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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间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记录了中国民间舞系现行的民间舞基础教学内容。
本书包括：东北秧歌舞蹈（基础）训练教材；藏族舞蹈（基础）训练教材；云南花灯舞蹈（基础）训
练教材；蒙古族舞蹈（基础）训练教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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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俗、语言系属、宗教信仰、劳动
方式等诸因素的不同，我国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分别采用了中国音乐体系；欧洲音乐体系；波斯——阿
拉伯音乐体系。
其中汉族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采用中国音乐体系。
中国音乐体系的音乐与西方音乐有很大的差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充满着即兴性与灵活性。
中国民间舞蹈音乐的调式、旋律、节拍和节奏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中国音乐的特征。
    中国民间舞蹈音乐的调式多为宫、商、角、徵、羽五声调式或以五声为骨干的六声、七声调式。
    中国民间舞蹈音乐的旋律大量的运用“带腔的音”(音腔)，所谓“带腔的音”即指音乐演奏过程中
，音高、力度、音色的种种变化。
    中国民间舞蹈音乐的节拍多样(特别是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更为丰富)，节拍的重音不一定
在每小节的第一拍，灵活多变，每小节的拍数也有很大的灵活性，与舞蹈的动作相协调。
节奏有伸缩性，不是四平八稳。
    同样一首乐曲，用不同的伴奏形式演奏，音响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
在中国民间，伴奏形式十分丰富，有的以民族民间的管弦乐器为主，有的以打击乐器为主，乐队编制
可随条件而有所增减，有时甚至只有一个鼓也可以伴奏得很来劲。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课堂中，建校近半个世纪以来，主要是小型民族乐队伴奏或鼓伴奏，有时也用钢琴
伴奏等其他形式。
钢琴伴奏的和声、织体都很丰富，立体感强，一人即可代替一个乐队，但民族风味毕竟差些，其主要
原因在于钢琴的音与音之间有“裂痕”，不能演奏音腔。
用中国民族乐器演奏之所以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旋律中的音腔起着特殊的作用。
中国乐器的音腔主要是通过“吟、揉、绰、注”等演奏手法来实现的。
“吟”和“揉”使音产生各种类型的音波，“绰、注”主要是滑音效果，“绰”是由低向高滑，“注
”是由高往低滑。
拉弦乐器因没有音品，可以自由地上滑或下滑，又能演奏各种类型的揉弦、压弦，演奏音腔极为方便
；弹拨乐器也可演奏吟、揉、推、拉而形成音腔；中国民族吹管乐器与西洋管乐器不同，一般不加键
子，演奏话音也很容易。
书摘1②-5  第二排重复第三排①-5动作，第三排继续做划圆动律，第一排继续压脚跟。
③-5  第一排重复第三排①-5动作，第二、三排继续划圆动律。
④-5  全体做蹲裆步压脚跟，划圆动律四次。
⑤-8  蹲裆步压脚跟，向后划圆动律八次。
⑥-2  左脚小跳落地半蹲，同时上右脚双破花左转一圈。
3-4  重复⑥一2动作，手做小五花。
5-8  体对8方向，大八字步双护头压脚跟，前后动律两次。
⑦-8  重复⑥5—8动作，做四次。
⑧-4重复⑥一4动作。
5-8  大八字步双叉腰压脚跟，前后动律四次。
⑨-4  体对8方向，继续压脚跟，右单臂花(先向里)，两慢三快。
5-8  先向外的右单臂花，其他同前四拍。
⑩-4  并右脚成体对1方向正步压脚跟，左单臂花(先向外)，两慢三快。
5-8  左单臂花(先向里)，其他同前四拍。
⑩-2  正步，双臂花三次。
3-4  右脚起前踢步双臂花两次。
5-6  正步，双臂花三次。
7-8  左脚起的踢步双臂花两次。
⑩-8  正步屈膝双臂花八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舞教材与教法>>

⑩-8  正步压脚跟，交替花自小到大十六次。
⑩-2  左脚旁迈成大八字步，体对8方向，大交替花两次。
3-4  撤两步上两步，手做交替花。
5-8  重复前四拍动作．⑩-4  大八字步压脚跟，大交替花四次。
5-8  大八字步压脚跟，大交替双花四次。
⑩-4  左转身体对2方向，小燕展翅前后动律四次。
5-6  撤左脚踏步，向右小燕展翅．7-8  撒右脚踏步，向左小燕展翅。
⑩-8  体对3方向，一跨一踢四次。
⑩-8  啷当步四次。
四人一组向右绕一圈。
⑩-4  啷当步两次，四人一组向右绕一圈。
5-8  转身体对5方向，走场步八步，向台后走成三排．⑩-8  转身体对l方向，别步后退缠头花八次。
⑦-4  第三排拉腿蹭步搭肩花，两慢三快，前行至第一排前。
第一、二排原位别步下捅花。
  第三章  云南花灯舞蹈(基础)训练教材    概    述        云南花灯是在云南汉族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民间歌
舞，它既是云南地方戏曲花灯剧种中剐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凡有花灯音乐的地方就
有花灯舞蹈。
其风格是：纯朴自然舒展明快，并具有载歌载舞的表演特色，乡土气息浓厚。
