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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套幼儿园教师进修教材是在华东七省市和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根据八省-市共同制
订的幼儿园教师进修幼儿师蒗课程的各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供已达到初中毕业文化
水平的幼儿园教师进修幼儿师范课程使用，　也可作为幼儿教育职业班的教材。
二、本套教材在保证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同时，注意从成人、在职、业余进修的特点出
发，贯彻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幼儿园的原则十并考虑到适应幼儿园教师离职进修、在职自学
和函授学习等各种进修形式的需要。
三 、本套教材由八省市的幼儿园教师进修教材编写组分工编写。
《舞蹈》是本套教材的一种，由山东省幼儿园教师进修教材编写组主编，上海、四川幼儿园教师进修
教材编写组协编。
山东省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李建国、孙玲、董丽、杨加力编写，李建国加工整理，张宏亮统稿、审定。
在编写过程中，上海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张烈、重庆幼儿师范学校高师德、成都幼儿师范学校冯若兰、
济南幼儿师范学校桑鲁兵同志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谨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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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课舞蹈基础知识　　一、什么是舞蹈　　舞蹈是以经过提炼、组织和艺术加工的人体动作为
主要表现手段，表达人们思想感情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
它的基本要素是动作，姿态、节奏和感情。
舞蹈起源于劳动。
它与诗歌、音乐结合在一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各具独特风格的舞蹈，其中民间舞蹈占重要地位。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舞蹈总是鲜明地反映出人们不同的思想、信仰、生活理想和审美要求。
它既供人们欣赏、娱乐，也具有宣传、教育作用。
　　二、舞蹈艺术的主要特征　　1.动作性　　动作性是舞蹈艺术最主要的特征，是区别与其它艺术
酌根本所在。
　　舞蹈艺术要表现的内容很丰富，表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但作为反映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的最基
本手段，是通过人体动作和活生生的舞蹈形象表现出来的。
即使是相对静止的舞蹈造型，也富有动感并具有音乐旋律性；它和整个舞蹈的动律、节奏和谐统一，
而成为舞蹈形象动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舞蹈的表情也是舞蹈动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为舞蹈中光有形体动作，而无面部表情的配合，动作就没有活力，内心的感情也不能充分表达出来
。
由此可见，舞蹈这种以形引入，具有动作特征的艺术，就是通过捕捉千变万化的人体动态和活动的形
象，来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揭示人们内心世界的心理活动。
　　2.节奏性　　任何舞蹈动作都是有节奏的。
没有节奏，便没有舞蹈。
　　人的身体动作是舞蹈的主要表现手段，但并不是人在生活中的自然形态动作都是舞蹈。
只有那些能够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人的一定思想感情和生活内容的动作，才有可能成为舞蹈；仅此还
不够，只有把动作节奏化.使它能够符合一定的运动规律（即动律），才能成为舞蹈的动作。
所以，任何舞蹈的构成，都离不开节奏性这个主要特征。
　　生活的节奏是产生舞蹈动律的基础，但生活的节奏是自然状态的，不规律的。
而舞蹈的动律则经过了提炼加工，是能够集中地、鲜明地、有规律地、典型地表达某种特定感情和意
境的艺术节奏。
概括说，舞蹈始终是一种节奏化了的动作艺术。
　　3.抒情性　　舞蹈动作在表现思想概念上比起语言来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在表现人的情感上
则有它独特的长处。
正如舞蹈家吴晓邦在《舞蹈和姊妹艺术的关系》一文中说的那样：“在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内，当我们
用语言和文字难于传达或不能透彻表现某一个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时，我们往往用人体的动作和姿态，
反而可以简单明了的表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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