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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术和舞蹈同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二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因此，在美术中融入舞蹈元素，特别是

舞蹈服饰元素可以看作美术课程中的一种重要教学策略。本文通过对美术课程与舞蹈服饰元素跨学科融

合的现状与可行性进行分析，就如何更好地将舞蹈服饰元素融入到初中美术课程提出了一些策略，旨在

拓展学生的艺术思维，理解艺术间的互补、融合和相互渗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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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and dance are both form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with both commonalities and individ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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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incorporating dance elements, especially dance costumes, into art can be seen as an im-
portant teaching strategy in art cour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sibil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art courses and dance costume elements, and proposes some 
strategies on how to better integrate dance costume elements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art courses, 
aiming to expand students’ artistic thinking and understand the complementary, integrated, and 
interpenetrat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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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持续推进，美术学科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通过舞蹈服饰元素和美术的结合，可

以实现初中美术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目标，突破了学科的限制，增强了艺术学科之间的协作。同时，为了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高和个人综合素质发展，美术教学如何高效开展成为现阶段美术教师面临的一道难

题，就美术这门学科自身教育价值而言，学好美术对提高学生审美能力，鉴赏能力以及艺术素养有着极

其深远的影响，纵观人类文化艺术发展历程，美术和舞蹈始终共生共荣，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2. 新时代美育视域下的美育概述 

在古代中国，儒家先哲孔子曾阐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这一论述凸显了审美教育

在人格塑造中的关键作用。该观点跨越数千年，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揭示了文学艺术在品德培养

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回望百年之前，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疾呼：“审美教育，实为人生观教育之核心与

基石”[2]。这一论述凸显了美育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地位。现如今，在全面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

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3]。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当始终秉承美育引领、文化涵养的理念，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与文化

修养，从而增强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人文素质。 
由此可以看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对于祖国青年一代身心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

时代美育背景下，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精髓，学校的美育教育应确立以“立美树人”

为核心的教育目标。同时，应不断革新美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方式，打造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包括但不

限于与其他科目跨学科融合，比如语文、音乐、舞蹈等等。这一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且

可以适应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使得学生逐渐学会将不同的零散的学科知识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新时代美育视域下舞蹈服饰元素融入初中美术的现状分析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强调了艺术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4]，同时，伴随着

“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育人体系的推进，在融合中发挥美育整体性作用，更利于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而作为审美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美术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弘扬真、善、美，并且还突出了艺术课程的

全面性，将各个艺术学科作为主要的内容，强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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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舞蹈服饰元素融入初中美术课程呈空白状态 

在对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九个版本的国家美术教材进行查阅、分析后，在课程的编排中，可以发

现将舞蹈服饰元素融入美术课程的单元是呈空白状态，而对于将舞蹈元素融入美术课程的单元只有两课，

且都在小学阶段，一是“化装舞会”这一课，出现在人教版教材一年级下册的美术教材中，另一课则是

“快乐地舞蹈”[5]，它出现在湘美版二年级上册的美术教材中。而在初中阶段，没有发现将舞蹈服饰元

素融入美术课程的单元，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现行的中学美术教科书中，还没有将舞蹈服饰元素融

入美术的课程和教学内容。 

3.2. 舞蹈服饰元素融入课外活动课程呈少数状态 

在 2022 版《新版课程标准解析与教学指导》中，有一课外活动课程案例名为“我们的舞蹈”[5]，就

是将舞蹈服饰元素和美术教学相结合，以苗族传统歌舞服饰为题材，通过对舞蹈录像和苗族服饰的了解，

以芦笙舞和苗族服饰为主要创作内容，让同学们用线条、形状和色彩来表现苗族芦笙舞的服饰和舞姿。

通过对“我们的舞蹈”这一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认识到，舞蹈可以和美术学科交叉融合。将舞蹈服饰

元素与初中美术教学相结合，可以拓展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对于初

中生来说，若能进行美术和舞蹈服饰元素跨学科融合的课外活动，在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方面也具有

一定的作用。 

4. 新时代美育视域下舞蹈服饰元素融入初中美术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单纯地以单一的方式进行

教学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为此，世界各国纷纷对课程的新颖性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在舞蹈服饰

元素融入美术课程的可行性上，我将从理论支撑的基础、初中生学情、美术与舞蹈在本质上的贯通性几

方面进行分析。 

4.1. 理论支撑的基础 

1983 年，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出版了《智力的结构》这一著作，在书中，他提出了多元智

