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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教学中舞蹈表现力的培育方式探究
◆ 解冰冰

解冰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 ( 广东珠海 519085) 。

［摘 要］ 1661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由于酷爱芭蕾舞，所以在首都巴黎开设了首个芭蕾舞学校，并创

造出了完善的教学理论。至此之后，芭蕾舞便成为一项系统、完整的舞蹈形式。文章将针对舞蹈表现能

力以及当前芭蕾舞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目的是探究出芭蕾舞教学中舞蹈表现力的培育方

式，以便于高效地提升芭蕾舞学生的舞蹈表现能力。
［关键词］ 芭蕾舞教学; 舞蹈表现力; 情感教学

［中图分类号］J722.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 4808 ( 2018) S1－ 0092－ 02

舞蹈作为艺术形式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自身便具备一定的审美特质。可以说，舞蹈表

现能力是审美学范畴内的一种艺术直觉，是通过

舞者的肢体表现而营造出的一种审美意境。舞蹈

表现能力是芭蕾舞表演的根本，如何在芭蕾舞教

学中增强舞蹈表现力，已经成为当前芭蕾舞教学

工作亟待解决的重点。本文将针对芭蕾舞教学中

舞蹈表现力的培育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与研究。

一、舞蹈表现力概述

正所谓“艺术便是创造”，舞者通过对生活中

现实事物的感知，在脑海中进行编创与组织，通过

肢体的控制和身体动作的展示，让观众在感知舞者

情绪的同时，感受到美的体验。芭蕾舞一般给人以

高贵、古典、宫廷的审美感受，在芭蕾舞优势特点

引导下，芭蕾舞蹈表现力主要是通过芭蕾舞蹈动作

的编排与组织，揭示不同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
心理特点。［1］与此同时，芭蕾舞蹈表现力更加注重

舞者与观众的心灵交流，通过舞者的肢体与动作的

表达，使广大观众在舞蹈表演中感知不同环境下的

舞者所抒发的内在情感。切实将自身所表达的情感

与情绪，融入芭蕾舞蹈的表演中，正是芭蕾舞蹈表

现力的重点。芭蕾舞蹈表现力，已经是衡量一个舞

者的专业水平的重要标杆。

二、当前芭蕾舞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一) 相对忽视灵感启发
由于历史的原因，使芭蕾舞总与优雅、气质、

一丝不苟等词汇相关联。正因如此，教师在开展

芭蕾舞教学时，往往也会利用相对保守的形式开

展教学工作，使芭蕾舞教学工作更加着重高超水

准的基本功练习和保持优雅气质。受传统舞蹈教

学思维的影响，使芭蕾舞教学在开展的过程中，

相对忽视对舞者灵感的激发，一成不变的舞蹈教

学缺失了舞蹈原本的灵性与生命力。
( 二) 教学气氛不够活跃

在芭蕾舞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更加重视

对学生动作完成标准的要求。在舞蹈动作练习中，

往往对学生完成动作的力量、高度、速度都有明

确的要求，学生不得不在舞蹈练习中努力练习基

本功。［2］反反复复的基本功练习，高压的教学，很

容易消磨学生的舞蹈表现创造力。久而久之，学

生的思维逐渐固化。严肃的教学氛围、高标准、
高技术 的 舞 蹈 教 学，不 利 于 提 升 学 生 的 舞 蹈 表

现力。
( 三) 情感化内容缺失

据笔者的调查，在芭蕾舞教学过程中，教师

由于更加注重规范化的教学内容，使芭蕾舞表演

相对缺乏情感化的内容，表演形式相对单一，整

齐划一、一板一眼的现象严重。当前很多芭蕾舞

蹈，自始至终舞蹈的点线连接都是直角和直线，

很少融入“圆”与 “沉”，很难将女芭蕾舞演员

肢体的美感展现出来，舞蹈整体相对缺乏灵动性。
与此同时，由于芭蕾舞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但

是当前芭蕾舞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的气质展现，

使很多芭蕾舞表演中很少有面部表情，给观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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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冷、僵硬的遥远感。刻板的动作设置、生硬

