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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动作在音乐教学中具有多种意义，包括表达音

乐情感、提高学生的音乐感知和感受能力、增强学生的

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等。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设计

不同的舞蹈动作来呈现不同的音乐元素，如和声、节奏、

旋律等，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的内涵和外延。

此外，舞蹈动作还可以帮助学生感受音乐的情感和氛围，

从而更好地表达音乐的意义。因此，在音乐教学中，舞

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欣赏音乐，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音乐素养。

一、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意义建构的价值

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是在音乐教学中

以辅助音乐教学为目的而设计的有意义的动作形式。音

乐教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是以身体来做音乐，体现

舞蹈的音乐性，将音乐的特性转换到有形的形体，达到

学习的目的 [1]。

（一）促进学生德育发展

《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东汉时期卫宏所著，歌以

言志舞以抒情。音乐表达的主题感情和教师设计的相对

应的舞蹈动作意义一致，学生通过体验感知促进德育发

展。

例如，教学交响乐《黄河船夫曲》时，在“嘿呦呦，

嘿呦”号子声和音乐声中，学生相应的舞蹈动作是弓背

弯腰，艰难移动的脚步，想象船夫的身体。每个动作都

表达着黄河船夫艰辛生活，描述黄河船夫的辛酸。船夫

不畏风雨、不畏艰苦，勇敢向前，破浪前行。黄河船夫

苦难生活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激起学生家国情怀，树立

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2]。

艺术教育重在本性教育，音乐舞蹈教育作为艺术教

育，具有较强的感染力特质，不仅蕴含丰厚的文化底蕴，

而且有利于推动个人心理和思想健康向上发展。而这种

艺术教育的终极目标，无疑对人的德智体美劳起着不可

估量的推动作用。

（二）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探索是每个音乐学习者必经途径，也是舞蹈学习者

必经的途径。动作是“身体自我”思考的场所。音乐教

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需要学生自我反思，耐心、细心地

捕捉音乐与动作主题的情感联系，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

不能错过，都是思考探索的空间，所以学生的学习过程

是不断探索、思考的过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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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教学《青春舞曲》时，教师可以通过力量、

速度设计主题思想与其相一致的动作，学生在动作展示

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思考“太阳下山、花儿谢了”与“青

春一去不复返”的联系和关联，运用个人已有的知识和

经验，在大脑中迅速概括认识，分析内在本质联系和本质，

形成自己对事物的推理判断，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意义建构是通过作品的展示，

激发潜力，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模仿力、感受力、表现力等，

从心理学的角度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启迪其内心的思

维变化，进而提升其思维能力 [4-8]。

（三）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音乐教学中音乐讲究音乐美，故事讲究主题美，动

作也讲究形态美。这些美不是惹人注目的美，而是符合

作品的具体要求的美。不同音乐风格有不同传统文化底

蕴，与之相对应的动作建构必然符合所对应文化的特点，

形成符合作品地域特点的审美价值。

例如，流行歌曲《武家坡2021》（薛平贵与王宝钏），

根据京剧经典剧目《红鬃烈马》创作，是一首具有鲜明

艺术特色的综合艺术品，涵盖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

多种元素，具有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表现体系。该“曲”

