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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众
多教育家和学者曾经广为呼吁：艺术教育是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不可忽略。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就曾经作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教育”的论断。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公共艺术教育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基本
上可谓处于空白或自流的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磅礴推进和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素质教育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艺术教育以其深厚
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身艺术价值的独特性和重要性，逐渐受到广泛而又高度的关注。
　　党和国家对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高度重视。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13号《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以及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对普通高校开设公共艺术课程的性质、目标、设置、保障等均
作出了法制性的规定。
在全国众多普通高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也由此专门研究设计了公共艺术课程的建设方向。
这些，都为公共艺术教育在普通高校的实施奠定了指导性思想和软硬件基础，保证了艺术教育的健康
开展以及与其他教育课程的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公共艺术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大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雅的艺术品位，启发和丰富其形象思维，
它对于提高全体学生的审美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塑造健全人格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艺术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实施美育教育的主要途径
。
　　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是普通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
可是无需讳言的是，目前大多数普通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在开设及完成质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或不
尽人意之处，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公共艺术课程教材的科学性、规范性与系统性难以确保，造成教
学目标不明确，教学进度不统一，教学质量无保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舞蹈鉴赏>>

内容概要

　　《舞蹈鉴赏》是普通高校各个专业学生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是一门系统概述艺术、研究艺
术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艺术审美教育，培养学生艺术感受与艺术鉴赏的能力，提高
大学生基本的审美品质和艺术理论水平。
     本书主要介绍了“蔚为大观的用‘舞’之地”、“滴水汇海，胜之以‘图’”、“美在‘打破’之
间”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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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鉴赏，从艺术诞生的瞬间开始就与艺术相伴相生的。
所谓鉴赏，无非是用观者的心灵与作品交谈的过程；无论是对同时代作品的鞭辟剖析，还是对年代久
远作品的当代新解，古今中外，不外此理。
　　如果说到舞蹈鉴赏比起其他姊妹艺术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这种心灵与舞蹈作品的交谈，夹杂
着更多的身体记忆和肢体运用，建立在一种对人的行动方式的调用和感受之中。
比如说，一个表现中国书画精神的舞蹈作品，在鉴赏者的脑海中，自然与舞者一起浮现出对中国古代
文人士大夫气度和品格的追念，那放浪笑傲、不拘缛节的纵情洒脱；那浪漫抒怀、独与天地相往来的
从容淡定；那拂袖捻须对月当歌的怡然自得⋯⋯因此，如同那些对线条和色彩尤其敏感的人对绘画有
较为细腻的感受力一样，对动态和行为尤其敏感的人对舞蹈的倾倒、弹跳、柔韧、速度以及由此所传
递和体现出的内心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将产生丰富而细腻的体悟。
当然，从根本上讲，比起技术技巧因素，艺术因其塑造灵魂表达生命而以体现生命真实为第一功能，
因此，鉴赏者自身的知识储备、文化积淀、人生阅历、性格品行，将是影响和制约艺术鉴赏效果的第
一要素，而舞蹈鉴赏所呼唤的动觉敏感，则是可以在长期的舞蹈储备铺垫下，慢慢谙熟而从容的鉴赏
习惯。
　　舞蹈经历了从古到今漫长的生命周期，其“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特性，已跃然凸显于众多姊
妹艺术之中。
那么，同样作为“拙于叙事”的肢体艺术，舞蹈与体操、杂技等血亲关系更加浓烈的“亲姊妹艺术”
，又有哪些差异和独特的召唤力呢？
随着体操、杂技艺术的时代发展，技术技巧越来越舞蹈化，这种甄别就显得尤为模糊和艰难；但舞蹈
化的杂技和体操，都是以技术技巧为首要看点，任何伤及或者无意义于技术技巧的舞蹈表达，都被毫
不留情地删减；而舞蹈与技术技巧之间的轻重关系，则恰恰相反。
在我们看到的某些舞蹈作品中，炫技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编导为了满足人们的视觉快感，将技巧充
斥在整个作品中，影响了舞蹈意蕴的传递，将舞蹈变成了动作的游戏。
这就需要我们在欣赏舞蹈之初，就怀抱着端正而深沉的欣赏期待，用正确的标准，去揭开舞蹈美丽的
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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