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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现代美育视域下中国传统乐舞的融合，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传统乐舞文化，丰富现代美育体系，

提升学生美育素养与文化自信。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历史脉络、前人观点，运用案例分析挖掘实践经验，

发现传统乐舞自原始社会萌芽，历经各朝代发展，形成独特美学范式，具备审美、教育和社会等多元价

值。现代美育强调跨学科融合，传统乐舞可为其拓展资源、强化文化传承。目前，二者融合在学术研究

和实践探索方面均有进展，但仍存在薄弱之处。总之，在现代美育视域下传统乐舞融合的意义重大，未

来需各方协同合作，促使二者深度融合，为美育事业和文化传承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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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committed to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tradi-
tional music and dance, enriching th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system, and enhancing students’ 
aesthetic literac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con-
text and previous views, and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practical experience, it is found that traditional 
music and dance germinated in primitive society, developed through various dynasties, form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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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aesthetic paradigm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al, and social values. Modern aesthetic educa-
tion emphasiz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raditional music and dance can expand re-
sources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heritage for it. At presen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has made pro-
gress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weaknesses. In shor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music and 
dance is significant. In the future, all parties need to cooperate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njecting vitality into the cause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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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美育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探寻多元且深厚的文化艺术资源融入其中已成为关键课题。任

璐等通过对诗舞结合的历史传统、内因驱动的研究，探讨了其当代美育意义，认为诗舞相融对人格养成

和情感升华有积极作用，应延续和发展这一传统[1]。程佳提出应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美育“联姻”，

学校培养专业文艺工作者，通过其创作和作品推广让美学进入大众生活。文艺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素养，

创作优秀作品引领文化繁荣复兴[2]。朱玉红认为音乐与舞蹈是人类文明史中最早出现且同步发展的艺术

形式。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艺术美学思想，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其音乐美学思想中舞蹈

与诗歌、音乐三位一体，虽经历专业化分流，但在审美理念上始终遵循“诗乐舞”一体的核心规格，这体

现了舞蹈与音乐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3]。 
中国传统乐舞，承载着数千年华夏文明的艺术精髓与精神气度，在现代美育视域下的融合既是传承

民族文化血脉的使命担当，亦是拓展美育丰富性、提升其品质内涵的创新之举。深入探究二者融合，有

助于激活传统乐舞的当代活力，塑造学生健全审美人格，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为新时代美育事业注入源

自本土文化根源的蓬勃动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美育新格局。 

2. 中国传统乐舞的历史渊源与价值 

2.1. 历史发展脉络 

2.1.1. 原始萌蘖与古代传承 
原始社会时期，乐舞紧密镶嵌于群体生活，诸如模拟狩猎动作、庆祝丰收仪式等场景，是传递生存

技能与凝聚社群精神的关键纽带，其全民参与特性深植美育胚芽。西周时，乐舞被系统纳入贵族教育框

架，严格遵循等级制度与礼仪规范，构建起以“六代乐舞”为核心的完备体系，成为“礼乐”教化核心载

体，塑造个体品德修养与社会伦理秩序。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激发思想争鸣，儒家孔子“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理念，将乐舞教育擢升至塑造完美人格高度。此外，道家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为乐舞美学注入深邃哲学思辨，为乐舞理论形态成熟与多元传承筑牢根基。 

2.1.2. 历史演进中的风格流变与经典之作 
秦汉以降，乐舞在宫廷与民间双向发展。宫廷乐舞于汉时吸收民间养分，“长袖善舞”风格盛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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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鼎盛，《霓裳羽衣曲》尽显宏大华丽、开放包容气象，融合异域音乐舞蹈元素，彰显大唐盛世风华。

民间乐舞如宋“瓦舍勾栏”中诸多歌舞形式，活泼世俗、贴近生活，反映市井百态与民众情感诉求。元杂

剧里的乐舞段落，紧密配合剧情叙事与人物塑造，强化艺术感染力。明清戏曲中，昆剧舞蹈细腻典雅，

京剧舞蹈程式化成熟，丰富表演语汇，提升艺术表现力，众多经典剧目成为传统乐舞传承创新鲜活样本，

贯穿历史长河串联起风格演变脉络，积淀丰富文化价值。 

2.2. 多元价值体系 

2.2.1. 审美价值：风格独具的美学范式 
中国传统乐舞构建起独特美学范式，于韵律节奏方面，节奏是音乐与舞蹈的灵魂，是二者最核心的

本质关联。音乐通过听觉感受节奏美感，而舞蹈作为视觉艺术，其节奏感依靠肢体语言，音乐是舞蹈表

演不可或缺的手段。古典舞“圆、曲、拧、倾”身法韵律与音乐节奏精妙契合，借由节奏张弛、旋律起伏

塑造灵动舞姿，传达含蓄内敛情感意绪，如《春江花月夜》以优美舒缓旋律烘托舞者轻盈飘逸舞姿，营

造空灵悠远意境。在形态意象层面，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如“荷花舞”借荷花形象隐喻纯洁品

