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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深入探究了深化舞蹈艺术内涵，促进舞蹈技艺与文化的融合、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促进综合素质提升，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等意义，也深入分析了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藏族舞蹈教学、蒙古族舞蹈教学、融合民族文化于烟盒舞教学、藏族舞蹈

编排、维吾尔族舞蹈教学等策略，旨在更好地将民间舞蹈与文化进行融合，使学生在学习舞蹈的同时能够使文化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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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阐释挖掘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式。提高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的实践频次和展演

水平，深入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加大对优秀

剧本、曲本创作的扶持力度，增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生命力。推动传统体育、游艺纳入全民健身活动。继续实施中国

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推

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中药炮制及其他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

广泛应用。将符合条件的传统工艺企业列入中华老字号名录，支

持符合条件的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依法取得

医师资格。丰富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深入实施中

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民间舞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高职院校应

该更高地重视，这样才能够促进民族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

一、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文化渗透的意义

（一）深化舞蹈艺术内涵，促进舞蹈技艺与文化的融合

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

文化内涵。首先舞蹈不仅仅是身体动作的组合，更是文化精神的

体现。其次，学生在掌握舞蹈动作技巧的同时应了解并融入相关

的文化背景知识，着可以使学生的舞蹈表演更加自然流畅、富有

感染力。此外，在深入理解舞蹈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学生能够更

加灵活地运用舞蹈语言进行创作和表演，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的

同时通过对不同民族舞蹈文化的比较和学习，能够提高审美鉴赏

能力，为舞蹈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传承与发展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还有助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理解。学生可以通过在社交平台上

展示和分享本民族的舞蹈文化，增进自身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了解

和尊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也

能够在社交平台中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不同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

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尊重，甚至国外友人还可以与学生进行沟

通和交流，使学生对国外文化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这种跨文化

的交流与理解不仅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世界文化格局，也为民

族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三）促进综合素质提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学生在学习民族舞蹈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挑战，

这就使他们在一次次挑战自我的过程中，能够培养出坚韧不拔、

勇于探索的精神品质，使学生在不同的团体中能够更好地融入其

中，具备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使学生们即使到了不同的领域中，

也能够有更好的适应能力。学生能够在不同舞蹈的学习之中，了

解到不同舞蹈文化的内涵，更加灵活地运到各个舞蹈的编排与创

作当中，这不仅会使学生在舞蹈领域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也

能够为他们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

二、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文化渗透的策略

（一）藏族服饰文化：舞蹈教学实践与文化传承

教师在“藏族舞”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利用藏族丰富多彩的

服饰文化作为切入点，通过实物展示或虚拟现实技术，向学生全

方位展示藏族宽大的男士藏袍的设计不仅适应高原地区温差大的

气候特点，也蕴含着藏族人民崇尚自由、宽广的精神世界；女士

以宝石蓝、翠绿等新鲜色彩为主，搭配精美的银饰和刺绣体现的

是藏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之美的崇尚，让学生通过

细致观察地观察藏族服饰的方式，来探讨这些服饰元素与藏族人

民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及历史传统之间的深刻联系，这可以使

学生在深刻理解藏族服饰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能够更加准确地把

握藏族舞的动作韵律和情感表达，使舞蹈与服饰风格更好地结合。

基于此，高职院校可以举办一场“多彩民族风”的舞蹈展示活动，

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穿的服饰的风格特点，演绎一段原汁原味

的藏族舞蹈（热情奔放的锅庄舞或柔美细腻的弦子舞），还可以

将不同的物种进行融合，让学生能够在这其中体验到舞蹈与服饰

的完美融合的同时还能体会到不同舞蹈之间的融合，以此来激发

他们对藏族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自豪感，从而更

好地激发学生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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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族舞蹈教学：技能提升与文化品格培养

