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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动机在舞蹈编导中的实际作用研究 
姜洋  岳虹 

（吉林艺术学院  吉林长春  130400） 

摘要：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动作是舞蹈的根本，当舞蹈演员在舞台中进行表演时，运动、动作、肢

体行为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则是舞蹈表演的重要因素。为此，舞蹈编导中应当注重舞蹈演员与舞蹈表演风格、

意境之间的联系，找好情感介入点，让舞蹈更具表达张力。基于此，文章立足舞蹈编导的作用，探讨情感

动机与舞蹈编导的相互关系，并对情感动机在舞蹈编导中的实际作用进行研究。 

关键词：情感动机；舞蹈编导；表演 

 

引言： 

舞蹈作为人类表达自我的原始方式之一。舞蹈

的诞生源于人们对音乐节奏的感知及表现，当人们

听到音乐时，身体可能由于音乐节奏的作用，产生

一定的律动感，而无意识将肢体行为与律动感进行

整合并予以表现，则成为舞蹈的本质条件，即为通

过运动、节奏、情感、姿势等方面的凸显，让舞蹈

行为更具实体化。现代舞蹈表演中，人们对于舞蹈

的认知以及表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语言表

述渠道，也可以看成是舞蹈作为独特的模型，其能

解析人们大脑对于运动、声音的整合及表现能力，

而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则成为舞蹈行为可塑性的重

要因素之一。这也使得在舞蹈的编排及表演中，按

照特定的架构去表演，套路化、模板化的方式让舞

蹈缺乏的艺术美或者是灵动美，个体表演匮乏的现

象，也映射出整个舞蹈编导以及表演过程中所存在

的问题。为了凸显舞蹈的艺术形式，让艺术色彩发

挥最大化，则应当在肢体语言中注入情感表达能

力，让舞者在表演的过程中通过感官共鸣、思想共

鸣、情感共鸣等，让舞蹈更具张力。为此，对于编

舞人员来讲，则应当不断地揣摩生活、舞台中的点

点滴滴，融入情感力量，在创作方法上展现出更多

的艺术美，这样才能够让舞者在舞台表演中释放更

多的感染力。 

一、舞蹈编导的作用 

舞蹈编导负责编排舞蹈动作，指导整个表演的

顺利完成，舞蹈编导的专业性较高，综合了创写、

编排、指导工作，同时在舞蹈艺术呈现方面也占据

较高的地位。现阶段舞蹈表演不仅仅局限在特定的

商演之中，更是通过舞蹈宣传传统文化，舞蹈本身

所承载的价值点较多，这也让舞蹈编排工作需要注

入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创编真正符合社会正向发展

的一些表演类型。为此舞蹈编导的从业人员必须具

备较强的综合素养，能够在生活中找到灵感，能够

在文化感悟中获得艺术感悟，确保每一个舞蹈动作

均代表一种独特的思想以及情感价值，让舞蹈作品

能够触动观众心灵，产生情感共鸣。在成为一名合

格的舞蹈编导之前，编导应当先具备扎实的舞蹈表

演功底，以专业性的视角站在舞台，站在舞者的角

度去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够在主观方面去迎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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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迎合艺术美的展现，迎合舞者的表现思维，从

