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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舞蹈教育的实效性研究
 ——以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为例

张　源　李思齐　曾　莉通讯作者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两者相融合所体现的精神文化，其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的宝贵资源。结合新文科建设的发展要求，以红色文化为育人载体，融入到高校舞蹈教学实践中去，以舞蹈教育中舞蹈编导理论与技

法这门专业课程为例，进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舞蹈教育的实效性研究。基于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的教学模式，

本文将从实施目标的科学性、实施方式的自主性和实施结果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对红色文化融入舞蹈教育这一实践的实效性进行分层

探索，从而更好地落实新文科建设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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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用

史实说话、传播好红色文化。红色文化主要是指红色文化作品及

相关精神，其内核就是红色精神。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所熟知的

井冈山精神、红船精神、老区精神、苏区精神、西柏坡精神、延

安精神、长征精神、等等优秀精神品质，都表现了广大劳动人民

和革命战士高尚的理想与信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

红色文化中有多种表现形态，包括以遗址旧居等为主的物质形态；

以多种革命精神等为主的精神形态；以方针政策为主的制度形态；

还有就是以红歌、红舞、红色著作、书信等为主的信息形态。而

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作为高校舞蹈编导专业课程中独具创造

性培养的教学课程，在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将红色文化的多种

形态与高校舞蹈课程进行融合，通过对课程目标的确定和融合方

式的创新，能够最大化的发挥舞蹈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也极大

地提升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舞蹈教育的实效性，对于实效性的研

究将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实施目标的科学性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构

建多方位协作育人的课程思政体系改革形式，结合学科专业特点

和资源优势，深挖其中蕴含的“显性”“隐性”德育资源，做到

显性教育于隐形教育相结合，同时要以科学性的目标引领课程思

政的建设方向，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红色文化融入到

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中时，课程目标的设定要严格具备科学

性，尊重思政教育的教学规律、学生成长的发展规律，以及课程

思政的根本要求等，才能使高校的舞蹈课程思政改革更具指导意

义。

（一）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目标的理念坚守

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并不是单一的理论性教学，而是在

理论和实践中传授舞蹈在编创中的具体方法，在此过程中融入各

种形式的红色文化，一方面是在运用编导技法的基础上推进舞蹈

教育的课程思政建设，这个过程并不是以此为由减弱专业课程的

教学任务，恰恰相反而是在坚守思政改革理念的基础上紧密将红

色文化与编导技法进行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需要坚守的理论则是

始终将立德树人作为教学的根本任务，始终贯穿在教育教学的全

过程中，将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选择性提取，巧妙地运用

在编导技法教学的各个环节上。例如在舞蹈编创的主题立意的确

定、文化要素的提取、动作要素的编创、编创技法的融合等不同

阶段、润物细无声地在对编导技法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对学生

的价值观念进行塑造，真正做到课程目标的理念坚守。

（二）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目标的理念创新

红色文化融入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中的教学目标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要随着时代发展、方针政策、

教学进度的变化而变化，只有结合实际不断地创新，实时学习新

思想，并将新思想融入到舞蹈教学体系中，才能把控舞蹈教学思

政改革的大方向。同时在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的专业知识传

授中，持续提取红色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人文情怀、英雄情怀，

充分发扬新时代奋斗精神等，才能在丰富专业素养的同时不断进

行人文精神的塑造。

红色文化融入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的实施目标，在新文

科建设的背景下，需要同时贯穿“理念坚守”和“理念创新”以

上这两个基本原则，才能增强高校舞蹈教育中红色文化育人实效

的理论思考。

二、实施方式的自主性

实施方式的自主性体现在方式运用的实施对象上，主要以教

师主体、学生主体这两大主体为主。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激发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主创造能力，才能将专业课程深度

融合红色文化，最终润物无声、育人无痕的将红色文化根植于舞

蹈教学的各个环节。

（一）充分发挥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教师主体的自主性

从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的教师层面出发，将红色文化融

入舞蹈编导技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首先，时刻提升自身文化素

养是最为关键也是最基础的一步，文化涵养、人文素养和思想政

治素质将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学生的思维和实践。作为课程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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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必须加强文学常识、红色文化和新时代新思想的学习，才能

真正的以德服人、以德育人；其次，教师要正确地引导学生，结

合身边的红色文化资源，细心观察生活，提取生活中人物、事物

或者某个事件、某种精神中的特征符号，利用课堂上所学的编导

技法，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并尝试构建某种舞蹈语言；最后，教师

应充分把握教学要素，这包括动作语言的使用、人物特征的提取、

思想情感的运用、编导技法的选择、红色文化资源的提取等等一

系列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教学元素，通过正向的引导启发学生思

考以及循序渐进的布置编导任务，在传授红色文化的同时，增强

学生编导技法的能力。

（二）充分发挥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学生主体的自主性

学生层面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理论知识

的同时，首先是多角度多形式的积极学习红色文化，可结合红色

文化多种形态，通过对红色舞蹈、红色歌曲、红色旧址等等不同

形态红色文化的观摩与参与，增强会红色文化的认识、感受和理解。

其次根据学习过程中的舞蹈编导技法，结合红色文化尝试性的从

最初的舞蹈短句、单人、双人、三人到群舞慢慢地积累舞蹈编创

片段，到最后可以组合成舞段，形成具有人物、叙事、情感的舞

蹈小品。在不断的积累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

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相统

一，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要参与主

体出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将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

掘，通过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方式将红色文化与舞蹈教育有机

融合起来以艺化人。

三、实施结果的有效性

新时代的教学模式的变化，都是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引导着、影

响着学生的价值取向，最直观的体现方式就是教学成果的展现。

一方面，红色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确立文化主题

的重要基础，将其融入到高校舞蹈教育的有效性体现在实施结果

上、也就是舞蹈编创作品中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在舞蹈编

导理论与技法课程中，能够体现实践效果的就是最终所呈现出的

舞蹈编创作品。新时代的舞蹈思政工作，就需要持续巩固壮大主

流思想舆论，其中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的思想不断的汇聚成磅礴的

精神力量，运用在舞蹈编导课程的每一个环节上，最终呈现出以

红色舞蹈为主体的舞蹈编创成果。红色舞蹈就是红色文化融入高

校舞蹈教育的成果之一，红色舞蹈正是红色文化融入舞蹈教育这

一育人模式的信息纽带，是高校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养分，是红

色文化融入高校舞蹈教育这一实施结果有效性的展现。

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舞蹈教育的有效性，同时也体

现在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的根本目的上。红色文化与高校舞

蹈教育深度融合的出发点，就是着眼于新时代学生的实际思想，

有意识的引导、回应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所思所想，切实的发挥

红色文化融入舞蹈教育的时效性保障作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充

分发挥新文艺的作用，红色文化与舞蹈编导理论与技法课程的深

度融合，同时也做到了知行合一，科学合理化的将理论教育同实

践教育深度、适时的链接起来，最终实现专业课程门门有德育的

建设要求。 

四、总结

将红色文化融入高校舞蹈教育中，充分了解和认识红色文化

的深刻内涵是最基本的前提，认清时代使命的同时，从高校舞蹈

教育的实施目标科学性、实施方式自主性以及实施结果有效性这

三个方向出发，最大化的放大了舞蹈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有效

提升了大思政铸魂育人的实效。红色文化融入舞蹈教育中，思想

的伟力让舞蹈课堂更加有生机有温度。通过积极的实践探索，谱

写更加绚烂的红色文化新篇章，更好地担负起文化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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