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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

核心是“全面”，即追求多领域协同发展、不分地域、不让一个人掉队、

不断发展的全面小康；其内容是“五位一体”，即建成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小康，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小康生活，是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而小康社会，则

是我党苦苦奋斗、孜孜追求、一心想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种幸福社

会。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加快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基本任务和总体要求，为全国人民描画了今后的幸福生活，这是全党的共

同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特推出“共享小康生

活”系列读物，旨在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自身素质，共建小康社会，共享小

康生活。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首先要过上平安健康的生活。常

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和家庭因为安全或健康出了问题，导致整个人生和家

庭都不幸，因残疾而穷困，因病痛而潦倒，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很大负

担。还有些人涉黄、涉赌、涉毒、涉黑等，有些人被骗、被盗、被暴力

侵害、被传销坑害、被邪教毒害等，从此陷入人生和家庭的不幸。这些都

与建成小康社会背道而驰。小康生活就是要把“平安是福，健康是金”的

理念转化为现实。“共享小康生活”之“安全预防与平安生活”读本，主

要介绍交通出行、用电用火、网络生活、运动锻炼、食品卫生、疾病预

防、劳动防护、黄赌毒黑、社会治安及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预防知识，悉心

告诫，关怀备至，是教导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每一天、幸福每一刻的最好读

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创造社会新风尚，过上有文

化有品位的幸福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吃饱了、穿暖了、有钱了，

但仍然过着封建的、落后的、愚昧的、腐败的、丑陋的生活，这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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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福生活，不是小康生活的内容。小康生活包括文化内涵的建设，要体

现出民风淳朴、文化品位的时代新风貌。 “共享小康生活”之“社会新

风与文化生活”读本，主要介绍对联与文书写作、谜语与猜谜游戏、岁时

与节气知识、民间剪纸与年画、春节与除夕庆祝、元宵节与灯会、清明节

与祭祀、端午节与龙舟、中秋节与赏月以及现代婚丧喜庆等文化知识，民

风习俗、节日庆祝，与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是发扬传统、建设时代文

化的普及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享受

高雅的休闲娱乐生活。常常可以看到，本来应该高雅享受的休闲娱乐，却

被有些人搞得庸俗不堪和声色喧嚣，有人有钱就任性，有人得势就放纵，

这最终都是腐败堕落的滑梯。这些与小康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小康生活包

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兴趣爱好的培养。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

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歌咏、器乐、美术、书法、舞蹈、口才、曲

艺、戏剧、表演、游艺等知识，是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培养休闲娱乐爱好的

最佳读本。

要建成小康社会，享受小康生活，就要养成文明的道德行为，不断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常常可以看到旅游行程中诸如随地吐痰、乱写乱画

等不文明的行为举止，不仅国内有，而且还有丢丑到国外的。这些根本不

是小康生活的具体表现。小康生活包括行为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共享小康生活”之“休闲娱乐与健康生活”读本，主要介绍阅读、科

普、健身、娱乐、游戏、旅行、环保、收藏、棋艺、牌艺等内容，是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文明行为、提高精神生活的最优读本。

总之，推出本套“共享小康生活”系列读物的目的，是使广大人民

群众人人都投身建设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也让广大人民群

众人人都能很好地享受小康生活，成为小康生活的享受者，实现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本套系列读物图文并茂、通俗易读，非常适合广大读者和有关单位

机构用以指导现代家庭、社区以及新农村建设。同时，亦适合各级图书馆

收藏和陈列。

编  者

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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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起源和发展

舞蹈的起源

舞蹈是八大艺术之一，是以身体为语言作“心智交流”现

象的人体的运动表达艺术，一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

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舞蹈本身有多元的社会意义及作

用，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

舞蹈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上古时代，它就充当

原始人类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它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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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动作和节奏与劳动密切相关，不管是哪一种劳动，人

的手脚总是要活动的，手用以拍打，脚用以踩踏，在某种动作

连续重复过程中，就产生了有规律的节奏，再伴以呼喊或打击

石块和木棍，最原始的舞蹈就出现了。

舞蹈的发展

到了封建社会，宫廷舞蹈大规模地发展。中国的汉魏和

隋唐时代是宫廷舞蹈发展的两个高峰。宫廷内设有专门管理收

集乐舞的乐府、太常寺、梨园等机构，训练和培养宫廷乐舞演

员和乐员。在欧洲，古希腊、罗马的宫廷舞蹈原来也是很兴盛

的，自西罗马灭亡后，整个欧洲为教权所统治，娱乐性舞蹈被

中世纪教会认为是不道德的而加以禁止，但带有世俗性质的民

间舞蹈仍独立于宗教舞蹈之外而发展，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宫

廷舞蹈才重新恢复。

17世纪后的西方宫廷舞蹈，是以社交性质为主的娱乐

舞蹈，皇帝也一样参加跳舞。这种舞蹈向民间吸收了若干种

舞蹈形式，由舞师加以改造和传授，以适应宫廷中的社交仪

式，这是西方社交舞蹈的起源。

20世纪初，现代舞在西方兴起，这种舞蹈形式最初是受浪

漫主义思潮影响产生的，后来又在现代主义的思想影响下产生

出许多舞蹈派别。它总的倾向是反对传统的艺术观念，提倡创

新、自由，建立了一套它们自己的表演体系和理论体系。现代

舞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较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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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种类和特性

