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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 益智 创造 塑形 

———公共舞蹈艺术的教育价值探析

汤其林

（湖南工业大学 音乐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公共舞蹈艺术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价值，显现了艺术教育以人为本的关键，揭示出了教育的根本意义。公共舞蹈
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促进大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提高大学生的创造力，塑造大学生的健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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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竞争的加剧，
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２１世纪的
普通高校学生，不但知识和技能要比较全面，而且

要有健康的体魄、丰富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才能适

应时代的要求。美育在高校教育中独特的价值也

逐渐显现，成为塑造高校学生审美精神、审美理想

的必由之路，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重视逐渐加深。作

为公共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舞蹈艺术

成为高校教育美育的主要手段。公共舞蹈艺术在

大学教育的特殊价值，显现了艺术教育以人为本的

关键，揭示出了教育的根本意义。

　　一　公共舞蹈艺术的教育内涵

公共舞蹈艺术的教育内涵用通俗的语言表达，

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教育

学舞蹈”，这是公共舞蹈艺术的直接目标；第二个方

面是“通过舞蹈教育人”，这是公共舞蹈艺术的终极

目标，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具体来讲，公

共舞蹈艺术的直接目标是让学生感受、表现、创造

音乐，体验舞蹈的美感，同时具备传承舞蹈文化的

责任感和基本能力，公共舞蹈艺术的终极目标是育

人，即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资华筠在谈到如何实

施舞蹈美育时明确提出：“以身体教育实现全面教

育，其要点是：以感觉的方式认识世界，提升人的智

能；以律动的形态锻炼身体，增强人的体能；以审美

的方式解放心灵，开掘人的创造潜能；以身心一体

化的形体训练，塑造完美人格。”这段话同时也揭示

了舞蹈美育的重要作用。

　　二　公共舞蹈艺术的教育价值

（一）公共舞蹈艺术可以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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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处在竞争十分激烈的现代社会中，

他们面临生存竞争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从

高考的独木桥挤进大学，应试教育导致心理压力巨

大，进入大学后又成为“就业机器”，他们既需要健康

的体魄更渴望有一个的健康心理，健全的大学教育

也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技术的训练，更需要从人文熏

陶、浸染他们的心灵。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知识的

获得以经验为基础，能力的获得也要以经验为基础，

只有充分调动切身体验，知识和能力才能得到发展。

因此，他认为，“教育是对经验的重建和重组，既能增

添经验的意义，又能提高后来经验进程的能力”。［１］

蔡元培对美育的研究非常深刻，他把美育上升

到是教育方针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高度，并提出：

任何学科都与美育有关。［２］舞蹈用典型的形象集中

抒发人的内心情感，通过肢体动态来传达人的精神

世界，表现出语言无法表达出来的意思，用情感激

起观众的共鸣。公共舞蹈教育既是一种知识的传

授，更是一种美育，我们通过点点滴滴的渗透提高

他们的审美能力，使自由、独立、平等、正义、博爱成

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舞蹈鉴赏是以舞蹈为

媒介，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舞蹈作品的感受、理解，

从中感受到舞蹈艺术家所要表达的情感、思想以及

其人生观、价值观等，从而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

值观。《壮士》是由张继钢创作的，舞蹈以狼牙山五

战士的史实为题材，紧紧扣住红旗下，革命信念永

不熄灭这一主题，展现一面大的红旗下，五个英勇

战士，厮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英勇牺牲，前仆后继

的舞蹈情景，从这五个战士身上，学生可以感受到

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们的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大

无畏精神。在指导学生鉴赏舞蹈《壮士》时，可以唤

起学生珍惜今天、不忘过去的情感和历史责任感。

舞蹈最后，红旗化为一条红色长河，象征着无数英

烈为了革命胜利血流成河和他们走过艰苦卓绝的

战争之路。让学生从中能感受和体验到战士豪迈

精神，在艰苦环境中浴血奋战深沉的情感和英雄气

概，从而树立在逆境中奋斗不已的决心。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斯基说过：“美是一种心灵