的表情、缺乏情感化的舞蹈形式，很容易拉远观

众与芭蕾舞蹈之间的距离。

三、芭蕾舞教学中舞蹈表现力的培育方式

( 一) 转变教学观念，开展启发、创造性教学
教师应规避传统芭蕾舞教学的弊端，将更多

的启发元素融入芭蕾舞教学课堂中来，积极引导

学生在原有的舞蹈基础上进行创新，利用鼓励与

引导来代替传统只注重基本功的芭蕾舞课堂。为

了激发学生的创造能力，教师可以在芭蕾舞课堂

中积极开展 “即兴舞蹈”的锻炼内容。例如，教

师可以通过分组的形式，每组三人，使学生拉开

距离自 由 站 立。先 引 导 学 生 闭 眼，感 受 音 乐 旋

律。［3］通过学生脑中对音乐内容的想象与感知，使

学生用肢体表达出自己听到音乐的情绪，使学生

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进行即兴发挥。与此同时，教

师还可以定期对学生的舞蹈想象力、舞蹈编创力

进行检查，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出发去

感知生活中的事物，酝酿自身舞蹈灵感，并通过

肢体及动作表述自身想要表达的内容。教师要切

实将启发性教学内容与创新性教学内容融入日常

的芭蕾舞教学中，使学生在感悟中摸索、在创造

中提升自身的舞蹈水平，培养学生芭蕾舞表现力

的初步意识。
( 二) 融入情感教学因素，调动学生肢体感知

能力
专业化的舞蹈能力，是提升舞蹈表现力的重

要基础。专业的舞蹈素质，主要包括肢体力量、
肢体柔韧性、肢体控制力与肢体平衡力等各个方

面。想要培育出专业的芭蕾舞演员，舞蹈教师就

必须紧抓芭蕾舞基础，在夯实学生芭蕾舞十二个

基本动作的同时，针对不同的芭蕾舞表演内容，

制订区别化的情感动作因素，使学生在夯实自身

芭蕾舞基础的同时，学会通过不同舞蹈动作来展

现自身舞蹈情感。为了夯实学生的专业素质，提

升其肢体对音乐氛围的感知力，教师可以积极在

舞蹈教学中通过不同的教学动作，增强学生肢体

的表达能力。例如，针对欢快、轻盈的音乐内容，

教师便可以引导学生利用脚跳、旋转、击脚跳、
小踢腿等动作，诠释欢快的音乐内容。针对哀伤、
缓慢的音乐内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擦地、
蜷腿侧跳、伸展、画圆圈等动作，彰显惆怅的音

乐氛围。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应该积极地在教学

过程中融入头部动作和面部表情，切实地使观众

能通过舞者的肢体艺术，更加深刻地诠释寓于舞

蹈表演中的情感。
( 三) 加强心理引导，增强学生自信心

自信心是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肯定，更是一种

积极挑战自我的果敢。想要增强学生舞蹈的表现

力、切实使学生将 高 昂 的 热 情 融 入 芭 蕾 舞 表 演

中，就必须从内而外增强学生的自信心。为了增

强学生对于芭蕾舞表演的自信，教师首先可以根

据学生的表演，积极给予其肯定，不要吝啬自己

的语言。当学生通 过 自 身 的 努 力 做 到 某 个 动 作

时，教师可用激励性的语言，如 “太棒了! 你很

有跳芭蕾的天赋! 你跳舞的气质真好”等，调动

学生学习芭蕾的积极性，激发其学习舞蹈的主观

能动性。其次，教师可以通过舞蹈实践活动的形

式，增强学生的舞蹈信心，积极为学生争取舞蹈

表演的机会，使学生在真正的舞蹈表演中感受观

众崇敬的眼光，认识到芭蕾舞带给学生的荣耀，

切实通过观众的掌声与赞叹，增强学生的芭蕾舞

表演信心。与此同时，教师应多带领学生观看专

业的芭蕾舞表演，参与专业的芭蕾舞比赛，让学

生自主地认识到自身与专业之间的差距，调动起

学生的自尊心，切实使学生通过教师的鼓励坚定

芭蕾舞表演的信心，树立提升自身芭蕾舞专业技

能的决心。
( 四) 提升学生艺术修养，深化芭蕾舞表现内容

很多经典的芭蕾舞剧目都是从文学剧、音乐

剧等内容改编的，舞蹈作为艺术形式中的重要内

容，与其他艺术形式息息相关。教师应该积极引

导学生增强自身的艺术修养，只有学生提升对文

学、音乐、影视等艺术层面的素养水平，才能帮

助学生更加深刻地去把握表演所表达的内容。［4］为

了切实引导学生提升自身艺术水平，教师可以定

期向学生推荐与芭蕾舞相关的文学著作，如 《胡

桃夹子》《费加罗》《唐吉坷德》《大红灯笼高高

挂》等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进行新的芭蕾舞

表演时，教师一定要使学生了解舞蹈背后的情感

融入。例如，当表演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教师一定要让学生观看 《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影视剧或者文著，使学生感知芭蕾舞表演背后