因花灯地处云南，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刷当频繁，故而南方各民族歌舞文化在花灯中表现得相当鲜明．
“崴”是云南花灯舞蹈的基本动律，也是花灯舞蹈的主要特点。
        云南花灯具有载歌载舞的表演特点，是与花灯音乐密切相关的，花灯的音乐大多属于小调。
轻快而动感性强，只要音乐一响，舞者即会随之崴动。
而从崴动的规律上看，又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是活泼跳荡的，有的是悠然荡漾的。
花灯音乐犹如四季如春、繁花似锦的云南风光，陶冶人们的性情，也选择了自己的艺术审美形式。
云南花灯中的“崴”，虽然多姿多彩，如小崴、正崴、反崴。
但它在动律上不做花巧、造作、扭捏．更没有高超的技巧，全然是自然平衡的摆动所产生的流蛹美感
。
        从训练的角度上看，小崴、正崴、反崴是我们教材的主要内容，没有崴就没有云南花灯。
崴就是以躯干为主要的运动部位，是连续不断的横向移动或上下的崴动．跟其他动律有共同的运动方
式一样，崴动的根源是在脚下，从脚的踏步到膝部的崴动，它是上下兼有左右的运动走向。
这一动势带动了胯部以及上身的左右弧线悠摆，在汉族的歌舞中形成一种独特的动感形象。
        动作的全过程需要胯、腰、肋三个部位都在松弛的状态下运动，以此协调其他各部位的运动，如
臂、颈及至道具，都是在流畅的悠动中进行的，重点我们突出的是胯部的松弛和解放，突出的是左右
的摇摆中一定兼有上下的弧线运动。
        此套教材以小崴、正崴、反崴、跳颠崴四条纵线，配合各种扇花展开训练步骤。
训练是从小删开始的，强调由膝部的左右兼有上下的动势带动胯部的运动，在一种“自由状态”的小
崴基础之上再进行正崴以及反崴的训练，从单一动律人手，分解练习，由局部到整体再进行综合训练
。
训练特点；        1．每一节的单一训练部分均是同一动律的不同动作及方位的有机组合，突出体现较强
的动律风格。
强调崴动在流畅连贯的基础上要有韵味。
        2．每一节的综合训练部分，要有意识将民间特有的队形纳入课堂训练，使学生在流动队形中去体
会和营造一种广场民间舞的氛围，并在流动中深化对动律风格的把握。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民间舞教材与教法>>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由学校系统施教而有别于传统师徒相授的新型艺术教育，在我国肇始于晚清的新式学堂。
而进入民国后于1918年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则可视为中国专业艺术教育发轫的标志。
时至1927年于杭州设立国立艺术院，1928年于上海设立国立音乐院，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始初具雏形
。
但在本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的专业艺术教育发展一直处在艰难跋涉之中。
以蔡元培、萧友梅、林风眠、欧阳予倩、萧长华、戴爱莲等一批先贤仁人，为开创音乐、美术、戏剧
、戏曲、舞蹈等领域的专业教育，筚路蓝缕、胼手胝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专业艺术教育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1949年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伊始，即着手建立我国高等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将以往音乐、美术、
戏剧专业教育中的大学专科，提高到了大学本科层次。
当时列为中专的戏曲、舞蹈专业教育，也于八十年代前后逐一升格为大专或本科。
并且自七十年代末起，在高等艺术院校中陆续开始了硕士、博士的研究生学历培养。
迄今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大学本科为基础，前伸附中或中专，后延至研究生学历的完整的专业艺术
教育体系，以及在大陆拥有30所高等艺术院校，123所中等艺术学校的可观的办学规模。
    近一个世纪伴随我国专业艺术教育体系创立、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与之相应的中西结合、系统科学
的规范性专业艺术教材体系，成了几代艺术教育家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我国艺术教育家们为此已进行了辛勤探索，有了极为丰厚的积累，只是尚欠系
统的话，那么在五十年代全国编制各艺术专业课程教学方案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于1962年全国文科
教材会议之后，国家已有条件部署各项艺术专业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开始付诸实施。
可惜由于接踵而来十年“文革”动乱的破坏，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新时期专业艺术教育的迅猛发展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等艺术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教育部提出的面向2l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计划的实施以及新
一轮本科专业目录的修订、教学方案的制订颁发都为高等艺术院校本科教材的系统建设提供了契机和
