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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舞蹈编导探究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创作及传承

夏铭霏　陈丽竹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长春　130031 

摘　要：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是各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将民族民间舞蹈元素融入到舞蹈创编中，

不仅可以丰富舞蹈内容，还可以实现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创新。由于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了解不足、对编创尺度

把握不准等因素影响，导致舞蹈创编质量不佳。需要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探讨如何有效传承与开发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

提高舞蹈创编质量，带领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走出传承发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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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与劳动

中形成的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特性的舞蹈形式。传统民

族民间舞蹈在发展过程中，多由各个民族的人们自编自演，

将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交际方式等通过舞蹈的形式

直观生动展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生活地域、历史传统、风俗

习惯等有很大不同，因此形成的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多样、风

格迥异。

1.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特性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特性包括：（1）传承性。传统民

族民间舞蹈在不断发展进程中，不仅经历了历代王朝的盛衰

更迭，而且在发展过程不断融合新元素，逐渐焕发出新文化

内涵，进而在近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传承保留下来。（2）

群众性。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主要来源于民间，是我国劳动人

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除了可以展

现当地人们的生活风貌外，还能展示出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审美情趣，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3）自娱性。传传

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不仅体现了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感悟，还

在积极参与过程中享受到精神上的快乐。即便是一些民族民

间舞蹈没有专业的乐器与舞台，人们在参与过程中也能获得

身心上的愉悦感受，为此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也有自娱性的特

性。（4）民族性。各民族在长期生活与发展中形成了独具

一格的本民族文化特色，而舞蹈源于生活，各民族民间舞蹈

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各民族形成的民间舞蹈文化

直观展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生活及精神面貌，最终共同成就了

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2. 舞蹈创编中运用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的重要作

用

2.1. 有助于提升舞蹈编导者的编创能力

表 1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概览

民族 舞蹈类型 主要元素

蒙古族 盅碗舞、筷子舞、安代舞 软手、抖肩、碎步

傣族 孔雀舞、象舞、象脚鼓舞 手式、领腕、伏步、平掌

维吾尔族 萨玛舞、多朗舞、手鼓舞 昂首、立腰、旋转、翻腕

藏族 弦子、锅庄、踢踏 松垮、弓腰、曲背

苗族 芦笙舞、铜鼓舞、木鼓舞 飞踢、折手、腰旋、腰扭

将上表 1 提到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融入到舞蹈编

排中，可以提高舞蹈编导者的编创能力。一方面舞蹈编导者

在编创舞蹈时，需要深入了解、研究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舞

蹈编导者需要了解当地人民群众风俗习惯和情感表达形式，

然后将获得的灵感融入到舞蹈创编中，让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焕发出新生命力。舞蹈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除了有音乐、舞

蹈方面的内容，还要考虑服饰、人文风情等要素。在创编极

具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时，舞蹈编导者需要深入挖掘和了解

当地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等，准确把握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情

与特点，使创作出的舞蹈作品更有感染力和表现力；另一方

面通过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能给舞蹈编导者带来新创作灵感，

能为舞蹈编导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能激励他们通过

不同表现手法和技巧来编排舞蹈，可以提升舞蹈编导者的专

业素质和编创能力。  

2.2. 有助于增强舞蹈编导者的文化自信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这体现了对一个国家或地



教学教法研究 4卷 2期
ISSN:2810-9651

51    

区的文化特色进行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舞蹈编导者在开展

舞蹈创作工作时，应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加强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研究，深入了解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

舞蹈类型及主要元素，在对我国优秀舞蹈文化充满自豪感的

基础上，将民族民间舞蹈元素融入到自己创作的舞蹈作品

中，让更多人了解到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

历史文化内涵，实现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弘扬与发展。   

3. 舞蹈编导者创作和传承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存在的

问题

3.1. 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了解不充分

从舞蹈作品创编角度入手，深入探究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建立在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充分了解的