的情感与精神，以便于他们更深层次地感知芭蕾

舞背后的情怀，切实调动舞者与观众之间的情感

共鸣，提升自身的舞蹈表现力。
( 下转第 102 页)



考虑个体差异针对性体育教学方式研究

－102－

况等条件进行综合评价。只有采取 这 种 主 客 观

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才能更真实地 反 映 学 生 的

体育学习情况。
( 五) 允许学生个体差异的存在

因为学生间学习基础、学习能力与体能水平

有着较大的差别，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完

成相同的教学目标。对于体育教师来说，如果以

相同的教学标准要求每个学生，那么教师给予学

生的批评、否定将要远远多于鼓励和表扬。由此

容易导致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学生不能达到体育教

学的要求，进而使其在体育学习上遭受挫折和失

败，导致一部分学生产生自卑心理，丧失对体育

学习的动力与兴趣，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对

于现阶段的体育教学来说，教师应充分考虑学生

间存在的个性差异，允许不同体育发展水平现象

的存在，对体育素质较差的学生予以适当鼓励，

促进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根据自身努

力体验到学习上的进步与成功。
体育教学 中，如 果 忽 略 学 生 间 客 观 存 在 的

个性差异，对他们采取 统 一 的 要 求 标 准，不 仅

会抑制我国体育教学水平的发展，还 会 造 成 不

公正现象的出现。这样不仅违背体 育 学 科 最 初

的开设目的，也与当代体育精神产生较大分歧。

体育是 一 门 讲 究 参 与 性 的 学 科，学 生 能 主 动、
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就已经 证 明 了 该 项

学科的魅力。
综上所述，为了全面提升我国基础体育教学

水平，教师应该允许个体差异性的存在，并以这

种个体差异性作为教学着手点，对学生进行全方

位的体育水平培养，注重因材施教，为学生的发

展提供相同的机会，使学生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得

到充分的、独特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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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添加创新内容，增强观众的感知力
作为一种表演形式，芭蕾舞的表现力与观众

对舞蹈的感知力息息相关。芭蕾舞教学应积极转

变传统高傲、冷漠的表现情感，拉近与观众之间

的距离。传统芭蕾舞教学中的弊端日渐突出，已

经证明传统芭蕾舞教学模式，不适合我国舞蹈的

发展趋势。教师应积极进行舞蹈教学内容的创新，

将迎合观众积极审美情趣、增强舞蹈表现力的内

容，融入芭蕾舞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积极地在民

族舞、现代舞中探索创新灵感，在芭蕾舞的基础

上，积极吸收其他舞蹈形式的优点，做到扬长避

短。以古典舞为例，古典舞能通过极其丰富的情

绪表现手段，将动作与舞蹈情节融会贯通。芭蕾

舞蹈教师，可以积极探索古典舞蹈“提、沉、冲”
等形式的律动特征，并将相同情感表达的肢体内

容进行借鉴。可以将古典舞 《梁祝》选段与 《罗

密欧与朱丽叶》选段的内容相整合，从 《梁祝》
中借鉴优秀的舞蹈动作，通过教师的整合与组织

融入芭蕾舞教学中。与此同时，教师还应该针对

不同的情绪，适当融入不同的面部表情，使观众

通过舞蹈演员的面部表情能感知到剧情的发展进

度以及舞蹈演员的心理变化。
总而言之，表现力是舞蹈表演的灵魂，高效

地开展芭蕾舞表现力培育，势在必行。由于芭蕾

舞的特点，使当前芭蕾舞教学普遍存在刻板、教

学氛围严肃、缺乏创新等现象，阻碍了表现力教

学的开展。广大芭蕾舞教师应积极转变传统舞蹈

教学思维，融合多种舞蹈的优势，对原有芭蕾舞

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积极添加情绪因素，通过

多种形式调动学生对芭蕾舞表演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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