间舞 民间舞，是历代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加工创造的，深为广大群众喜爱并在民间广泛流传
的舞蹈形式。
民间舞蹈和人民的生活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直接地反映着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及他们的思想
感情、理想和愿望。
由于各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历史、风俗习惯、自然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民间舞风格。
 中国民间舞是我国传统舞蹈艺术的根源。
风情醇厚、多彩多姿的中国民间舞蹈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世代生息演进，流传至今，以其绚丽的
风采深受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各国朋友的喜爱和珍视，被誉为“世界舞蹈宝藏中的瑰丽之花”。
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文明古国，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地理环
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特色，因而使中国民间舞形成样式之多、内容之广、风格之别、动律之异的鲜
明特色。
从具有原始图腾痕迹的模拟舞到具有原始遗风的祭祀舞，以至具有宗教色彩的寺院舞蹈或民间舞和庙
会、灯会、走会等集会上的舞蹈表演以及专职艺人的出现，并登上艺术性表演的舞台，中国民间舞成
为了中华民族形象的活的见证。
在辽阔的三江流域和松辽平原广大地区主要居住的是汉族，受其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形成种类繁
多、风格各异并具有地区特点的民间舞蹈，据统计有700余种。
其中北方规模较大，比较著名的有秧歌，如东北高跷秧歌，山东的鼓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阳秧歌号
称三大秧歌。
还有陕北秧歌、河北秧歌不下百余种，南方有采茶灯、莲花灯、云南灯、香山灯等各种名目的花灯，
种类繁多。
北方秧歌等各种民间舞蹈多具有粗犷苍劲、热情奔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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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师范院校"十二五"系列规划教材:舞蹈基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思想性、教育性放在突出位置；针对幼儿师范院校学生的学习特点、现阶
段的认知水平、职业生涯发展目标和我国幼儿教师的培养目标，选择内容、设计体例，强调适宜性与
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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