是京腔民谣“声以字为根、腔以情为本”，“形”是流

行风格“形式活泼、情感真挚”，“装”是古典与现代

的穿越。学生根据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等古典基本技法，

以薛王二人的传统服饰文化，做舞蹈动作建构，体验意

蕴深长的优美意境。这样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中国古典舞

蹈文化和审美规范的理解，感受中国古典艺术的博大精

深，促使灿烂的民族文化在学生心中延伸。

（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艺术离不开创新，创新精神是艺术学生必备的素质。

舞蹈教育被称为“创造性的舞蹈教育”，从幼儿园到高

中均广泛开设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其

创造能力。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意义建构主要目的之一

是引起学生意识中潜在的情感、价值观共鸣，寻找自己

需要的养分，“接受—反思—过滤，再接受—反思—过滤，

唤起自我觉醒，形成认知”。学生根据动作意义的相似，

“接受突破”，用独立的眼光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生

发出新的理念、新的表达形式。这种直接的感知方式可

以让学生重新学会看待这个世界，并按照这种新的世界

观来行动，从而实现创新 [9]。

在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是一种重要的

教学辅助手段。它不仅能够延伸到学生不同层次的认知

领域，发展其人格和情操，具有德育的价值，还有利于

学生积累知识，开发智力，具有发展思维和提升创造力

的价值，而且在学生感知美育和提高鉴赏方面具有重要

价值。事实证明，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是帮

助学生探索形成生命意识和认知世界的过程，也是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10]。

二、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方法

（一）根据作品地域文化建构动作意义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该作品中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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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创作舞蹈。作品创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的作品

体现了不同地域的传统习俗、音乐文化、审美观念等。

例如，陕北民歌《兰花花》描写渴望爱情、追求爱情、

敢爱敢恨的陕北姑娘兰花花，信天游曲调，有着典型的

西北风格。音乐教学中，教师创作舞蹈动作时，可依据

陕北地域的文化特色：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风俗原始古

朴，人民奔放热情、粗犷豪迈构建，不仅主题鲜明，而

且把作品文化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再如，江苏民歌《茉

莉花》，根据《鲜花调》改编，小调，五声音阶调式，

乐曲委婉流畅、柔和优美。全曲婉转优美、感情深厚含蓄，

生动地刻画了一个优雅贤淑的少女被芬芳美丽的茉莉花

所吸引，欲摘却不忍心，欲弃却舍不得的眷恋之情。因此，

教师可以根据江南地域的文化特色，如江南温山软水、

诗情画意，江南人精细柔婉、妩媚婉约等来创作舞蹈。

动作设计时，要注意手指延展、呼吸轻柔连绵、点线连

接延伸等细节，体现江南娇俏温婉少女，清纯淡雅茉莉

花的美丽姿态，表现人们对美丽事物的向往。

（二）根据作品故事情感建构动作意义

在音乐教学中，教师也可以根据该作品的故事主题

情感创作舞蹈。学生在欣赏音乐时仔细聆听，每一首作

品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有的描写自然风光，有的讲解

风土人情，有的反映大千世界趣味生活，有的抒发人物个

人情感，有的传播感动天地的神话传说。音乐中每一个闪

烁的音符，都在追溯着不同的故事，流淌着不同的情感[11]。

例如，贝多芬创作《命运交响乐》时，处在人生的

最低谷时期，身体和精神双受摧残，左耳失聪、病情恶化，

亲人背叛，贝多芬感到眼前一片黑暗，失去生活的勇气。

在此背景下，贝多芬创作出《命运交响曲》。教师在创

作舞蹈动作时，可以根据作品故事情境，结合主题故事

构建动作，结合主题思想表达出贝多芬对命运不公的呐

喊与抗争，不畏艰难险阻、不惧人生困苦的信念。

又如，歌曲《像我这样的人》描写了一个不甘平凡

的人的自我反思、纠结、不甘失败的情怀。作曲家、音

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说：“音乐并不是目的，音乐只

是我达到散发心灵的一个手段罢了。”教师在舞蹈动作

创作中，可以根据主人公的情感流向将音乐的特性结合

有形的形体，通过“轻、重、快、慢、延伸、阻塞”等

力效动作元素，如腾空跃起、匍匐在地、舒展翻滚、蜷

缩抽搐等动作，展示一个平凡的人自我挣扎、内心压抑

窘迫，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的意义 [12]。

音乐教学中舞蹈动作的意义建构方法有很多种，除

根据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故事情感建构动作外，教

师还可以从作品调性、作品用途等方面设计舞蹈动作，

但无论什么方法都是以帮助学生理解、掌握作品为目的，

探索艺术魅力，实现教育价值。

三、结语

总之，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当站在教育“全人发

展”角度，注重培养学生的舞蹈能力，引导学生通过舞

蹈动作来感受音乐的魅力，进而提高音乐表现能力。此

外，教师还应该根据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曲目，设计不同

的舞蹈动作，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让每个学生在课

程中都充分展现个性，实现教育本质目的及核心价值——

以“人”为中心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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