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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下，长期以来，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建立兴趣爱好和

成才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学校德育工作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因素。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广大青少年开拓广阔的成才之路，这是加

强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青少年未来实现中国梦想的要求。

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使广大青少年达到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增长才智、提高素质、沟通人际、适应社会以及改

善知识结构和掌握实用技能等方面的效果。在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中，

广大青少年通过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有益教育，能够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这对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适

应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对于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投入和努力，学校里的音乐队、合

唱团、舞蹈队、书画社、兴趣小组等，简直琳琅满目。因此，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需要坚持先进

文化的正确方向，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发展符合实际需要并为广

大师生喜闻乐见，且具有实效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真正

营造五彩校园的文化氛围。

PREFACE
前言



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部门的要求以及国内外最新校园

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特别编撰了《五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丛书，

不仅包括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方案等指导性内容，还

包括阅读、科普、歌咏、器乐、绘画、书法、美化、舞蹈、文学、口

才、曲艺、戏剧、表演、游艺、游戏、智力、收藏、棋艺、牌技、旅

游、健身等具体活动项目，还包括节庆、会展、行为、环保、场馆等

不同情景的活动开展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娱乐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

本套丛书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不仅是广大学校用于

开展丰富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学校领导、教

师，在校大中小学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有关人员学习的最佳实

用读物，还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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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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它的起源是随着人类生产劳动而产生的。

动作和节奏与劳动是密切相关的，不管是哪一种劳动，人的手脚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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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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17世纪后的宫廷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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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其目的与作用的不同可

分为：

1.自娱性舞蹈。

一种不以剧场舞台为表现

场所，不求供人欣赏，而以跳舞

作为自我娱乐的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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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校园舞蹈类活动指导手册

奏，有的则随着鼓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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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国 各 民 族 也 都 有

属于本民族的传统舞蹈形

式，如汉族的大秧歌、藏

族的弦子舞、蒙古族的安

代舞、土家族的摆手舞、

苗族的踩堂鼓以及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而常跳的交谊

舞、青年集体舞。

2.表演性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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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舞蹈由于是经过舞蹈家的艺术加

工、整理而创作出来的，所以有着鲜明的主题思想和典型化的形象，

动作也较为复杂，具有规律性和规范性，舞者不能自由发挥。表演过

程须受一定舞台空间和时间的制约。同时有音乐、舞美、灯光、服装

等艺术手段的配合。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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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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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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们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中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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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完

整的戏剧结构的舞蹈。

舞蹈的特性

舞蹈作品中的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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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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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丰富和补充舞蹈作品中的

舞蹈形象，使其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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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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