的体操———它使人们的心灵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

信念端正。美是一面镜子，你在这面镜子里可以照

见你自己，从而对自己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老

师指导大学生欣赏舞蹈作品，提高了学生审美能力，

使之能自觉地吸收和积累人类丰富的审美经验，拿

美来浸润自己的心灵，培养融美于心的习惯，使自己

敏捷地感受到文艺作品或自然界的美，并很快地将

它们吸收到自己的心灵里，使自己的性格也变得高

尚优美。在审美过程中，社会生活或艺术作品中人

物优秀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可以直接成为自己学习

的榜样，使自己也成为优秀高尚的人。［３］

（二）公共舞蹈艺术可以促进大学生多元智能

的发展

多元智能理论是由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霍华

德·加德纳博士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他认
为“人至少存在七种形式的智能：语言智能、音乐智

能、数学 －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人
际关系智能与自我认识智能。”加德纳认为，这七种

智能在相当程度上是独立存在的。某种能力的丧

失并不能影响其他智能的存在。每个人只有一种

最杰出的智能，但每个人又都需要多种智能的合作

来解决问题。各种智能间也能相互促进彼此的发

展。认识到人是具有多种智能组合的个体，当代教

育体制依然以语词和数字的研究为核心，只注重逻

辑数学智能与语言智能的发展。实际上，各种社会

角色并不是这两种智能所能包容得了的。不同智

能组合的个体对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教育的任

务就是尽可能地发掘人的内在潜能，并让这些潜能

得到明智的运用。［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公共舞

蹈教育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舞蹈作为一种综合了音乐、时间、空间、情感性

的艺术，它与学生的多元智能发展密不可分。

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舞蹈是一种视觉艺术，

是具有形象化的，我国古代《乐论》中论述了舞与乐

相互依存的关系：“乐之在耳为声，在目为容”，“乐

舞合节，谓之中合”。乐舞同源，大多数情况下，有

舞就有乐，音乐与舞蹈齐头并进，舞蹈在音乐伴奏

中展开，与音乐共同揭示主题，共同表达感情，交替

增色。音乐的艺术形象比较抽象，看不到、触不着，

只能通过听觉去感知；肖庆玲说“舞蹈艺术形象要

通过视觉来感知，它本身并不发出声音只有通过视

听觉紧密结合、优势互补，才能产生感人至深的艺

术魅力。因此我们可以充分运用音乐的这种功效

让学生通过听音乐了解舞蹈作品的内在含义和具

体的艺术形式，提高对音乐结构形式的综合感受能

力，并通过对音乐音响的感知所唤起的情感加以想

象、联想，转化为客观世界的形象和意境，再把它注

入我们的舞蹈动作当中去，形成表演的动力，进而

感受舞蹈的意韵和美感。由此可见，舞蹈教育的提

高同时也是音乐智能的发展”，［５］学生的音乐智能

在舞蹈中得到提升。

舞蹈以人体运动为媒介，学生通过学习和训

练，肢体变得灵活，动作更协调，身材更挺拔，身形

更完美，身体运动智能得到充分发展；舞蹈是流动

的雕塑，作为一种空间的艺术，各种跳跃的舞姿、静

止的造型、穿插的队形、色彩绚丽的服装、灯光的明

暗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向学生述说着点与线、线与

面、空间的对比与平衡。集灯、服、道、效等于一体

的舞蹈，产生巨大魅力的同时，也在培养着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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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智能；舞蹈学习大多是采用群体教学的形式，

