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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孙颖教授主张的“文化教学
”为宗旨，坚持舞蹈技术技能训练中的传统审美教育，是《中国汉唐古典舞基训教程》的配套教材。

本书中对当代教学理念、基本训练教程，舞蹈教学管理等方面，分别进行了理论到实践的论述与解析
，是一本中国古典舞教师的实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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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文英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舞蹈家协会会员、北京女教授联谊会会
员。
1958年考入《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师从新中国舞蹈的奠基人吴晓邦。
1963年毕业于北京舞蹈学校，留校从事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学工作，1989年参与孙颖教授创建的”中
国汉唐古典舞”工作，2000年退休后受聘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继续从事汉唐古典舞教学实践与
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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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中国古典舞的属性：中国舞蹈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母体派生的子系统，她打着抹
不去的中华烙印。
文化是个大概念，社会学、哲学与舞蹈密切相关。
中国古典舞蕴涵着中国的天地观、人生观、价值观；承载着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取向。
中国（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必须、或者说，只能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我们强调的是艺术的民族性，不能与西方艺术搞结合。
 2.中国古典舞的风格：汉唐古典舞不是断代舞蹈，取名《汉唐》是区别于北京舞蹈学院原有的中国古
典舞系的艺术风格。
汉唐古典舞教学体系是以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依托，以汉唐乐舞的风范、魏晋文人的风骨以及明
清以来各种戏曲中所蕴涵的古典神韵为支点所创建的，并且，是为中国当代人所能接受的舞蹈形态。
“不是复古，不是想当然的捏造，我们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
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民族主义价值观出发为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为目标，创建蕴含中华
民族神韵的中国古典舞风格。
 3.学术研究的方法：中国（汉唐）古典舞的创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看的见摸得着的
考古资料、广泛引证有关文献，以及现存民间舞蹈中尚保留、遗留的古代舞蹈信息。
还要学习研究相关传统艺术中的理论、作品和造型、造像等。
以实践论的方法，反复琢磨、密切关注不断传出的考古新发现⋯⋯。
孙颖教授就是经历了艰苦的探索历程而取得今天的成果。
我们汉唐古典舞教师必须从理论到实践加紧武装自己，才能将这种治学方法发扬光大。
 表格1解析：“前吸追云”（空中舞姿） 第一步，蹲起前吸，首先规范前吸腿的塑型。
同时，通过曲伸加强支撑腿肌肉的力量。
 第二步，加入躯干和上肢的动作，即拧腰推背伸臂上“托月”、下“担山”。
这时，后背肌肉群（阔背肌、下锯肌、骶辣肌）的协调控制十分重要，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动力定
型”的目的。
 第三步，是起跳能力的练习，双蹲快推起，是大腿肌肉力量的作用下“担山”。
这时，后背肌肉群（阔背肌、下锯肌、骶辣肌）的作用，同时，脚踝推地面的反作用力是上跳的关键
。
大腿的力通过踝关节作用与地面而形成反作用力将全身推起。
这时应该先做直立的练习，使其加强推地上窜全身协调的信号系统。
 第四步，再做上步起跳完成“前吸追云”便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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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汉唐古典舞教学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明确舞蹈教学法的
学术定位和艺术属性，同时，介绍汉唐古典舞的创建历程。
第二部分是从第三章至第六章，为汉唐古典舞基训教程与教学方法。
第三部分为教学管理与教学法，这部分阐述作为舞蹈教师必须了解的有关教学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教学
管理中对任课教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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