舞蹈的种类

舞蹈是以人的身体为表现工具，以经过提炼、组织和艺术

加工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

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 

舞蹈依其目的与作用的不同，可分为自娱性舞蹈与表演性舞

蹈；依其风格特点的不同，可分为古典舞、民间舞和现代舞。此

外还有与其他艺术因素相结合而成的舞剧。舞蹈依其目的与作用

的不同可分为：

1.自娱性舞蹈

自娱性舞蹈是一种不

以剧场舞台为表现场所，不

求供人欣赏，而只为自我娱

乐的舞蹈。其动作不表明任

何意义，比较简单，有一定

的规律性。队形变化简单，

人数可以随时增减。有的有

乐器伴奏，有的则随着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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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或歌声起舞。在一定的节

奏和规律的限度内，舞者可以

即兴发挥。

2.表演性舞蹈

表 演 性 舞 蹈 是 一 种 以 剧

场、舞台为主要表现场所，专

门 供 人 观 赏 的 舞 蹈 ， 具 有 认

识、教育、美感和娱乐作用。

这种舞蹈由舞蹈风格特点的不

同可分为： 

（1）古典舞

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具有典

范性和古典风格的传统舞蹈。

世界许多民族都有各具独特民

族风格的古典舞蹈。如爱尔兰

气势磅礴的踢踏舞。中国的古

典舞大多保留在戏曲艺术中，

剧中人物演唱和说白时的一举一动是舞蹈化的，也有成套的舞

蹈组合。在表演上，手、眼、身、法、步的紧密配合是中国古

典舞的传统特色。

（2）民间舞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舞蹈

形式，由于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劳动方式以

及历史地理环境的不同，从而形成了舞蹈的风格和特色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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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在世代相传过程中，经过人民群众不断的加工创造，民

间舞成为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

（3）现代舞

摆脱古典芭蕾的程式和束缚，强调以自然的舞蹈动作，自

由地表现感情和生活的舞蹈。 

（4）舞剧

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综合音乐、哑剧、舞台美术等因

素，以集中塑造人物形象，展现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的一种戏剧

形式。是一种具有完整的戏剧结构的舞蹈。

舞蹈的特性

舞蹈中的动作具有一定的技艺性，舞蹈演员要具备跳跃、

旋转、翻腾、柔软、控制等高难度的技巧能力，但是，在舞蹈

作品中表演高难度的技巧动作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表现人

物思想感情、塑造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手段。

如果在舞蹈作品中，以手段作为目的、演员高超的技艺不

以反映生活、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为其存在的前提，或是不从

舞蹈内容出发采取相应的舞蹈动作技巧，而是从展示演员所掌

握的舞蹈技巧能力出发，那就会使舞蹈作品由于内容和形式的

脱节，或是缺乏艺术的完整性，而陷于失败，舞蹈演员的技艺

本身也就沦入了杂技性的技巧表演，而丧失了舞蹈艺术的基本

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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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审美和欣赏

舞蹈的审美

舞蹈欣赏，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活

动，是对舞蹈作品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的整个过程。因此，它

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活动，而是

一种特殊的对舞蹈作品的认识活动。

舞蹈欣赏，就是观众

通过舞蹈作品中所塑造出的

舞蹈形象，具体地认识它所

反映的社会生活、人物的思

想感情，以及舞蹈作者对这

种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

观众在欣赏舞蹈作品

的过程中往往会联系自己的

生活经历，引起情感上的共

鸣，激发起记忆中相关的印

象、经验，以及一系列的想

象、联想等形象思维活动，



舞蹈比赛组织活动读本

8

来丰富和补充舞蹈作品中的舞蹈形象，使其更加完整、生动和

鲜明。从而能在观赏舞蹈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更加宽广的生

活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含义。

舞蹈的欣赏

人们进行舞蹈欣赏这种审美活动，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主

观条件，也就是说要具有一定的舞蹈知识、舞蹈欣赏水平和认

识能力，舞蹈欣赏活动才能正常和顺利地进行。

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

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只有音乐才能激起

人的音乐感；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

义。”

所以，我们了解舞蹈艺术的特性、舞蹈和其他艺术的关

系、舞蹈形象构成的各种因素及其产生的过程等，就非常必要

了。在前面我们曾谈过，舞蹈是以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

人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表现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反映社会

生活的一种艺术。

从舞蹈作品诉诸于欣赏者的感觉特点来看，它是一种综合

了听觉（时间性）和视觉（空间性）的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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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比赛活动的组织

组织舞蹈活动的目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项文娱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由于舞

蹈代表年轻、时尚、潮流、激情，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社

会各级组织和单位应该因势利导，加强对舞蹈活动的组织、指

导工作，使这项活动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社会各阶层组织舞蹈活动的目的：一是为了丰富人们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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