性，舞者动态模拟荷花生长姿态，音乐渲染静谧高洁氛围，实现具象形态与抽象精神完美融合，拓展审

美想象空间；服饰道具运用亦精当巧妙，京剧旦角水袖舞动配合弦乐，强化肢体表现力与情感传递深度，

从多元维度构筑深邃独特审美价值体系，滋养受众审美感知力与创造力。 

2.2.2. 教育价值：德艺兼修的育人智慧 
古代乐舞教育是德育与美育结合体，礼规定等级，乐调和人心，乐舞教育将德、智、体、美教育统

一，提升精神生活，完善人格。古代乐舞教育依循个体成长阶段精准规划课程内容与目标，童蒙时期注

重节奏感与身体协调性培育，借简单歌谣舞蹈启蒙感知；少年时进阶至技巧训练与文化熏陶融合，借经

典曲目传授礼仪规范、道德准则与历史文化知识，如借《韶乐》领悟上古贤德风范；成人阶段强调以乐

舞内化品格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塑造“文质彬彬”君子人格。乐舞教育巧妙融合德育与美育，借集体乐

舞排练培养协作精神与集体荣誉感，借对优秀作品演绎激发爱国情怀与民族自豪感，以情感化育为桥梁，

实现知识技能习得、身体素质锻炼、道德品质塑造与审美情趣涵养协同发展，为个体成长提供全方位滋

养。 

2.2.3. 社会价值：和谐凝聚的文化力量 
传统乐舞是社会秩序稳固与和谐氛围营造的隐性纽带，宫廷祭祀乐舞维护统治秩序、维系等级分明

秩序。民间节庆乐舞如春节秧歌、端午龙舟竞渡伴生舞蹈等，促进社会和谐、化解矛盾冲突，凝聚社群

向心力，强化群体认同感与归属感。其文化传播交流功能强大，丝绸之路促进中原乐舞西传与西域乐舞

东渐，佛教乐舞东传后与本土文化融合催生新风格，成为跨文化交流典范，丰富人类文化多样性，彰显

华夏文化辐射力与包容力，为构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发挥关键作用。 

3. 现代美育的内涵与要求 

近代中国王国维首倡美育，将其与教育分离。蔡元培奠基美育学思想，推动音乐教育进入学校体系。

萧友梅强调音乐美育作用，引入音乐美学概念。20 世纪中国音乐美育受社会变革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

断发展，走出继承、借鉴、沿革之路，体现美育从萌芽到成熟的进程[4]。 

3.1. 现代美育核心特质 

现代美育以培育学生敏锐审美感知、卓越艺术表现能力与深刻文化理解素养为核心目标，突破传统

技艺训练局限，强调全方位艺术体验。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艺术课程教学科目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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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 5 个，采取“综合–融入–选项”分阶段实施，是我国艺术教育发展及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5]。它

高度重视跨学科融合，将艺术与文学、历史、科技等多学科知识技能、思维方法相互渗透，借“艺术 + 
科技”创意项目激发创新灵感，借艺术与人文融合提升作品文化底蕴，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与跨领域解决

问题能力，塑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创新复合型人才，为学生在多元文化语境与快速变革社会中实现终

身发展筑牢审美根基。 

3.2. 传统乐舞融合需求指向 

3.2.1. 拓展美育资源广度深度 
中国传统乐舞恰似一座富矿，为现代美育注入本土文化源泉活水。其丰富多样的地域风格，如陕北

秧歌奔放质朴、傣族孔雀舞婀娜灵动、蒙古族安代舞豪迈奔放，拓宽学生地域文化视野。从远古神话传

说到近现代革命史诗，丰富创作素材库，激发学生创意灵感。戏曲舞蹈虚拟写意、民间舞即兴传承等，

为艺术创新提供多元路径，深化学生对艺术表现力认知与掌握，丰富美育资源宝库多样性与层次感。 

3.2.2. 强化文化传承使命担当 
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守护与传承民族文化根脉迫在眉睫。将传统乐舞融入现代美育，使学生于艺术

实践中触摸民族文化灵魂，借敦煌乐舞领略丝路文化交融魅力，借古典舞身韵传承古代文人审美意趣，

借民间舞传承保护濒临失传文化遗产。舞蹈的美育价值体现在学校和社会、人的外表和心灵等方面，在

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能让人在美的感受中提升艺术修养和完善人类境界[6]。对于激发学生文化自

信与自觉，培育传承创新民族文化的新时代使命担当者，为民族文化延续发展注入持久内生动力，筑牢

民族精神家园基石。 

4. 中国传统乐舞与现代美育融合的路径 

以湖南师范大学为例，该校在开展传统乐舞与现代美育融合实践中，通过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开

设具有湖南特色的传统乐舞的线上课程，将本土民间舞蹈融入日常教学，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

掌握了乐舞技能，还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教学资源

有限，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教学需求；线上学习交流受限，无法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等等。通过对这一

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成功经验，即紧密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合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能够增强融

