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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法》是唐满城教授在北京舞蹈学院历届中国古典舞系教学专业授课实践中逐步
完善而成的教材。
《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法》宗旨是把身韵教学积累的宝贵经验转化为一种科学的教学规律和方法，采
用理论与实践兼顾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示范和思维上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锻造与启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身韵教学法正是秉承了挖掘学生创造性潜能的教学任务与教学理念，最
终达到让学生熟悉教材、运用教材和发展教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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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满城（1932年6月28日—2004年7月12日），我国著名舞蹈教育家、中国古典舞学科教学体系创
始人之一，曾任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老教授协会文艺专业委
员会委员，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1950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蹈队，中国歌剧舞剧院任舞蹈演员。
1954年至去世前历任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教研组组长、教育系、中国民族舞剧系主任等职。
1989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局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奖；1993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部属高等院校优
秀教材一等奖；1997年中国古典舞身韵教材再度被国家教委评为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02年获首
都“五·一”劳动奖章。
曾在全国七运会开幕式《爱我中华》文体表演、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文艺演出、全国职工“庆大典、迎
新纪”汇演等多项大型文艺演出中担任总编导和舞蹈总监。
曾出访多个国家进行艺术交流，其名字及事迹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一代风流》、《舞蹈世
界》中介绍；先后收入《当代中国名人录》、《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小传》、《中外文学艺术名人肖像
集》、《中国舞蹈大辞典》、《中国舞蹈家辞典》等。
曾出版专著《唐满城舞蹈文集》、合著《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法》等，创作民
族舞剧《文成公主》、《桃花扇》、芭蕾舞剧《家》、古典舞专场晚会《如此多娇》、舞蹈《风雪山
神庙》、《情缘》、《水泊风尘》、《家住安源》、《大唐贵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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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身韵理论概述与分析
  第一节  身段课（身韵）产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身韵的训练价值与美学意义
  第三节  “形、神、劲、律”——身韵的核心
第二章  身韵的基本术语与概念
  第一节  基本站式与步位
  第二节  基本手型
  第三节  基本手位
  第四节  基本手位造型
  第五节  “拧、倾、仰”的概念
  第六节  “平圆、立圆、八字圆”的概念
  第七节  “点、线、面”的概念
  第八节  “凝神、聚神、放神”的概念
第三章  身韵的基本动律元素
  第一节  盘坐的基本形态
  第二节  提、沉
  第三节  冲、靠
  第四节  含、腆
  第五节  移
  第六节  旁提
  第七节  动律元素训练的价值
第四章  身韵主干教材中的典型动作
  第一节  云肩转腰
  第二节  云手系列
  第三节  燕子穿林
  第四节  青龙探爪
  第五节  风火轮
第五章  身韵支干教材的练习及运用
  第一节  盘手
  第二节  穿手
  第三节  晃手
  第四节  摇臂
  第五节  大刀花
  第六节  基本步法
第六章  身韵教学法保留短句、组合示例
  第一节  冲靠短句
  第二节  摇臂短句
  第三节  摆扣步短句
  第四节  燕子穿林短句
  第五节  基本手位组合
  第六节  盘手组合
  第七节  云肩转腰组合
  第八节  云手强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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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节  冲靠、大开大合云手组合
  第十节  云手大揉球组合
  第十一节  青龙探爪组合
  第十二节  刚武型表现组合
第七章  身韵教学法标准答卷与教学口诀示例
  第一节  身韵教学法标准答卷
  第二节  身韵教学口诀示例
附录：有关身韵的学术文章
  对戏曲舞蹈的再认识
  关于《身韵课》教材对传统的继承关系及整理方法
  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
  唐满城“身韵”教学启示录
  求索“中国古典舞”舞魂之路——李正一、唐满城“身韵”课描述
  “含”在“身韵”训练中的作用及其运用
  民族艺术精华舞蹈教材典范——读《中国古典舞身韵》教材
  “身”临其境“韵”在其中——评唐满城教授对《身韵》课的新探索
  太极与中国古典舞身韵
  “三点一线”：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法课的启示
  子午之身·阴阳之韵——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的特点与规律
  对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反思与展望
原版后记
新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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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四章 身韵主干教材中的典型动作 身韵课所练习的各种元素动作和组合，内容是
非常丰富的。
如同基本功训练一样，组织一堂课也应有一个完整的框架：如每一类动作自身的“竖线”，各类动作
之间的“横线”。
课程进行时也同样需要依循“由浅人深、由简到繁、由点到面、由单一到复合”的教学原则。
可是身韵课毕竟不同于基训课的动作分类是按人体的结构原理和素质技法原理，如“腿、腰、胯、臂
、躯干”、“控制、跳跃、旋转、翻身”等等这样来分类，划分成“竖线、横线”是否科学、系统很
容易明辨与掌握。
身韵则不然，它是由各种各样独立存在的完成体动作组成的，它不是按人体结构、技法原理组成的。
在戏曲和武术中学习这类表演性、风格性、艺术性的动作是通过“片断”及“套路”来反复磨练。
学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这些“片断”和“套路”中去由量变到质变，由模仿到领悟。
 我们称之为的身韵，根本上就是从提炼元素出发，遵循这样一条教学思路来进行：元素——动作（通
过坐、跪、立、行的发展步骤），然后经过强化——短句——组合来完成训练任务。
组合又可分纯动作性、音乐性、综合性、观赏性这样一些由技法向艺术性拓展延伸的过程，最后造就
我们称之为“形神兼备、身心并用、内外统一”的理想的中国古典舞演员。
这样就面I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必须在琳琅满目、错综复杂的独立存在的动作中列出什么是“主干”
、什么是“支干”，因而形成以“主干教材”来带动并引导课程的进行，在教学运作过程中，各种支
干教材也通过对主干教材的练习得到了应有训练。
更具体地说，主干教材是“纲”、支干教材是“目”，纲举则目张。
树立以主干教材进行教学的思路是一条少而精、举一反三、以一带十、以点带面的科学方法。
否则，没有经验的教师在身韵课中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动作去反复进行练习，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一堂课中都在“坐、跪”中练“提、沉”；一堂课中都在“横拧”、“摇臂”或单纯的盘腕、晃手、
小五花⋯⋯，这样就把身韵的整体形态，要完成的种种任务都搁置一旁，成为一堆零碎的、不成系统
的、没有章法的“零件”，它们互相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更谈不上艺术内涵和韵律的陶冶，当需要做
组合时，教师又会突然让学生接触一些非常复杂、偶然性出现的许多他们在平时根本没有学过的动作
及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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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法(修订版)》首先是进行身韵理论的概述；解释身韵的基本术语与概念；再根
据舞蹈运动规律以及身韵的教材特点，对动律元素、主干动作、支干动作、保留短句和组合分别进行
归类与分析。
在每个章节中还留有思考题，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与掌握教学内容。
书中注重图文并茂，遵循图跟文走的基本原则。
对动作的规格要领主要以文字表述并配有插图补充说明，增强其形象性。
教材中动作的表述尽量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在保留短句和组合部分还附有相应的伴奏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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