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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舞蹈入门与训练》主要内容包括：中国舞蹈基础知识、中国舞蹈发展简介、中国舞蹈的特点、作用
与种类、中国舞蹈教学常用的术语、芭蕾形体训练、地面辅助训练、把上训练、中间训练、素质训练
、中国舞蹈彩体训练、形体训练的意义、身体各部位的基本形态与位置、形体训练的主要内容、示例
练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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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公兰英，女，河西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1987年毕业于西北师大，1997～1998年进修于北京舞蹈学院
，主要从事舞蹈课程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
所授“民族民间舞蹈”课，荣获河西学院第七届“教学优秀奖”；2005年荣获甘肃省第一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优秀指导教师。
有数篇论文在国家级、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编排的舞蹈作品多次获省、校级奖，主持、参与省级、校
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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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节云南花灯 一、云南花灯简介 云南花灯是云南省的汉族民间歌舞。
它以清新、秀美、富有悠然荡漾感而独树一帜。
 云南花灯虽产生于我国的边陲，但其舞蹈特色却能明显看到中原及南方其他省区舞蹈文化的影响，如
江南水乡舞蹈的柔美荡漾，中原道具舞、狮子灯、龙灯、蚌壳灯、虾灯、旱船的情趣追求。
同时云南花灯还溶进了当地少数民族舞蹈的动作。
彝族舞蹈踩跷中的曲伸，就在云南花灯中得以巧妙溶入。
 传统的云南花灯表演，演出前演员一般均是走乡串街，热闹一番。
到达演出地点先跳“秧老鼓”作为开场戏召唤观众。
待人集中后跳“团场”（集体花灯歌舞），场子拉开后才顺演花灯歌舞或小戏。
演出中一般有这样几种形式：一是只舞不唱的纯舞，如“秧老鼓”、“霸王鞭”；二是又唱又跳无情
节的情绪歌舞（这是花灯舞蹈的主要部分），属“团场”性质。
“团场”又称“连湘”、“拉花”。
这类舞蹈的唱词与舞蹈无关，多唱时令和历史故事。
一般为集体歌舞；三是有情节的歌舞小戏，但仍以歌舞为主，如“大茶山”、“玉约瓶”、“刘成看
菜”；四是道具舞蹈，如“鱼灯”、“虾灯”、“蚌壳灯”等。
 云南花灯除个别情况徒手外，一般都有道具，使用最多的就是扇子、手绢，这一点与其他秧歌舞蹈一
样。
舞蹈中的扇花、崴动更是独有其味，二者构成云南花灯有别于其他汉族秧歌舞蹈的主要标志。
 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对形象的观察力、记忆力和表现力，神形兼备。
 2.用自己喜爱的表现方式表现舞蹈者的姿态。
 3.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情怀。
 教学要求 动作规格正确，方位准确，呼吸流畅，姿态优美协调。
 教学重点难点 感受舞蹈的快乐，用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心感悟动作，并表达自己的情怀。
 主要讲授内容 学习“基本体态和动律” 崴，是云南花灯最基本的动律，就其动势可分为正反两种（
即手臂与腰胯崴动顺与不顺的关系，顺为正崴，不顺为反崴）按动律划分教学上习惯为小崴、正崴和
反崴三种。
 1.小崴：是崴中最基本的动律，带有朴素的生活气息，有优雅别致的特点，动作时，双膝在自然略屈
的基础上，划出一个小的上弧线，一膝靠另一膝的重心移动而形成。
因小崴节奏较快，在腰、胯、肋三部分中胯部崴动明显，但小崴的主动在膝关节而不是胯。
 2.正崴：是经主力腿的弯曲，在动力腿落地移动重心的同时，形成了明显的自下而上的动力，促成了
胯、腰、肋三部分成弓背形向上崴动。
动律与小崴相反，它是经过一个下弧线，有明显向上的特点。
3.反崴：动律主要特点在上身（胸）平行横移，迈步经过主力腿弯曲，在较短促的时间内变化重心，
它强调横移的上身及上下肢动作拉长到尽头，形成流动中的三道弯。
 云南花灯常用的脚位：正步、踏步、大丁字步（男）。
常用的手位：体旁扇、耳旁扇、头上扇、胸前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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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舞蹈入门与训练》是我二十多年来舞蹈教学实践的总结，书中汇集了舞蹈理论、芭蕾基训、中国民
族民间舞蹈教学组合、中外舞蹈作品赏析及少儿舞蹈编导知识。
《舞蹈入门与训练》通过河西学院音乐学院、教育学院及全校舞蹈选修课学生教材的使用后得到了一
致好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舞蹈入门与训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