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广阔舞台上，蒙古族舞蹈不仅为学生

提供了学习丰富舞蹈动作、独特韵律和鲜明节奏的平台，更成为

培养学生文化品格的宝贵资源。教师在讲授蒙古舞蹈时，可在完

成蒙古族舞蹈的基础教学后，安排一次以“蒙古族文化探索”的

项目作业，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利用图书馆、网络资源或实地探

访的方式，深入探究蒙古族舞蹈背后的文化内涵。在课堂上教师

会组织一次“蒙古族文化分享会”，首先让学生将挖掘到的蒙古

族的历史故事、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及传统节日等进行讲述，

有的学生可能会讲述成吉思汗的传奇故事对蒙古族舞蹈风格的影

响，还有的可能会展示蒙古族的服饰演变，以及这些服饰如何反

映着蒙古族人民的审美追求和自然环境的适应策略。在学生分享

后，教师会播放蒙古族舞蹈的经典片段，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进

行学习，以此来感受蒙古舞蹈的艺术魅力，感受它承载的历史记

忆和文化价值。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

舞蹈技能，还能够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信，逐步形

成包容多元、尊重差异的文化观念，让学生能够成为具有深厚人

文底蕴和广阔国际视野的新青年。

（三）融合民族文化于烟盒舞教学：激发认同

教师在将民族文化与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融合的过程中，应该

具备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传统意识，深刻理解民族文化不仅是舞

蹈动作的背景，更是其生命力的源泉。教师在讲解“云南彝族烟

盒舞”之前可详细介绍彝族烟盒舞起源于云南省中部和南部彝族

聚居区，起初是彝族青年在夜晚聚会时，手持烟盒弹跳娱乐的一

种形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集歌唱、舞蹈、乐器演奏于一体

的综合性艺术形式。烟盒舞的动作丰富多变，既有模拟动物形态

的舞蹈，也有表现劳动生活、爱情故事的情节，其独特的节奏感

和韵律感，充分展现了彝族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创造力。当学生对

彝族的历史、生活习俗以及“烟盒舞”的起源和发展有一定的理

解之后，教师还会通过播放“云南彝族烟盒舞”文化相关纪录片

的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烟盒舞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学习到

烟盒舞的具体动作和技巧，以此来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烟盒舞及

其内涵的理解，提升学生舞蹈的技能，激发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促进对多元民族文化的尊重与欣赏。

（四）藏族舞蹈编排：技艺锤炼与文化创新的深度融合

舞蹈的编排不仅仅是技艺的锤炼，更是文化与创新思维的碰

撞融合，其要求学生不仅能够熟练地掌握舞蹈动作，还能够深刻

地理解舞蹈背后的民族文化精髓，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既符合舞蹈

艺术规律，又能深刻反映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教师在编排藏族

舞蹈的时候，鼓励学生结合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自

然环境等元素，设计出既能体现藏族舞蹈“颤、开、顺、左、绕”

五大特点，又能深刻反映藏族文化精神的舞蹈动作。比如：教师

可以告诉学生借鉴藏族人民转经筒、献哈达等日常行为，将其融

入舞蹈动作之中，通过肢体的延展与旋转，展现出藏族舞蹈特有

的流畅与和谐；将藏族舞蹈中快慢相间、强弱对比与藏族音乐节

奏进行紧密结合，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藏族人民的情感。教

师通过这样的编排，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藏族舞蹈动作技巧的理

解与掌握，也能够让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体验到藏族文化的魅力，

从而促进学生舞蹈编排能力的发展，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文

化自信。

（五）维吾尔族舞蹈教学：释放神韵

教师在讲授“维吾尔族舞蹈”的时候，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学

生常常会遇到虽然能够准确记忆舞动动作，但在表演时难以展现

出维吾尔族舞蹈应有的韵味和风情。教师针对这个问题对学生进

行分析发现很多学生是因为缺乏对维吾尔族文化的理解，导致体

态和韵律无法与舞蹈动作完美融合。基于此教师播放维吾尔族的

生活纪录片、传统节日庆典视频，以及经典的维吾尔族舞蹈表演，

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维吾尔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如：维吾

尔族舞蹈中常见的“移颈”“翻腕”“弹指”等动作，都是对维

吾尔族人民细腻情感和丰富生活体验的生动再现。当学生观看结

束后，教师会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再跳一遍，发现确实有更多

的学生进步了。教师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

维吾尔族舞蹈的技艺，还能够在舞蹈中真正释放出维吾尔族舞蹈

的神韵与魅力。

三、结束语

随着教学的深入，学生们逐渐意识到，每一个舞蹈动作背后

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与民族情感。因此，学生应该更好地学

习民族舞蹈，就爱那个民族舞蹈发扬光大，让民族舞蹈能够在更

广阔的舞台上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与自信风采，从而推动民族

民间舞蹈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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