必要的条件，恰逢此时，部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于1994年发起、酝酿“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教材
编写、出版。
这提议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
1995年文化部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决定把涵盖各艺术门类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编写与出版列
为部专业艺术教材建设的重点，并于1996年率先召开美术卷论证会，成立该分卷编委会；1997年又正
式成立了“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总编委会，以及音乐、美术、戏剧、戏曲、舞蹈各卷的分编委会。
为了保证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组建了出版工作小组。
    在世纪之交编写、出版的“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是依据文化部1995年颁发的《全国高等艺术院校
本科专业教学方案》，以专业艺术本科教育为主，兼顾普通艺术教育的系统教材。
在内容上，“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既是本世纪中国专业艺术教育优秀成果的总体展示，又充分考虑到
了培养下一世纪合格艺术人才在教育内容上不断拓展的需要。
因此，“大系”于整体结构上，一方面确定了5卷共计77种98册基本教材于2000年出版齐全的计划；另
一方面，为这套教材具有前瞻性和开放性，对于在21世纪专业艺术教育发展过程中，随教学课程体系
改革、专业学科更新而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新的教学成果，也将陆续纳入“大系”范围予以编写出版。
    在教材中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派艺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说过：“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
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的东西，一定
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44页)。
对此我认为对西方现代派艺术也需要加以具体分析。
一方面应该看到，从19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兴起的种种现代派艺术思潮，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们的思想内核到美学观一一进行分析、鉴别和批评扬弃，绝对不能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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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推崇追随；另一方面，伴随西方现代艺术共生的种种拓展了的艺术表现形式、方法和手段，则是可
能也应当为我所用的，鉴此，前者的任务由“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中的《艺术概论》来完成，而后者
则结合各门类艺术的具体技法教程来分别加以介绍。
    作为文化部“九五”规划的重点工程，拟向全国推荐使用的专业艺术教育的教材，“大系”的编写
集中了文化部直属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被称为“国家队”院校的各学科领头
人，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在相关学科的翘楚俊杰，计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数百人
。
同时，这些教材都是经过了长期或至少几轮的教学实践检验，从内容到方法均已被证明行之有效，并
且比较稳定、完善的优秀教材，其中已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教材的有9种，部级重点教材19种。
况且，这些教材在交付出版之前，均经过各院校学术委员会、“大系”各分卷编委会以及总编委的三
级审读。
可以相信，“大系”的所有教材，足以代表当今中国专业艺术教学成果的最高水平；也有理由预见，
它对中国规范今后的专业艺术教育，包括普通艺术教育，将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中国艺术教育大系”的工作得到了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方面的高度重视。
在此谨代表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学者和全体参与组织工作的有关人员，对上述领导部门，特别是联合
出版“大系”的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致以崇高的谢意!教育部艺术
教育委员会主任  “中国艺术教育大系”总编    1998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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