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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folk da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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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culture and art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folk dance 
majors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higher vocational 
folk dance,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multiple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 curriculum design should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folk danc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dance. The teaching method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adopt project-based and case-based teaching.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loc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art groups, build a practice platform, and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artistry through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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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期对文化艺术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高职民间舞专业的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深入分析了高职民间
舞专业教学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优化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方法、加强校企合作与多元评价机制的策略。课程设计应结合地
方民间舞蹈特色，并注重传统与现代舞蹈的融合。教学方法要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项目式、案例教学等方式。还要
加强与地方文化组织、艺术团体的合作，搭建实践平台，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全面提升学生的创新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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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期对文化艺术教育重视程度正在提高，民间舞蹈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和发展，亟需创

新采取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然而，目前高职民间舞专业在

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文章旨在探讨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采取有效的教学策略，提

升民间舞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为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

和创新提供有力支持。

2 新时期背景下民间舞专业人才培养的意义

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文化艺术教育的地位日益受

到重视，尤其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间舞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

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

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全球化的深入，传统文化的

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民间舞蹈作为深植于中国各地

风土人情与历史背景中的舞蹈形式，承载了各民族独特的精

神风貌和审美价值。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间舞

蹈逐渐被现代娱乐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所弱化，因此，培

养一批高素质的民间舞专业人才，不仅是对民族艺术的一种

继承，更是对中华文化自信的坚守与弘扬。民间舞专业人才

的培养，不仅能够为文化艺术行业提供专业的舞蹈表演者和

编导人员，还能够为文化创意产业、地方文化的振兴提供人

才支持，为民间舞蹈艺术团体、文化传播机构、演艺公司等

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和表演力量。同时，民间舞专业人才的

培养，还能够促进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文

化认同感和凝聚力。新时代背景下，民间舞专业人才的培养

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有助于民族文化复兴与文

化产业发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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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民间舞专业教学面临的挑战

3.1 传统文化传承的困境
民间舞蹈作为一种深植于各地民众生活的传统艺术形

式，其教学和传承面临着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民间

舞蹈注重对传统技艺和舞蹈形式的传承，这需要教学中保持

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继承。但是，现代舞蹈理念和技术的冲

击，使得传统民间舞蹈面临着如何融入现代审美和舞台表现

形式的挑战。许多传统民间舞蹈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显得过于

陈旧，难以吸引学生的兴趣，从而影响了民间舞蹈的传承和

发展。此外，学生对民间舞蹈的认知和兴趣不足，也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当前，许多学生对民间舞蹈的了解较为肤

浅，认为其过于单一、枯燥，缺乏现代舞蹈的动感和表现力。

由于受到现代娱乐文化和网络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影响，很

多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更加时尚、潮流的舞蹈形式，比如街舞、

现代舞等，民间舞蹈在他们眼中似乎与时代脱节，缺乏吸引

力。学生对民间舞蹈的低认知和低兴趣，直接影响了他们对

民间舞专业的选择与投入，进一步加剧了传统舞蹈在年轻一

代中的断层。因此，如何在保持民间舞蹈传统精髓的同时，

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民间舞蹈的兴趣，是当前民间舞

专业教学面临的关键挑战。

3.2 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的滞后
当前，高职民间舞专业的课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与新

时代需求脱节，亟需进行系统的更新和优化。现有的课程体

系，过于依赖传统的舞蹈技巧训练和基础知识教学，缺乏对

当代文化和艺术形式的综合性融入，未能充分反映社会对舞

蹈表演及文化传播的多样化需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民间

舞蹈不仅要传承其传统的艺术形式，还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和

跨学科的艺术视野，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发展

趋势。然而，现有的课程设置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课程内容

侧重于传统舞蹈的单一技艺和表演训练，缺乏对现代舞蹈技

巧、舞台设计、舞蹈创作等方面的有效融合。此外，教学方

法的单一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舞蹈教学

大多采用单向传授方式，过于注重技术的模仿和重复练习，

缺少学生自主学习和创作的机会。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互动较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创新意识得不到充分激

发。教学过于注重技能训练，忽视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导致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和创造力未能得到有效提升。同时，

教学模式的滞后，也表现在缺乏足够的实践机会，学生缺

少参与实际舞台演出的机会，难以将所学的舞蹈技巧与理论

知识进行实际应用和深入体验。因此，要解决课程体系与教

学模式滞后的问题，必须更新教学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 [2]。

4 高职民间舞专业教学的实践策略

4.1 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高职民间舞专业的课程体系，亟

需根据社会需求与艺术发展的趋势进行优化，从而增强对学

生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促进对民间舞蹈文化传承的创新。

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必要手段，也

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专业人才的关键。具体要关注：第一，

结合地方民间舞蹈特色，设计多样化课程。每个地方的民间

舞蹈，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形式，这些舞蹈深深植根于

本土文化、风土人情和历史背景中，蕴藏着丰富的艺术魅力

和文化价值。因此，课程设计应结合各地的民间舞蹈特色，

丰富课程内容，增加地方性舞蹈的教学模块。例如，西南地

区的苗族舞蹈、东北的秧歌、河南的豫剧舞蹈等，都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和艺术表现方式，可以作为专业课程的独立单

元进行教学。在设计这些课程时，要注重舞蹈形式的历史渊

源、文化内涵与舞蹈技巧的传授，确保学生不仅掌握舞蹈的

外在技巧，还能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意蕴，从而增强学生的民

族文化认同感。还可以邀请当地民间艺术家或舞蹈大师参与

教学，提供真实的文化传承和艺术体验，使学生能够更直接

地接触到地方民间舞蹈的精髓，这不仅能激发学生对民间舞

蹈的兴趣，还有助于培养更高水平的表演和创编能力。第二，

增强民间舞与现代舞蹈、舞台艺术的融合性。当今，传统民

间舞蹈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方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舞蹈艺

