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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全国人大代表、我校校长刘益

春的“创造的教育”理念予以关注。2016 年，我校在“尊重的教育”理念基础

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创造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家政策的

积极响应，也彰显了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特色。2016 年 9 月开始，党

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社会科学处联合向全校师生征稿，对这一教育理念进行

深入阐释和解读。截至目前，已收到百余位专家学者、部处负责人、部分师生的

文章，学校将对这些文章进行汇总、编辑，出版《创造的教育》一书。近期，“东

师新闻”栏目将陆续刊发这些文章，以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为学校的“双一

流”建设提供深厚的精神动力。】

音乐学院院长 刘炼

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赖知识创新、呼唤创新人才，已是大家所

共知的常识。由“尊重的教育”走向“创造的教育”，是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

较之于传统教育，艺术教育更加强调创造性。可以说，“创造的教育”理念是艺

术教育题中应有之义。同时，突破创新，也是东师舞蹈系十六年发展历程中所内

蕴的品性。下面拟将教育置于学系整体发展中来把握，结合东师舞蹈系多年以来

的追求、作为及特色，来谈一谈我们对“创造的教育”的实践经验。

一、重在创新:以创作为驱动

东师舞蹈系向来重视创造精神，表现为原创作品多且精，量质并举。舞蹈系

以教学为首要任务，但同时也可谓是一个创作驱动型的学系，以作品创作来带动

课堂教学、表演实践及理论研究。

舞蹈系创建于 2000 年，当时各方面条件远不完备。我们便意识到新创办的

学系想要一点点积淀起来很难，便决定选择以创作为突破口，直到 2003 年我们

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千红》在全国第六届文化艺术院校“桃李杯”全国舞蹈比赛

中获得群舞表演三等奖，并在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专业组比赛中获得一等

奖时，东师舞蹈开始真正起步。十六年来，我们始终注重舞蹈作品创作，佳作迭

现，相继推出《进城》《中国妈妈》《汉宫秋月》《南京•亮》《羚羊的外套》



《鸡毛信》《安全区》、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民族舞剧《浮生》等艺术原创精

品，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摘金夺银，被业界誉为“东师舞蹈现象”。在此期间，

我们逐步形成了“探究题材、突破创新”的创作理念。贵在探究，重在创新，不

仅是舞蹈系的创作追求，也是其教育理念。

以创作为突破，并不意味着轻视教学，忽视对舞蹈创作人才的培养。恰恰相

反，我们意在以创作为驱动，来拉动课堂教学，形成创造的氛围，打开自由的空

间，鼓励教师的创作热情，发挥学生的主体力量。通过这种方式，舞蹈系培养出

了王舸、唐镛、谢飞、金美花等一批“出精品、出力作”的国内知名编导。有时，

作品创作与课堂教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交相作用、合而为一的，比如舞蹈

系的教学剧目作品创作。近年来，舞蹈系涌现出了大量的教学剧目作品。教学剧

目作品创作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服务于教学。与此同时，一部作品由粗疏雏形

到成熟完整，有赖师生的共同参与。借用巴赫金的概念来讲，这是一个师生“对

话”的过程，而非教师一人“独白”的过程。它要求的是“探索式”教学法，而

非“解释式”教学法。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创新意识、批判意识与自主意识得

以激发。

二、贵在探究：探索课程教学

在综合类大学中开设舞蹈专业，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的探索，国内可供借鉴的

经验不多。当一个个成熟的作品问世，反思常规课堂教学的整体局面成为了我们

崭新的思考点。教学为本，以教学反向拉动创作是我们如今正在奋斗努力的创想。

我们把逐步完善课程体系作为工作重点，注重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主

干课、专业系列课课程群的建设，优化课程结构，调整课程布局，精炼课程内容，

适时调整教学计划在实施中的不完善之处，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注重艺术舞

台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创新能力。在我们看来，教学课程像是一个个坐标，我

