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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民族民间健身舞蹈教程》是高等学校体育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民族民间舞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以民族民间舞蹈为素材，创作大众喜爱的健身舞蹈已在促进全
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民族民间健身舞蹈教程》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舞蹈与健身相结合，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教学与推广相结合，将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传统舞蹈融合在一起.详细介绍了中国民族民
间健身舞蹈的类型，文化渊源、教学方法、编创元素以及创编的方法与步骤等。
《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民族民间健身舞蹈教程》结构清晰，图文并茂，能够满足专业课程教学的需要
。
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加强直观教学效果，《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民族民间健身舞蹈教程》随书配有
多媒体辅学课件，收录了技术术语、图片和视频以及能够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本课程内容的大量素材。
　　《高等学校教材：中国民族民间健身舞蹈教程》的使用对象为全国高等学校体育艺术类专业和其
他体育专业的本专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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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此外，不同时代健身舞蹈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原始舞蹈动作，纯粹是为了安抚心灵。
随着社会的演进，古代舞蹈的作用从娱神走向娱人，出现了两重性。
一方面向着自娱性、民俗性逐渐转化，在民众中自然传衍；另一方面以“娱君”为主要目的。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发展，体育性的传统舞蹈逐渐
向健身舞蹈“变异”，民族舞蹈则向着表演艺术升华，追求更高的审美效果。
进入21世纪，民族民间健身舞蹈得以进一步发展，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随
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民族民间健身舞蹈已经超越了它所产生的地域以及本身的价值，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颖的健身舞蹈层出不穷，内容之多、形式之丰富、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说，民族民间健身舞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三、传承性特征任何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具有自身的活动规律和发展惯性，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体
现出顽强的传承性。
①过去，生活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因此，健身舞蹈的发展比较受限。
由于缺乏社会组织的调控，健身舞蹈作用的范围也不尽相同，一般只流行于本民族、本地域或周边地
区。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开始向全国普及，发展速度较缓慢。
在当今信息畅通、交流频繁的国际大环境中，人们认识到保持民族特色、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在传承传
统文化过程中至关重要。
传承需要创新，没有创新能力的文化是难以维系和发展的。
民族民间健身舞蹈的传承和发展呈现出多样，一是结合本土文化的跨区域发展。
过去民族民间健身舞蹈只是在本民族居住区域或环境相对封闭的地域中流传。
现在民族文化的交融机会更多，使得各民族的健身舞蹈在发展中得以广泛传播。
例如海派秧歌，继承中国秧歌的基本特点，配上婀娜多姿的舞蹈动作，这样既符合江浙一带人们的艺
术品位，又达到健身的目的，进而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舞蹈，通过健身方式传承下去。
二是民间技艺的融合。
2006年，央视春晚舞蹈“俏夕阳”，选取了民间“皮影戏”的元素，大受观众欢迎，于是皮影健身舞
蹈应运而生，在全国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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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族民间健身舞蹈教程》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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