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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学成果报告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成果简介    

中国民族民间舞拔尖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学过程中的各类艺术

实践活动，构建以“⽂文化浸润”为核⼼心理念、以⽂文化创新能⼒力为培养

⺫⽬目标的教学实践体系，是培养中国民族民间舞拔尖⼈人才的重要⼿手段，

也是本成果在施⾏行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在传统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学实践偏重对艺术

技能的训练，而在文化观念的养成、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

相对比较薄弱。本成果对已有的教学实践机制进行革新，将“文化浸

润”的理念贯彻全过程，通过搭建文化体验、技能训练、艺术展示和

创作交流等相互贯通、彼此促进的教学实践平台，构建了“⽥田野体验

-技能提炼-艺术呈现-⽂文化反思-再次⽥田野体验”的循环式机制，在学

生的文化感知力和艺术创新力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成果应用以

来不仅增强了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人才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也在国内

外拓展、中华传统舞蹈文化影响力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明确“⽂文化浸润”为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传统

舞蹈人才培养强调专业技能的训练，而对舞蹈教育的层次意识相对薄

弱。在中等舞蹈职业教育已经为学生提供良好专业技能的基础上，本

成果强调在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中舞蹈作为文化载体这一重要

认知。在观念上帮助学生树立符合国家民族与事业发展的文化观，在

思维上培养学生勾连贯通式的立体思维，在能力上强化学生自我培养

与不断拓展的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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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课程体系与实践能⼒力在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中的内在

关联。在传统的舞蹈教育中，技能训练课程与实践能力之间存在一定

的分离，前者着重完成技能训练，后者强调与文化相联的体悟与创意。

本成果通过将“文化浸润”的理念渗透到技术技能培养与舞台艺术实

践的各个环节，内在地贯穿从技术能力到文化体悟，再到艺术呈现的

全过程，全面提升技能性课程、文化传习课程、艺术实践课程之间的

内在关联度。 

树⽴立“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目标。传统的舞蹈人才培养方案中，着重强化的是“高、精、

尖”的专业技术能力，而对学生的自我培养、自我拓展能力关注不够。

本成果以课堂内外多维度的艺术实践为手段，鼓励与引导学生拓宽文

化视野，形成自我反思、自我修正、自我督促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

自我完善与自我更新，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搭建“层层递进”的四种艺术实践平台，建构教学实践的保障

机制 

    为增强各类艺术实践活动的内在关联度，搭建四类艺术实践平台，

分别从文化浸润、技术开发、基础提升和艺术创新的不同角度，层层

推动专业教学的发展。 

  “传统乐舞传承与保护平台”——⽂文化浸润。在全国 56 个民族挑

选丰富多彩、饱含民族特色和韵味原汁原味的传统舞蹈，突出中华传

统乐舞中“歌舞乐”一体的表演特色，在表演实践为学生搭建对传统

文化的体验平台。首台《沉香》于 2014 年在北京舞蹈学院新剧场推

出，轰动全国，随后前往国家大剧院、北京保利剧院及全国各地巡演，

并引起全国范围的学术研讨，掀起弘扬、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潮，

使人们去关注优秀的传统乐舞，并且思考如何看待传统以及传统乐舞

走上舞台化的过程。此后，分别于 2015 年推出《沉香贰》，2016 年

推出《沉香叁》，2017 年推出《沉香肆》，在国内外的演出交流中

均取得较好的反响。 

 

  “⻛风格、技能训练提升平台”——技术开发。以各民族舞蹈风格为

基础，探索与开发技能训练的新方法，通过课堂训练与自主选择，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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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更加丰富、多元和个性化的训练平台。从 2013 年开始至 2018 年 4

月，共举办五届中国民族在民间舞技术技巧大赛，节目由学生表演为

主体，教师为指导进行。 

 

  “年度实践演出及毕业表演平台”——基础提升。年度实践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主题表演实践，体现班级一整年的学习成果；毕业演出综

合考察表演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情况与艺术表达能力。二者合力，搭

建艺术实践的展示平台。从 2010 年起至 2018 年，每年陆续保留了班

级年度实践演出以及班级毕业晚会的专场演出，效果良好。 

 

  “艺术作品创作平台”——艺术创新。鼓励师生应用课堂所学知识

进行发展创新，鼓励新作品的研发与交流，为师生提供艺术作品实验

的交流平台。从 2012 年起，先后举办了《大美不言少数民族舞蹈专

场》《大美不言汉族舞蹈专场》《2015 年大美不言中国民族民间舞

专场》《2016 年大美不言中国民族在民间舞专场》以及《2017 年大

美不言中国民族民间舞专场》演出，每年的专场晚会中所演出节目，

保证 100%由全系师生创作新节目，互动活跃，效果反响良好。 

 
 