能理论[6]，并对个人智能的存在形式、发展潜能等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与分析。多元智能理论对于教育教

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们美术教育者来说，学科融合是促进学生多元发展的重要途径，将舞蹈服饰

元素融入美术课程教学无疑就是一种跨学科的融合，学生通过学习“跨学科”的美术课程，了解美术并

非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与许多学科息息相关，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同时，在现代教学中，单一课程已不能满足学生学习和现代社会的需求，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

联系已成为教学的主要趋势，教师要加强学科间的交流，开展交叉学科专题活动，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

以核心素养为中心，构建有特色的课堂，把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以学生为主体，从生活中去发现问题，

让学生在实际的经验中进行学习，通过将舞蹈服饰元素融入到美术教学之中，既加强美术教育与舞蹈之间

的联系，又符合了美术学科课程的教学任务，从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增强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的兴趣。 

4.2. 初中生学情分析 

初中美术教学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对学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鼓励，鼓励他们

用自己的学习方法去探究，通过舞蹈服饰元素的融入，拓宽了学生的艺术眼界，使美术课程能够更好地

培养学生的审美素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与小学生相比，初中生的认知和情感正逐步走向成熟，在对于知识的理解上也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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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中生相比，他们的学业压力要小很多，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美术，感受美术学科所

带来的乐趣，从美术中提高艺术素养，同时，在初中阶段，对美术课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有很强

的创造性，又要有一定的知识性，能够反映出学生的特点，并且能够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因此，在初中

美术中引入舞蹈服饰元素，这是对美术课程进行的一次创新，也是对美术课程的一次新的尝试，它以美

学为中心，运用音乐、美术、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丰富美术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美术课堂中获得

美学认知，提高了学生对于美术学习的兴趣，又感知了舞蹈服饰元素中所蕴含的丰富美感，让学生了解

美术学科的魅力。 

4.3. 美术与舞蹈在本质上的贯通性 

在素质教育的今天，美术作为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美术与舞蹈，作为艺术领域的两大分支，尽管在创作手段和呈现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其核心精神却有着

许多相通之处。二者均起源于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和对情感的深度表达。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美术与

舞蹈相互借鉴、彼此促进，共同铸就了一个多元的艺术版图。从远古时期，美术和舞蹈就出现了一定的

联系，如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墓葬出土的乐舞彩陶盆，内壁饰有三组舞蹈图，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

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动感十足，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那

一时代早期的乐舞形态。在艺术表达的范畴内，美术通过其直观的视觉符号反映艺术家的情绪与理念，

而舞蹈则利用身体的灵动来呈现舞者的内在世界。在这两种艺术形式的交汇处，美术与舞蹈相互渗透，

实现了视觉与动态的和谐统一。同时，舞蹈服饰作为表现力的关键载体，其设计灵感、色彩搭配和图案

设计无不映射出美术风格的痕迹。此外，舞蹈动作的构思与编排，亦频繁借鉴美术创作中的构图技巧、

节奏变化及空间布局原则。 

5. 新时代美育视域下舞蹈服饰元素融入初中美术的策略 

总的来说，将舞蹈服饰元素引入到初中美术课程中，可以提高学生对美术的兴趣与认识，最近几年

的小学美术课中，有部分舞蹈服饰元素的融入，这在某种意义上，为初中美术课堂教学融入舞蹈服饰元

素也提供了一条新的参考途径，在新时代美育视域下，也要求美术老师对目前美术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反思、创新与融合，并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求来进行舞美融合教学。 

5.1. 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丰富课堂内容 

中学生处在青少年时期，他们在情感、态度、思维模式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因此老师在授课的时候，

不应该将学生看作是一个整体，学生是有独立意义的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采取多样化的

教学方法，比如在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时，其生动形象和直观展示的优势得以显现，使得舞蹈服饰的诸

多元素能够以图像和视频等格式被学生直观地接触，从而让他们在视觉上直观地感受到舞蹈服饰的艺术

之美。教师可以借助课堂播放舞蹈表演的视频资料，指导学生关注服饰设计的细节、色彩的运用，及其

与舞蹈主题的内在联系。同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尝试亲自设计舞蹈服饰的草图，以此锻炼和提升他们的

创新设计能力。再比如，教师可以开展项目式学习，所谓“项目式教学”，就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项

