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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
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
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
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
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
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
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
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
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校园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
“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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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主要收录了我院教师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其中涉及舞蹈教学与人才培养研究、舞
蹈理论研究、舞蹈表演研究和舞蹈创作研究等多个领域，较集中地反映出了我院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成
果。
教师们在多年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不断深入乡村、田野进行舞蹈考察
。
随之，或在课堂实践中进行特色教材建设，探索新时期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或以新的舞台创作与表
演延伸民间舞蹈的生命力；或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思考当代民间舞蹈的发展和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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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红，女，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教授。
国家级舞蹈比赛评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青年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获得者。
中央电视台1998年春节联欢晚会舞蹈编导；中央电视台《为了母亲的明天》晚会舞蹈总监；中国第五
届民族运动会《欢聚》专题晚会舞蹈总监；1996年昆交会《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晚会舞蹈总监；云南
省1997年庆祝香港回归《百年企盼》晚会舞蹈总监；1998年交警艺术团专题晚会《守护生命线》策划
、总编导、舞台总监；大型舞蹈诗画《她从画中来》策划、编导大型原创舞剧《白石江》总编导
；2004年昭通市《放歌溪洛渡》晚会总编导；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云南省大型文艺晚会《
云岭高歌颂祖国》总编导；全国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专题晚会《弦月翩翩》艺术总监、总导演；迪庆
州50周年州庆开幕式晚会《世界的香格里拉》总编导；全国烟草系统汇演红云集团主题晚会《红土情
红云韵》总编导。
本书主要收录了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多年来公开发表的代表性论文，内容涉及舞蹈教学与人才
培养研究、舞蹈理论研究、舞蹈表演研究和舞蹈创作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
这些论文集中地反映了舞蹈学院教师多年来的教学与科研成果。
教师们在多年的教学与科研过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不断深入群众进行舞蹈考察，或在课
堂实践中进行特色教材建设，探索新时期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或以新的舞台创作与表演延伸民间舞
蹈的生命力，或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思考当代民间舞蹈的发展和传承问题，最终各自在笔端抒写对舞
蹈的片片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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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拈花（总序）前言舞蹈教学　在民间舞教学体系中延伸民族舞蹈文化——谈民族地区专业舞蹈院
校的民间舞蹈教育　延伸在舞蹈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探寻“桃李杯”舞蹈比赛之“舞蹈教学精品组合
课”　各少数民族舞种如何纳入“学院派”民间舞教学体系　论舞蹈教学中胯功能的作用　论新形势
下艺术人才的培养　浅谈民族地区音乐舞蹈复合型艺术师资培养与教材建设——有感于音乐舞蹈实验
班基训课教学　在建立优秀民族民间舞教材、教法中实现对传统民间舞的继承与发展——彝族“烟盒
舞”特色教材分析　民族地区音乐舞蹈复合型艺术师资培养模式试验研究及科学管理初探　也谈当代
中国“学院派”民间舞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对舞蹈基训课程中教材运用的探讨　芭蕾基训与民
间舞演员肢体的表现力　浅论“建立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教材”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少数民族地区音乐
舞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音乐欣赏课程的教学改革及内容设置建设　浅谈音乐在舞蹈基训课
程中的运用舞蹈创作　道具在舞蹈创作中的运用　“舞蹈编导”教学有规可循　浅谈民族舞蹈创作与
现代意识——从《瓦久瓦娜沙》说起　舞蹈编导应具备超常的创作技巧和思维能力　金玉其外，也要
精华其中——由舞剧《红楼梦》谈中国舞剧的文学经典改编综合研究　新形势下云南民族舞蹈特色的
保护和发展　论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的文化艺术价值　云南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在高校艺术教育
中的地位和作用　舞蹈艺术审美特征再探　音乐与舞蹈关系的思考　香格里拉的锅庄音乐研究　试论
声乐教学中的“情”、“声”关系　田丰《云南风情组曲》研究　浅论钢琴演奏中力的支配　吐字在
声乐教学中的地位　中国与德国音乐教育体系差异引发的思索　对舞蹈与音乐关系的新透视——兼论
民族舞剧《阿诗玛》的舞蹈新思维　音乐美探源的三个侧面　建构新世纪的中国音乐学——记中国首
届当代音乐学专家论坛　论原生态民歌动态保护的文化意义——主要以西部音乐家王洛宾的贡献为例
　西双版纳音乐舞蹈资源的产业开发与思考调查报告　滇西南十一县市中小学民族艺术教育调查报告
　关于峨山彝族“花鼓舞”的传承与发展——峨山首届彝族“花鼓节”调查报告　滇东北昭通市汉族
民间“四筒鼓”调查报告　金生丽水。
艺数古韵——记纳西族舞蹈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　回归文化精神，发展民族民间舞蹈——感悟于云南
民间舞蹈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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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000平方米的四号教学楼：购买了后门外4300余平方米的楼房成为五号教学楼；购买了紧邻校园的倒
闭工厂的20亩土地，拓宽了校园空间；建设起了13 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学生公寓留学生楼和完成了虽
然不豪华但是在云南省属最高专业水准的12 000多平方米的展演中心——剧场、展厅、藏画室、陈列
室。
极大地满足了教学发展的需要，扩大了办学规模，后来顺利通过了2004年的教育部的本科教育水平评
估，获得了“良好”的等级。
但是，这个等级绝对不仅仅靠这些办学条件的创造，更重要的因素，来自教学、研究、创作展演鼎足
而三、齐头并进的发展成果。
认识到这些，并在常态工作中变为现实，实在是教师艺术家们、同事们殚精竭虑思考云南艺术学院的
生存和发展问题时凝聚起来的群体智慧和在实践过程中付出的共同努力。
我们明确云南艺术学院教学、研究、创作展演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基点（核心课程）、热
点（新学科新领域课程）、特点（传统优势和地域资源课程）的课程结构体系；强调地处边疆、便于
与民间艺术互动、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结合的发展立足点；突出教学中的实习、实训、实践、实战
、实用环节借以增强云南艺术学院学生动手能力，成为办学亮点；探索云南艺术学院依托地区资源和
政府支持能够长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意义和寓个性价值于共性原则的教学体系；我们开始凝练大
舞台（戏剧、舞蹈、音乐）、大美术（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公共艺术、视觉传达、平面
广告、环境艺术、室内装潢、产品包装⋯⋯）、多媒体（电影摄影、电视摄影、录音剪辑、电脑辅助
设计、广播电视编导与制作、动画绘画、动画制作、摄影广告、电视广告、网络设计）和新交叉（艺
术生产与管理、艺术经纪人、艺术法规、民族艺术与人类学、教育与戏剧）4个学科大类，将综合艺
术院校的综合优势、交叉能力发挥到最大。
在明确的思路被教学单位贯彻和被艺术教育家、学者们掌握的情况下，成绩巨大。
云南艺术学院的学术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专业建设能力和课程设置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
进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涛舞掠>>

编辑推荐

《云涛舞掠: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教师论文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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