基础上。但当前舞蹈编导者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了解不全，

具体表现为将更多注意力放在现代流行舞蹈上，对传统民族

民间舞蹈研究不够重视，对民族民间舞蹈的了解停留在舞蹈

对应的民族、动作特点等上，没有将地域文化、民族特色、

舞蹈形式、表现特征等联合起来共同研究与分析，最终创编

舞蹈作品质量无法得到保障，也不利于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

化继承与弘扬。

3.2. 选取民族民间舞蹈素材不合理

舞蹈编导者在创作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时，要选用合适

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素材和元素，打造让人耳目一新的舞蹈

作品，实现对民族民间舞蹈的有效保护与传承。不过联系实

际发现舞蹈编导者对民族民间舞蹈素材选择还不够科学合

理，具体表现为一味地照搬照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类型及元

素，使创编的舞蹈作品无法满足当前人们的欣赏观看需要。

同时，舞蹈编导者利用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创编舞蹈时，

多种元素联合运用比较少，虽然对一种民族民间舞蹈元素进

行开发利用，依然可以实现舞蹈创新和传统文化继承，但是

会制约舞蹈编导者创编能力的提升。

3.3. 进行舞蹈编创尺度把握不准确

虽然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是舞蹈编导者的灵感资源库，

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若出现对舞蹈编创尺度把握不准，则无

法增强创编舞蹈的艺术性和表现力，最终传统民族民间舞

蹈传承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当前部分舞蹈编导者对传统民

族民间舞蹈文化审慎性不够高，进行舞蹈创编时对作品属

性了解不够，只一味地将舞蹈元素整合起来，导致整体舞

蹈呈现风格不相匹配。同时，在进行舞蹈创编时，舞蹈编

导者出现过于追求新鲜事物的情况，不能很好地融入和保

留传统民族民间舞蹈风格与特色，不利于保护、传承传统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 [1]。

3.4. 不够重视在流变中保护和传承

优秀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被淹没在现代流行舞蹈浪潮中，

为了传承与保护传统民族民间舞蹈，需要高度重视传统民族

民间舞蹈流变发展。但当前舞蹈编导者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在流变中保护传承较为忽略，没有深刻意识到现代社会经济

不断发展带给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巨大影响，在创作舞蹈作

品时，没有从保护传统文化角度入手，将现代文化元素与传

统民族民间舞蹈完美结合起来，不仅无法促进传统民族民间

舞蹈得到发展与创新，还不利于现代舞蹈事业朝着更好方向

迈进。

4. 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创作与传承的有效策略

4.1. 加强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了解

舞蹈编导者在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创作和传承时，

首先需要加深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了解，能结合实际对舞

蹈作品进行有效创作，加强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的开发

利用，实现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继承与弘扬。相关措

施包括：（1）加强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研究。我国是由 56 个

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极具

特色的舞蹈类型，比如傣族的孔雀舞、苗族的芦笙舞、壮族

的扁担舞、维吾尔族的赛乃姆、汉族陕北的秧歌等。舞蹈编

导者要通过创作的舞蹈作品，实现对这些民族民间舞蹈的保

护与传承，需要了解不同民族的民间舞蹈类型，如苗族民间

舞蹈芦笙舞流行于西南和中南苗族居住地区，以边吹芦笙边

舞蹈为特点，常常带有表演性和竞赛性。把握这些内容后，

舞蹈编导者进行舞蹈作品创作时，就可以选用适合的民族民

间舞蹈元素，在保证创编舞蹈作品质量的同时，有效传承民

族民间舞蹈文化。（2）把握民族民间舞蹈特色。在有效了

解我国不同民族民间舞蹈类型后，要通过舞蹈编导创作来传

承优秀民族民间舞蹈，还需要把握民族民间舞蹈特色。比如

傣族舞舞姿形态讲究的是手臂各关节弯曲形成三道弯，再和

手脚同出一侧形成一顺边。整体来看傣族舞动律是安静和舒

缓的，其中孔雀舞和象舞流传最为广泛；又如蒙古舞最鲜明

的特征就是硬肩和耸肩，舞蹈时舞者手臂会微微前夹，肩部

扭动发力猛而快，舞姿包括绕圆、拧转、横摆拧等，有效体

现出蒙古族人民的大气和豪爽性格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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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取合适民族民间舞蹈元素