通过舞蹈学习、排练与演出，学生的人际智能得到

发展；舞蹈教育是师生教与学的交流，学生的认知

能力、方式、结构，表达、表演能力，理解、判断、分析

能力，自我教育的能力会得到提高，学生自我认知

智能得到发展；当用语言与文字传达不清或透彻表

现某项思想感情之时，舞蹈能借助身体的语言、表

情进行人际间的交流，它是“无言的诗”，这也可以

说是一种广义语言智能的体现。

美国著名舞蹈家肖恩说过：“真正的舞蹈教育

也是人的全面教育———他的身、心、情感将在舞蹈

中得到滋养、熏陶和锻炼。”［６］６７大学教育是多学科

的综合性教育，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是当今教学和

科研发展的趋势，通过舞蹈教育能使受教育者多元

智能得到充分发展，从而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

（三）公共舞蹈艺术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创造力

通常情况下，创造力是指在行动或操作过程中

见到的那些建构性的、生产性的行为。无论是对个

人还是对社会，创造性思维都是很重要的。［６］８２它使

已有的东西发生变化，或者带来新的发现。人的素

质越高，想象力越丰富，引导创造的可能性就越大。

想象力越强烈，就越富有创造性，提出的设想就越

有科学意义。丰富的想象力会激活知识，举一反

三，导致认识上的飞跃，出现创造性灵感。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苏联成功地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送上了天。这条消息深深震撼了傲居领先世界

的美国人，在此之前，美国人在科技才能方面居垄

断地位。通过比较，美国人发现，认识到在空间技

术上的落后，是由于美国的教育的落后，尤其是艺

术教育的落后，为了在科学技术方面迎头赶上苏

联，美国教育界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１９６３年
成立了国家艺术委员会，１９６７年提出著名的《零点
计划》，１９９４年通过《美国教育法》，确立了艺术教
育的核心地位，舞蹈教育已被列入艺术教育的重

点，其课程已进入学生学习的选修或必选课程。［７］

舞蹈教育的目标之一是培养自信、有创造力的学

生，舞蹈教育过程主要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并伴随

着人的情感体验完成的。大学生在欣赏舞蹈，学

习、表演舞蹈组合，创作舞蹈的过程中，使大脑得到

全方位的训练，使自己的想象力不断丰富，发散性

思维不断拓展，从而达到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技

能不断增强的目的。大学生通过舞蹈艺术的熏陶，

提高形象思维的能力，并使形象思维的方法融入科

学思维之中，使科学的发现和创造获得新的活力，

为社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四）公共舞蹈艺术可以塑造大学生的健美

形象

公共舞蹈教育内容可以分为欣赏性和实践性

的训练，实践性的教学又包含很多种训练手段，通

过组合的学习和作品的训练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质，

促进其健康成长。舞蹈基本站姿要求学生能收腹、

挺胸、立腰、拔背、抬头，眼睛平视，双肩下沉，气息

保持畅通，从外观上拉长了身体，也可以使大学生

克服那些驼背、扣肩、不自信，身体涣散、松懈、拘谨

的不良体态，既培养了学生良好气质，又展现了积

极向上精神面貌。在做四肢两头起的训练中，既训

练了腹背肌的力量，又能按摩和揉挤腹部内脏的作

用，促进腹内的血液循环，提高了肠胃的蠕动功能，

也消耗了腰腹部多余脂肪，达到减肥、美体的效果。

在进行踢腿，下腰，调转翻的技巧练习中，肢体各方

面如速度、力量、耐力、控制力、稳定性等都受到加

强。民间舞组合教学可以提高学生身体的协调性、

灵敏性、灵活性。芭蕾舞要求“开、绷、直、立”，讲究

线条的延长，从把杆开始，逐步调节人体的肌肉和

关节，使人体的肌肉线条拉长，达到灵活、协调、优

美的状态。形象是个人内在素质，品貌的综合表

现、良好的形象和形体对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个

人的体态，姿态是展现人体美的根本，良好的形体，

不仅给人以醒目的感受。更能展现出人的精神风

貌和文化修养。因此，大学生想要获得一个端正挺

拔落落大方、线条优美的形体，舞蹈训练是最有效

的途径。

总之，当代大学生需要舞蹈教育，科学理解舞

蹈艺术“审美、益智、创造、塑形”的教育价值，有利

于对准确定位公共舞蹈艺术在大学教育体系中所

处的地位，有利于客观认识公共舞蹈艺术在学校全

面发展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利于把握公共舞蹈

艺术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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