（2）探索多维的实践⽅方法，提升学⽣生综合能⼒力 

四大艺术实践平台 

【风格、技能训练提升平
台】 

1、中国
民族民
间舞技
术技巧
大赛 

2、中国
民族民
间舞新
剧目展
演 

3、中国
民族民
间舞系
拔尖人
才展演 

【传统
乐舞传
承与保
护平
台】 

《沉香》
系列演
出 

【艺术
作品创
作平
台】 

《大美
不言》
系列演
出 

【年度实践演出
及毕业表演平

台】 

班级年
度实践
演出 

毕业班
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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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调查：通过深入接触不同文化、不同地域背景的族群，以舞

蹈的方式体验与认知丰富、多样的文化结构，从舞蹈形态入手，建立

学生的研究者意识和视角，使其形成文化责任感与使命感，并在此过

程中培养与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和问题意识。 

    民俗再现：通过创建学生社团“源味儿工社”，举办系列性的校

园民俗节日体验活动，包括民族歌舞表演、民俗生活场景展示、民族

美食制作、民族服饰展览、乐趣互动等。以校园为背景的情景再现是

一种体验式教学实践，一方面使得学生们直观地感受与把握传统社会

与当代社会结构之间的差异，明确认知特定文化空间与传统舞蹈形式

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通过将相关的文化氛围带入城市中的校园环境，

更加广泛地展示与传播传统舞蹈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责

任感与使命感。 

    社会追踪：通过对 1984 至 2014 届毕业生的社会追踪，对毕业生

的就业去向、职业选择与发展前景等进行综合采样分析，不断查找问

题，以此为依据逆向反思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的合理性，持续检验现

有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的延展性效果，同时为后续进一步完善人才培

养机制提供客观、准确的参考依据。 

    信息传播：通过建立学生宣传社，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给予引导，

渗透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理念，培养学生信息调研与传播的能力。 

 

3.成果的创新点  

   （1）观念创新：调整与补足以专业技能训练为主的教学理念，形

成以“⽂文化浸润”为核⼼心的中国民族民间舞⼈人才培养理念。明确中国

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备认知、

体验、继承、创新等综合能力的艺术人才。强调人才培养过程中对于

文化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特别是树立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2）机制创新：调整与完善“广场-课堂-舞台”的线性教学机制，

建立“⽥田野体验-技能提炼-艺术呈现-⽂文化反思-再次⽥田野体验”的循

环式教学实践机制。为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构建一种螺旋上升式

的教学轨迹，使其得以从高等教育范围进一部扩散延展，贯穿至本专

业学生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持续发挥人才培养的功能和效果。 

   （3）平台创新：调整与丰富传统艺术实践中以表演为主的平台结

构，构建了“传承保护”“技能训练”“表演实践”“创作呈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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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艺术实践平台。通过传统感知、竞赛选拔、分类平台展演等多种渠

道和方法，针对学生的不同能力，探索分层培养的新模式，力求调和

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之间的张力，最大限度地挖掘人才培养机制的潜

力。制定各个平台之间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结构，形成高等教育本

科阶段的常态化学习模式。 

  （4）⼿手段创新：探索与创新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的非课程培养手

段，完成了⽥田野调查、民俗再现、社会追踪、信息传播等教学⼿手段的

探索实践。这些教学手段有效补充了传统课程教学偏重训练性、系统

性和重复性所产生的不足，增强了中国民族民间舞人才培养的文化性、

动态性和延展性，在培养学生的能动性方面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优势。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成果应用效果 

本成果在 5 年的推广应用中，培养毕业生 650 余人，综合能力得

以提高，根据毕业生人才追踪数据统计，截止 2017 年度，期间毕业

生 9%进入国家级专业艺术院团进行舞蹈表演，50%进入高校、中专、

小学从事舞蹈教师职业，12%从事舞蹈编导职业，11%从事行政、党务

管理，3%从事理论研究与升学，15%创业或自主择业。 

教学成果包括出版文字教材 16 本，音响教材 3 套，其中 1 部获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师生完成主题专场演出 47 场，创新舞蹈

