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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教材丛书：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宏观地着眼于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方法
的探索，分上下篇：介绍了教学方法综述、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教师的能力、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设计
，以及中国民族民间舞课程设计、中国民族民间舞田野作业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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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志涛，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间舞系统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舞蹈家协会教学学会委员，北
京舞蹈家协会理事，北京舞蹈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创办全国艺术院校“桃李杯”舞蹈比赛，连续七年担任主要策划和组织者；创建中国民间
舞学科及民间舞系，任首届系主任；1994年由于突出贡献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借聘到广东舞蹈
学校任校长，2000年申办国家级重点中专列为入选学校。
曾主编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重点教材、中国艺术教育大系·舞蹈卷《中国民间舞教材与教法
》。
获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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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设计的操作方案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设计进入到具体
施教方案的设计、操作阶段时，教师需要考虑如何依据教学大纲，围绕一定的教学目标并针对具体的
教学对象设计出优质高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案。
在这一具体的操作阶段中，教师需要切实做好以下四个环节的工作： 一、中国民族民间舞规范教材的
解读 做好教材的解读工作是民间舞教师有效进行课堂教学的基础，也是教师进行备课的首要环节。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的解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对书面文字的动态解读，另一种是对民间音乐简谱的
视唱解读。
在民间舞教学中，教师通过这两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把文字记载的舞蹈动作还原为一种动态显现，另
一方面也使教师对课堂伴奏的民间音乐有了深刻的把握。
这是民间舞教师准备课堂教学时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对中国民族民间舞书面教材的动态解读 对书面文字进行动态解读，就是指将各种权威性的文
献资料（例如中国艺术教育大系舞蹈卷中的《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与教法》）中文字记载的教材通过
动态的形式转译出来。
对文字进行动态解读，要求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师按照文献中所记载的教学组合顺序，以元素一短句一
综合组合（即我们常说的点、线、面）这样的模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进行教材解读。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民族民问舞教师要对文献资料中所记载的内容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从形式上读
懂，二是要以身体动态的方式予以准确掌握，三是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根据本阶段的教学目的、教
学对象的特点，对教材进行重新分析与再认知，进而达到对教材进行改进与创新的目的，使之更适合
完成本阶段的教学任务。
 （二）对中国民族民间舞伴奏音乐的视唱解读 对民间音乐的视唱解读，就是指将文献资料中所记载
的民间音乐简谱视唱出来，并掌握该舞种的基本节奏型，以便为解读出来的舞蹈组合伴奏。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师在解读中要注意音乐与动作的和谐，以及音乐与舞蹈动作呼吸用力的时间关系（
例如是重拍起还是弱拍起），还要注意音乐中传达的民族审美情调与舞蹈的动态审美特征之间的相互
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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