目为驱动的教学模式[7]，在这种模式下，教师能够构建与舞蹈服饰元素相关的项目活动，激励学生独立

探索和协作学习。例如，老师可以构建一个以“舞蹈服饰创意设计”的项目，通过小组合作等方式，指导

学生从舞蹈服饰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风格特征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并最终创作出一个完整的

舞蹈服饰设计成果。借助项目式学习的实践，学生能够提升自身的问题处理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创造

性思维，同时也丰富了课堂中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28


徐傲楠，李兵 
 

 

DOI: 10.12677/ve.2025.141028 190 职业教育发展 
 

因此，在美术课堂上，教师应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组织教学活动时，教师必须对美术专业的

基本知识进行全面的了解，注重对学生的审美意识的培养，进而促进学生多元化的个性发展。 

5.2. 发掘并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探索民族服饰特色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以帮助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增强文化自信。地方文化资源，

主要是指当地的一些文化以及民风民俗，包括语言，文学，等等，地方文化资源往往是在千百年历史变

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其他地方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反映了当地人们的一些精神信仰、民俗风

情等，同时，地方文化资源也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谋发展的精神纽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提倡教育跨学科融合，对于美术教育者来说，如何更好地开展美术课程，提升学生

对于美术学习的热爱和兴趣，应当是不断思考和努力的问题。 
现在的美术教材，也是将美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科技等进行结合，学生可以学习和了解到优

秀的美术课程资源，我国地域广阔，民族文化风俗各异，而民族服饰是中国民族舞蹈元素的重要成分，

也是推动舞蹈发展的主要资源之一。在探索舞蹈服饰的创新过程中，借鉴民族服饰特色对舞蹈服饰进行

改造，已成为中国民族舞蹈艺术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佤族文化为参照，佤族传统服饰以黑色为核心

元素，反映出其对黑色的深厚情感。受到外部文化的影响，佤族在保持黑色基调的同时，积极寻求色彩

的丰富和样式的创新，使服饰呈现出鲜明对比的色彩搭配、流畅简洁的线条美感。例如，佤族男性传统

上衣既有圆领斜襟布扣款式，也有立领对襟布扣款式，下身则搭配黑色宽松的大裤，头戴的头巾彰显出

一种刚毅而庄重的民族风格。佤族女性身着圆领斜襟式的长袖衣裳，以布质纽扣为点缀，搭配宽松的筒

状裙子。裙摆处缀有手工编织的彩色毛线裙坠，随着步伐轻轻摇曳，展现出一种独特的优雅和妩媚，充

满了多样的风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美术老师如果可以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课程开发，

编写成校本课程或进行课堂教学，可以很大程度上创新美术学科内容。 

5.3. 拓宽艺术认知，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如昆曲、蒙古族长调民歌等，这些

艺术形式是我们珍贵的精神财产和文化瑰宝，也是维系中华各民族的情感纽带，所以，我们应该对中国

传统戏曲、舞蹈等元素进行全面的挖掘、整理和发扬，为民族艺术的保护和发展做出贡献，同时也要加

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和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和

文化，从而提高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设计以“民族舞蹈服饰”为主题的单元教学，涵盖不同民

族的服饰文化、历史背景、艺术特点等。通过系统的学习，让学生深入了解民族舞蹈服饰的丰富内涵，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舞蹈服饰作为教学内容，如汉族的汉服、藏族的藏袍、维吾尔族的民族服饰等，

这些服饰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将舞蹈服饰元素与美术课程中的色彩、

线条、构图等知识点相结合，引导学生从美术的角度去欣赏和创作舞蹈服饰，组织学生进行舞蹈服饰的

创作实践，如绘制舞蹈服饰图案、制作简易舞蹈服饰等，通过实践操作加深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例如，在教学《扮靓生活的花卉纹样》这一单元时，教师就可以融合彝族舞服饰元素中的具有代表

性的花卉纹样进行讲解，在教学《剪纸艺术》这一单元时就可以融合苗族舞蹈服饰元素进行教学。将舞

蹈服饰元素融入美术课程，有助于青少年了解各民族的风情特色，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领会丰富

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拓宽艺术认知，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舞蹈服饰元素与美术教育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度以及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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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联系，它们是一种有机的整体，两者融合可以使艺术表现更为完美。舞蹈服饰元素与美术的融合可

以提高学生对于跨学科学习之间的认识，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术和舞蹈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不仅是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同时也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有助于提高

学生的艺术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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