而让舞蹈指导过程更具规范化，自然地贴合于舞台

表演之中，这种自我的阐述则是舞蹈专业性的重要

体现。与此同时，舞蹈艺术取决于生活，编导人员

也应深入生活之中，立足于人们的生活实际需要，

寻找灵感，表达灵感，即为在诠释舞蹈艺术美、形

态美的过程之中，需要将舞蹈作品贴合于人们的生

活实际，让观众们在观察期间产生更多的情感共

鸣，所以，舞蹈编导具备较强的洞察能力，可以精

准把握住情感的宣泄点。 

新时代的到来，舞蹈形式逐渐朝着艺术实质化

的方向所转变，它在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之中起到

重要的促进作用，既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能

够起到文化传承与传播的。这也使得编导人员需要

采取不同的手法去在特定的情景之中表达出舞蹈

所具备的韵感。舞蹈是通过具有美感的肢体语言进

行阐述的，将情感渗透到肢体的行为表达之中，可

以让舞蹈美感引导着观众的情感诉求，进而让观众

产生认可。所以，舞蹈编导工作也应当认知到舞蹈

所要表达的基本含义，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或小环境

的情感渗透，需要不断地创新，与国际所接轨，让

舞蹈真正成为传承文化表达艺术美的一种高价值

作品。 

二、情感动机与舞蹈编导的相互关系 

舞蹈具有综合性与艺术展现性，舞蹈中所蕴含

的元素也相对较多，其中情感表达作为舞蹈呈现中

的重要元素，它可以看成是舞蹈的灵魂。如果一个

舞蹈表演缺乏了情感方面的渗透，则整个表演过程

无异于按部就班地去特定展示出一些肢体的技巧，

那么这种技巧不再寄托于情感表达，而是任何一个

舞者均通过练习便可表述出来的，使得舞蹈脱离了

表演的本质范畴。 

情感动机与舞蹈编导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舞

蹈编导需要融入情感，编导人员能够将动机展现在

舞蹈动作的衔接之中，通过剧情与情感方面的链

接，帮助观众在观看舞蹈作品的过程之中获得精神

上的指引，心灵上的慰藉，让舞蹈艺术更具光彩。

当然，情感的表达并不是特指舞蹈演员个人情感在

舞台上的呈现，而是需要演员在表演舞蹈的过程之

中，通过对生活的软对舞蹈的理解，将个人与整个

舞蹈氛围进行融合，演员的表演以及编者的编导，

能够核心凸显作品具备的韵律感以及艺术感，并通

过舞蹈演员肢体动作的表述，将内心强烈的情感动

机释放出来，从而引发观众们的共鸣。 

舞蹈表演中情感的渗透需要多方支持，例如，

语言、音乐、道具、动作、完整的艺术形象等。所

以，舞蹈演员特定的表现方式需要动作以及情感方

面的引领，将艺术形象进行放大化，通过真实情感

的涌入及表达，让舞蹈作品更具流畅性以及感染

性，这也是舞蹈编导的重要工作。 

三、舞蹈编导中情感动机的作用呈现 

（一）以生活为切入点的情感动机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并不是凭空捏造的，

而是通过几千年文化积累所演变出来的，从现代化

社会中也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形式，如果脱离了人

们的生活及实际需要，是不被大众所任何的，也必

将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被淘汰。对于舞蹈编导来

讲，为了能够深入凸显出舞蹈的艺术美，大部分舞

蹈编创人员也通过日常生活寻找情感动机，将情感

与动作与环境进行整合，在舞台中释放更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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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得到观众们的认可。例如，表演者在孔雀的

表演过程中则是模仿了孔雀的动作，通过肢体语言

展现出孔雀的美，而观众们在台下进行观看时，通

过舞蹈演员利用手指模仿孔雀的头来回晃动，身躯

模仿着孔雀的身躯，摇曳多姿，让孔雀通过舞蹈人

员展现出一种舞台美。观众们在观看时也产生了惊

呼，舞蹈人员就能够完美地将孔雀特性表现在舞台

之中，这也是以往拟态表演中所不多见的。通过舞

蹈编导人员在挖掘动物日常生活中的习性而进行

编导的案例数不胜数，这些具备形象特征的动作，

也恰恰是通过编导人员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才发

现的，例如，小猫洗脸、小鸡啄米以及蜻蜓点水等，

这些动物存在的特性均能够成为编导人员在日常

生活中所要找寻的情感动机。 

所以，实际编导过程中，编导人员应当细心，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瞬间，找寻到任何一种与舞蹈艺