舞蹈编导者在利用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对新舞蹈作

品进行创作时，要取得较好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传承效果，

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应用合适的舞蹈素材。相关措施包

括：（1）明确创编作品主题。在明确主题引导下，舞蹈创

编工作才能科学高效的展开。舞蹈编导者要注意确定创编舞

蹈作品的主题，如以民族文化为主题，通过创编的舞蹈作品

展现不同民族的舞蹈艺术，舞蹈编导者需要从民族文化入

手，了解不同民族舞蹈类型、特色，然后在脑海中构建初步

的舞蹈创作框架。（2）筛选可用舞蹈素材。在确定创编舞

蹈作品主题后，需要根据选择主题筛选和利用适合运用的传

统民族民间舞蹈素材。比如在展现蒙古族文化时，可以对安

代舞、盅碗舞、摔跤舞等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进行研究，然后

将特色舞蹈动作、器具等引入到创编的新舞蹈作品中，使人

们可以直接通过创编舞蹈作品领略蒙古族风俗文化。（3）

加强统筹规划设计。在确定舞蹈创编可以运用的传统民族民

间舞蹈元素后，舞蹈编导者要从整体层面入手，对整个舞蹈

作品创作进行统筹规划设计。要将重点放在舞蹈表现形式、

民族特色动作、舞蹈技巧表现、舞蹈服饰装点等上，以保证

最终呈现舞蹈作品效果，进而实现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有

效传承与保护。

4.3. 舞蹈编创过程准确把握尺度

舞蹈编导者利用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元素创作最新舞蹈

作品时，应注意把握舞蹈编创尺度，充分展示出创编舞蹈作

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防止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继承弘

扬带来不利影响。相关措施包括：（1）加强舞蹈作品属性

了解。舞蹈编导者进行舞蹈作品创作时，可从自觉性、动作

性、节奏性等维度入手，深入探究舞蹈作品的属性。其中，

自觉性就是指舞蹈作品的艺术形象，它主要是让人们通过视

觉感官来感知审美。动作性是由人体舞蹈动作所决定的，舞

蹈作品实质是由一系列舞蹈动作所组成的舞蹈语言发展变

化完成的。节奏性是客观现象的延续和规律性的反映。（2）

充分考虑舞蹈呈现风格。深入了解舞蹈作品属性后，要确定

创作舞蹈作品的呈现风格。比如依托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创作

的蒙古舞作品，要知道蒙古族常被人称之为骑在马背上的民

族，受长时间游牧为生影响，使得蒙古族人民拥有了强悍、

勇敢和坦荡的性格，舞蹈特点也表现为舒展、豪迈和浑厚。

这就需要舞蹈编导者在创作舞蹈作品时，要保留传统民族民

间舞蹈的豪气、自信元素，让舞蹈的呈现风格是质朴、豪爽

和大气的 [2]。（3）有效体现舞蹈传统特色。舞蹈编导者要

在创作的舞蹈作品中展现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特色，实际编

创时要将注意力放在抖肩、软手、碎步等舞蹈动作及技巧上，

通过模拟雄鹰飞翔身影、骏马奔腾姿态、人们生活场景等，

实现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与保护。

4.4. 注意在流变发展中保护传承

舞蹈编导者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创作与传承的主

要目的是提升创编舞蹈质量，满足人们的多元需求，促进民

族民间舞蹈创新发展。然而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对传统

民族民间舞蹈带来了极大影响，要促进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得

到创新发展，需要将流变发展和保护传承相结合。相关措施

包括：（1）树立新保护传承观念。只一味地对传统民族民

间舞蹈进行照搬照抄运用，无法取得理想的传承与保护效

果，要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对保护传承观念进行及时更新。

简单来说就是在有效把握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基础上，

结合最新舞蹈发展趋势和人们文化欣赏需求，积极树立传统

民族民间舞蹈流变发展观念，使创编舞蹈作品有效贴合人们

观赏需求，实现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5. 结语

综上，本文是基于舞蹈编导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创作

及传承的深入探究。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们对精神生

活更为渴求。特别是在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传承与创作上面，

要求舞蹈编导者充分尊重传统文化，对适合舞蹈主题的传统

民族民间舞蹈素材进行开发和利用。将特色民族民间舞蹈技

术动作与现代舞蹈艺术有效融合，能够使传统民族民间舞蹈

焕发新生命力，提高创作舞蹈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实现

对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的创新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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