术发生碰撞与融合。为了使民间舞蹈能够在当代舞台上展现

其独特的魅力，课程设计应注重民间舞与现代舞蹈及舞台艺

术的融合性。具体来说，可以在传统民间舞蹈教学中，加入

现代舞蹈技巧、舞台表现力和当代舞蹈编排的元素，培养学

生的跨领域艺术视野。例如，现代舞蹈的自由性和个性化特

征，可以为民间舞蹈带来新的创意元素，使传统的舞蹈形式

更加富有活力和表现力。课程内容还应包括舞台艺术的基础

知识，如舞台设计、灯光、服装和化妆等，帮助学生理解舞

蹈表演在整个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和意义。通过这种跨学科的

融合，学生不仅能学到舞蹈技巧，还能提升舞台表现能力，

增强艺术创作能力。采用跨学科的教学模式，结合民间舞蹈

与现代舞蹈、舞台艺术的融合，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养，使其在面对多元化的艺术创作时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

竞争力 [3]。

4.2 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过于注重技术训练，为了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教师可以采取下列教学

方法：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虽然舞蹈作为

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形式，技巧训练和舞蹈编排需要大量

的实践操作，但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学生很难真正理解舞

蹈背后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因此，课程应在教授舞蹈技

巧的同时，要加强舞蹈的理论教育，帮助学生理解舞蹈的历

史、文化和艺术特色。要引导学生分析不同舞蹈流派的风格、

技术和表现方式，使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创作

与演绎。在实践环节中，应通过舞蹈演出、舞蹈创编等项目，

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增强他们的舞台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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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作能力。第二，采用项目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方法，提

升学生实践能力。在民间舞专业的教学中，可以设计一些实

际舞蹈创编和表演项目，让学生在真实的艺术创作环境中锤

炼技能。例如，学生可以参与地方民间舞蹈的创新编排或文

化活动的演出，进行团队合作，体验舞蹈创作的全过程。案

例教学则是通过分析成功或失败的舞蹈表演案例，帮助学生

了解舞蹈创作的关键环节和艺术表现的技巧。反思案例中的

问题，学生就能够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学会如何在

实际表演中处理舞蹈中的细节。第二，积极运用信息技术，

提高课堂互动性和学习兴趣。信息技术的运用，为舞蹈教学

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虚拟舞蹈平台、

数字化教学工具等，可以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舞蹈动作，尤

其是对于复杂的舞蹈技巧和舞蹈动作的分析，数字化手段可

以提供更为清晰的示范和讲解。还要注重运用在线教学平

台，学生可以随时观看教学视频、参与线上讨论，甚至进行

远程舞蹈教学和评估，这种互动性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使其在课外也能获得持续的舞蹈训

练和艺术启发。

4.3 加强校企合作与社会实践
高职民间舞专业的教学，除了课堂上的技能训练和理

论学习，还应加强校企合作与社会实践，提升学生的实践经

验和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环境中磨练技能，增强

就业竞争力。具体措施包括：第一，搭建民间舞蹈实践基地

与表演平台。高职院校应积极与地方文化中心、艺术团体、

剧院等合作，搭建民间舞蹈的实践基地和表演平台，这些平

台不仅能够提供舞蹈表演的机会，还能让学生在与专业艺术

家进行交流，学到更多的表演技巧和艺术创作经验。通过参

与舞蹈演出、文化节庆活动、民间艺术展示等项目，学生能

够深入了解舞蹈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方式，并提升舞蹈

技巧和舞台表现力。第二，积极推动与地方民间艺术团体的

合作。地方文化组织和民间艺术团体，通常有丰富的民间舞

蹈资源和舞台演出经验，学校与其合作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了解地方文化特色，感知舞蹈在民间生活中的功能与意义。

通过合作，学生可以直接参与到民间舞蹈的排练、演出和创

作中，不仅能够提高舞蹈技巧，还能够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舞台适应力和应变能力，这种合作模式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

更加真实的艺术环境，促进其对民间舞蹈的深入理解，实现

创作能力的提升。

4.4 构建多元评价机制
在高职民间舞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传统的单一考试评

价模式，已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艺术能力。因此，

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评价机制，更好地衡量学生的舞蹈技

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与艺术表现力的提升。传统的舞蹈专

业考试多侧重于技术性评定，如舞蹈动作的准确性和规范

性。然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本质不仅仅是技巧的

展示，更是情感和创意的表达。因此，评价标准应从单纯的

技巧性考核，扩展到综合性的评估体系。在传统考试的基础

上，可以加入表演和创编等环节，综合考量学生的舞蹈创作

能力、表现力和舞台经验。通过表演评价，教师能够直观了

解学生的舞台表现力和情感传递能力；创编评价则考察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对民间舞蹈的理解深度。除了舞蹈技巧，民间

舞专业的学生还应具备广泛的艺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因此，

评价体系应更加注重学生的艺术性和创新性。通过设计开放

性课题，让学生在创编过程中自由发挥，教师不仅要评估学

生在创意上的表现，还要考察学生对民间舞蹈文化的理解及

其融合现代元素的能力，这种综合性的评价方式，能够全面

反映学生的艺术潜力和综合素养，推动其在创新和艺术创作

方面不断进步。

5 结语

总之，高职民间舞专业的教学，不仅仅是舞蹈技能的

传授，更关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融合。通过优化课程体系、

创新教学方法和加强社会实践，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民间舞

蹈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提升综合素养与创作能力。未来，

教育工作者应持续关注教学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培养更具创

新精神和艺术品位的高素质人才，助力民间舞蹈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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