节目 200 余个，国家或省市级舞蹈比赛奖项 33 人次，创立学生社团

2 个，完成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 1 个，教师获国家、省市级科研奖 4

个，完成教学精品课 6 堂，研究生导师工作坊 2 个。在专业教材、教

学方法、艺术创作、科研创新等方面皆取得了丰硕成果。 

期间出版文字教材如下： 

《山东海阳秧歌教程》 

《江西赣南采茶舞蹈教材与教学实践》 

《东北秧歌手绢花技巧教材与教法》    

《舞蹈旅程的记忆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者的口述史》 

《中国民族民间舞基本功训练教程（女班）》 

《中国民族民间舞动作分析与创编法》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概论》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术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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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花鼓灯教材分析与教学研究》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家许淑媖纪念文集》 

《蒙古族风格舞蹈训练教程（男班）》 

《云南迪庆藏族传统民间舞蹈教程》 

《中国民族民间舞论文索引》 

《中国民族民间舞口述史（第一册）》 

《中国民族民间舞口述史（第二册）》 

《中国舞蹈音乐研究》 

 

出版音像教材如下： 

《云南迪庆藏族传统民间舞蹈教程 DVD 教材》 

《蒙古族风格舞蹈训练教程（男班）》 

《中国民族民间舞口述史（第一、二册）DVD 教材》 

 

依托本成果，我校逐渐形成⼀一套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的教学

实践机制、运⾏行规律及⽅方法，成为全国⾼高等教育参照的范本。由教学

成果出版的系列教材，也在⾏行业内部得到⼲⼴广泛的学习和使⽤用。在此期

间，先后接受全国各地专业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校交流学习超过 1000

人次，交流内容包括介绍我校本套教学实践机制的理念、使用方法、

教材等，并观摩其中应用的课程、教学研讨、观摩演出、创作研讨等，

回馈具有很高的实践操作性。 

 

（2）师⽣生能⼒力得到提升 

提升表演能⼒力：培养了⼀一批在全国各⼤大赛事获奖的⻘青年舞蹈家，

并为全国顶尖艺术院团输送表演⼈人才。袁竹、郭一哥、龚齐杰、王赞

等多名本系学生，先后在“桃李杯”舞蹈比赛、“荷花奖”舞蹈比赛、

全国舞蹈比赛、CCTV 电视舞蹈大赛、韩国首尔国际舞蹈比赛中多次

获奖；我系学生因卓越的舞蹈表演能力多次受邀前往法国、加拿大、

南美秘鲁、智利等国家进行国际交流。 

    提升创作能⼒力：贯彻师⽣生共同进⾏行舞蹈创作的理念，通过四⼤大

艺术实践平台培养中⻘青年教员及学⽣生编导。作品《淮水情兰花弯》2012

年荣获“第七届 CCTV 全国电视舞蹈大赛”作品银奖；2013 年，荣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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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舞蹈比赛评委会特别奖；2015 年获国家艺术基金支持，

并评为优秀经典节目。 

提升教学能⼒力：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教学⽅方法，凝练中国民族

民间舞专业现阶段最新教学成果，形成⽰示范教材。2013 年《山东海

阳秧歌》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其余精品课程主要有：2014

中国民族民间舞精品课，2015“朝鲜族舞蹈精品课”“蒙古族舞蹈精

品课”以及“黄奕华安徽花鼓灯大师课”2016“傣族舞蹈精品课”“基

本功训练精品课”以及张晓梅研究生导师工作坊《千秋水色》。 

提升策划宣传能⼒力：成⽴立“宣传社”与“源味⼉儿⼯工社”两个学⽣生

社团，培养学⽣生⽂文化活动策划、宣传设计的能⼒力。16、17 年系宣传

社获北京舞蹈学院“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源味儿工社”获选 2017

年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微信美文”。 

    培养科研创新能⼒力：将艺术实践平台中的演出项⺫⽬目与⼤大学⽣生科研

创新项⺫⽬目结合，将艺术创演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相结合。2016 年完

成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中国民族民间舞艺术实践系列活动》。 

    综上所述，本成果以中国民族民间舞拔尖人才的文化观念养成与

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对已有的教学实践机制进行革新，将“文

化浸润”的理念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并贯彻教育

全过程，强化了课程体系与实践能力在中国民族民间舞高等教育中的

内在关联，通过搭建文化体验、技能训练、艺术展示和创作交流等相

互贯通、彼此促进的教学实践平台，构建了“田野体验-技能提炼-

艺术呈现-文化反思-再次田野体验”的循环式机制，通过田野调查、

民俗再现、社会追踪、信息传播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创新，直接提升了

人才有关中国民族民间舞表演、创作、教学、策划宣传、科研创新等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