合效果。同时也能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实践提供改进方向。 

4.1. 课程体系创新与教学模式优化 

4.1.1. 一体化课程体系构建 
强化融合理念，完善课程设置，舞蹈、戏剧、影视等课程进入艺术课程体系，构建大中小幼相衔接

的美育课程体系，加强教材建设，注重一体化和纵向衔接[7]。从学前教育启蒙感知传统乐舞节奏韵律、

简单模仿动作起步，奠定文化情感底色。中小学阶段分层递进，在初高中设置相关课程，并融入历史、

地理、语文等多学科知识，借诗词意境创作乐舞、借历史故事编排舞剧，强化综合素养培育。高校通识

舞蹈教育应转变传统观念，注重培养学生舞蹈审美能力与艺术素养，通过阐释舞蹈多元性等，让学生接

触不同舞蹈，拓宽视野，提升审美水平[8]。 

4.1.2. 多元化教学方法集成 
在姜春艳等的研究中，智慧美育空间的构建与应用，尤其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等技术的使用

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师生随时随地可利用手机、电脑登录 OMO 教学教务平台、虚拟实验平台，完

成教与学、实践训练和作品设计等活动，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学。同时，虚拟实验平台也为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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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的艺术体验。通过采用知识图谱、智能服务、数字人等 AI 技术，师生结合场景和需求进行互动，

有效增进交互体验[9]。如情景模拟教学法可借人工智能和虚拟显示等技术重建历史乐舞场景，学生化身

古代舞者体验创作表演情境，深化文化理解。项目驱动教学法以“创作校园乐舞剧”“开发非遗乐舞文

创产品”为项目任务，团队协作中提升实践创新能力。合作学习法组织跨校、跨地区乐舞社团交流合作、

创作竞赛，共享资源、互学互鉴，拓展视野提升水平。差异化教学法关注特殊教育需求群体，为残疾学

生设计适应性乐舞课程、教学辅具，开发老年大学乐舞养生课程，以“广场舞+古典舞元素”促进身心健

康，确保全体学生享有优质美育资源，实现个性化成长发展。 

4.2. 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学资源整合 

4.2.1. 师资专业素养提升策略 
师范院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传统乐舞课程比重，设“非遗传承”特色师范专业方向，实习实

践环节嵌入民间艺人工作室、文化传承基地，提升教学实践与文化传承能力。在职教师培训构建分层分

类体系，国家级培训聚焦前沿理论与教学创新成果推广，省级培训侧重区域特色文化传承与课程开发指

导，校本培训立足日常教学问题解决与教学反思改进。搭建教师交流平台，举办“传统乐舞教育教学研

讨会”“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促进跨区域、跨学科交流合作与专业成长，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师资队

伍，为融合教育提供人力支撑。 

4.2.2. 教学资源整合开发机制 
挖掘整理古籍文献、文物图像、民间乐谱舞谱等资源，借数字化技术修复、解读、转化为数字素材

库。汇聚专业院团、民间艺人、高校学者力量协同创作改编，开发适切不同学段教学剧目、教材。建设线

上线下融合资源平台，“云端乐舞课堂”提供优质课程资源共享、远程教学指导，线下“乐舞教学资源中

心”整合图书影像资料、实物道具模型供教学实践与研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动态更新教学资源生

态系统，保障融合教育资源供给质量与效率。 

4.3. 实践平台搭建与评价体系完善 

4.3.1. 协同育人实践平台拓展 
校际联盟共建“传统乐舞教育联盟”，联合开展课程开发、师资互聘、学生交流、教学成果展演活动，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校–社区–家庭”联动打造“乐舞美育共同体”，学校与社区文化中心、

艺术机构合作开展“社区乐舞节”“假期乐舞兴趣班”，家庭参与亲子乐舞活动传承文化，整合三方资源

形成教育合力。国际合作搭建“传统乐舞国际交流平台”，举办国际乐舞教育论坛、工作坊、文化周活动，

组织师生参与国际赛事展览，推动中国传统乐舞国际化传播与交流互鉴，提升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 

4.3.2. 科学评价体系构建路径 
评价指标多元涵盖知识技能掌握、文化理解传承、创新实践能力、审美情感发展、团队协作精神等

维度，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结合，课堂表现、作业作品、项目参与度等过程性评价占比合理提

升。评价主体多元引入学生自评互评、家长评价、社区反馈、行业专家评估，构建全方位、动态化评价网

络。评价结果应用注重反馈改进教学、指导课程规划调整、激励学生个性发展，借大数据分析深度挖掘

评价数据价值，为优化融合教育策略、提升教育质量提供精准依据，确保融合教育健康持续发展。 

5. 结语 

在现代美育视域下中国传统乐舞融合，是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必然选择，意义深远。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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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民族文化记忆、延续文化根脉，使传统乐舞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活力。于美育革新，拓宽教育视野、

丰富教育内涵，提升美育品质与成效；于人才培育，塑造兼具民族文化底蕴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为民族复兴筑牢人才根基。展望未来，持续深化融合需各界协同发力、创新突破。学界深化理论研究、

攻克难题；教育界优化实践策略、提升质量；政府强化政策支持、资源保障；社会各界营造良好氛围、凝

聚共识。各方携手共进，方能推动传统乐舞与现代美育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书写新时代美育华章，为

人类文明贡献中国美育智慧与方案，让中国传统乐舞美育之花绚烂绽放在世界文化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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