术表现相契合的生活场景。例如，风是什么样子，

没有一个特定的定义，但是风吹麦浪，在整个麦浪

中，麦苗所产生的形状变化则能够成为风的样子，

而风在吹起蒲公英的过程中，也能够呈现出风的路

径及具体要求。此时，编导人员则应当结合舞蹈表

现形式以及舞蹈的立意点，选取不同的类型，让舞

蹈表现方式更具观赏性。 

（二）以即兴舞蹈为切入点的情感动机 

记性舞蹈是一种非常规性的舞蹈，它脱离了固

定的编排方式，而是在人们具备扎实的舞蹈功底之

下，按照节奏韵律或环境氛围产生一种无意识的舞

蹈动作。例如，舞蹈人员在一首音乐下，突然之间

产生灵感，肢体随着音乐节奏无意识地摆动，这种

脱离主体思考意识的行为则成为一种即兴美，这同

时也是激发舞蹈人员运动能力及表现能力的一种

潜在开发点。为此，在舞蹈编排过程中，编导人员

可以利用录像设备去全程记录舞蹈人员不经意地

进行舞蹈动作，观察舞蹈人员产生即兴表演的动机

以及实际行为，反复地研究与揣摩，将即兴美与情

感融合。如此一来，编导人员能够按照具体的设想，

编排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动作。通过即兴舞蹈的方式

合理输入情感表达是目前舞蹈编排中一种常用的

手段，当然，在舞蹈表演过程中，人员也有可能出

现短暂的失误，那么即兴舞蹈则成为弥补舞台表演

缺陷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而让舞台表演更具流畅

性。 

（三）以文化融合为切入点的情感动机 

文化融合与交流是目前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导

向，而舞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应当

朝着融合化的方向所转变，不仅起到内部文化传承

的作用，更应当在国际舞台上凸显出中国舞蹈的魅

力。所以，舞蹈编导过程之中，人员应当具备开阔

的视野，了解到不同国家的艺术风格及文化传统，

在表演过程之中能够通过舞蹈作为艺术的呈现方

式，不断地凝练与升华，让舞蹈艺术真正与文化进

行整合。这样一来，经过不断的编排、表演以及实

践过，可将情感内涵点真正融入到舞蹈动作及肢体

语言之中，让情感在作品之中更具张性与深度。其

实从文化的传播以及文化表现方式来讲，观众们可

能对舞蹈本身具有一定的认知误差，这就需要文化

在舞蹈动作之中起到引领的效果，编导人员在前期

应当设置好传统文化的立意点，立定主题，让人们

感受到文化的具体号召，而不是刻意地将文化进行

高端化的处理，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舞蹈艺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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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必然如同模板，无法得到观众们的认可。

所以，编导人员需要进一步理清传统文化的情感价

值点，做到与观众们的情感共鸣。 

（四）以抽象动作为切入点的情感动机 

舞蹈表演中的抽象动作，主要是在传承传统的

基础之上进一步挖掘出与表演相关的情感动机，通

过抽象性的表达让舞蹈更具观赏性。此类抽象性的

含义，也可以看成是绘画中的一种抽象表达方式。

当然，它并不是特指某一个舞蹈动作，全部以抽象

化的具体行为或者是语言进行表达，而是将抽象动

作作为舞蹈在空间呈现中的一种转折点，它可让整

个舞蹈方式更具连贯性与融合性。例如，舞蹈人员

在表演时可以通过肩膀的在空间方面的抖动或者

是大幅度的摆动，抽象化表达出舞蹈流程之中所蕴

含的意境。通过肩膀的抖动去在手臂与身躯之间起

到一个协调的效果，巧妙的连接形式，能够让舞蹈

人员在舞台上更具美感。在抽象动作中找寻情感动

机，则不再局限于动作的表现方式，而是通过人员

对肢体的把握，以及编导人员在表演舞台中的艺术

呈现方式所实现的，其中需要编者深入分析出抽象

动作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做出肢体动作的契合方

式，如果存在不符合的问题，则应立即进行调整，

确保独特的舞蹈动作并不是以人们不可理解的肢

体行为予以表现的，而是在观众们的认知下合理地

表达出舞蹈动作。 

结语： 

综上所述，情感动机在舞蹈编导中的作用不言

而喻，通过情感的渗透与表现，让舞蹈动作与舞蹈

场景更具对接性，能够展现出舞蹈的艺术美。所以，

在后续发展中，应当加强挖掘情感动机，找好立意

点，优化舞蹈动作及舞蹈语言，为观众们呈现更为

优美的舞蹈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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