们可以借着这些坐标回归舞蹈教学的本体，强化自身；也可以被它引领，走向更

深、更远的方向。舞蹈教学的发展要重点关注基础课程，融合综合类大学的资源，

创造舞蹈多元化、学科交叉化，而综合类高校是千差万别的，每个院校要找到定

位，以课程建设为支撑，培养具有院校特色的舞蹈人才。

自 2013 年起，舞蹈系编排精品课程项目正式启动。编导教研室推出“双人

舞编创技法”；古典舞教研室推出“剑袖素材课”；现代舞教研室推出“肢体解



放与能动性开发”；钢伴教研室推出“音乐舞蹈综艺汇”，朝鲜族舞蹈教研室推

出“杖鼓舞、手鼓舞、刀舞、象帽舞创作素材课”；民间舞教研室推出“东北秧

歌充补素材课”。精品课程展示部分以实践类课程形式呈现，通过教师的教学讲

解与学生的展示表演进行现场公开授课，课程一经推出在业内受到一致好评。在

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综合类高校舞蹈教学的建设与发展，探索科学的综合类

高校舞蹈模式、以挖掘舞蹈的地域特色为主题、加强舞蹈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

的改革与更新，提升舞蹈教育教学的整体水平，舞蹈系在 2014 年 6 月与 2015

年 10 月连续承办两届“全国综合类高校舞蹈精品课程教学研讨会”，吸引了来

自 70 多所高校的 400 余名教师和学者参加。在 2016 年 11 月，舞蹈系承办的第

三届教学研讨会将如期而至，届时势必有更多的独具匠心、颇具启发的教学方式

在交流中诞生，为全国普通高校舞蹈专业院系提供参照。

三、面向未来：独树叙事舞蹈

践行“创造的教育”理念，教育者要有面向未来的目光，自身须秉有创新品

格、前沿意识及开放视野，敢于发表“合法的偏见”，勇于质询流行的前提，善

于发现专业的盲区。这样才能引导学生走出窠臼，摆脱世界的陈旧状态、生活的

惯性思维以及求知的既定方式，探索前人罕至的新领域，成为应和未来转向的创

新人才。创新，亦须有的放矢。东师舞蹈系择取的目标即是“叙事舞蹈”，目前

正致力于建构系统的叙事舞蹈编导人才教学体系。

为什么选择“叙事舞蹈”？不论是着眼于舞蹈艺术本体，还是行业的未来趋

向，我们都认为：叙事舞蹈作为舞蹈艺术的重要构成，目前尚告薄弱，犹待鼎革，

应予重视。叙事舞蹈的艺术创作是亟待激活与加强的领域，相关艺术人才仍然紧

缺。叙事与抒情，本是舞蹈艺术本体的两个维度，两者缺一不可，辩证关联。然

而，长期以来，人们囿于一个传统理念，即“舞蹈长于抒情，拙于叙事”。舞蹈

如何“讲故事”，的确是舞蹈编导面临的艺术难题。纵观近二十年的艺术、人文

及社会学科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其在整体上出现了“叙事转向”，蔚然成风。

“叙事”成为普遍的探究对象，诸种表意活动所包含的“叙事性”愈益彰显。然

而反观我国舞蹈，在叙事艺术上仍然相对滞后，缺乏形式革新。

有鉴于此，舞蹈系把当前核心特色与未来探索方向确立为“叙事舞蹈”。围

绕“叙事舞蹈”，各层面联动发展，形成有机系统整体：在教学上，开创独特的



叙事舞蹈教学模式；在创作与表演上，致力于成为业内叙事舞蹈的重镇；在科研

上，开叙事舞蹈理论研究之先河，已出版《舞蹈叙事学教程》，并策划出版“叙

事舞蹈”系列丛书。同时，我们所总结的经验与规律，所提炼的问题与方法，将

转化为“叙事舞蹈创作课程系列教材”，凝结为“叙事舞蹈精品课程”。这将帮

助学生打破舞蹈拙于叙事的观念，提升破解“叙事”这一舞蹈艺术难题的能力，

从而推动叙事舞蹈创作人才与优秀作品的涌现。

四、回归自我：发展地域特色

创造是追求超越，创新是寻求改变，但不并意味着成为外物，失掉自我。我

们的创造应发生于文化自觉，立足于民族基体，落座于生活世界。创新人才要具

有国际眼光，但不可罔顾民族传统与地方特色，须辩证把握民族性与现代性、特

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诚如鲁迅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

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有鉴于此，我们在教育中强调“回归自我”，

旨在发现民族自身独异的根本气质，“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特殊方式展现出来的某

种无可抗拒的普遍价值和精神魅力”。

回归自我，并不是静止中的固执保守，而是在辩证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回到自

我。作一个譬喻，它好像蟒蛇蜕化：蟒蛇蜕皮是一种转变与新生，但它基体没有

改变，蛇还是蛇。回归自我的目的是追求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从地域特色里

发掘普遍启示。因此，发展东北地域特色舞蹈，培养相关创新人才，是舞蹈系的

又一个工作目标。

目前，舞蹈系正集中进行东北地域舞蹈创作实践、东北地域舞蹈动作素材、

东北地域舞蹈理论的研究，希望在此基础上建构东北地域舞蹈教学体系。首先，

舞蹈系组织了“北方萨满舞蹈拯救项目”，着手编撰具有北方地域特色的新教材，

形成原创性教学。其次，舞蹈系举办了“地域特色舞蹈教学展示周”活动，以此

夯实教学成果，加强地域特色舞蹈课程研究与教学研究工作。再次，舞蹈系所牵

头并承办的“全国综合类高校舞蹈精品课程教学研讨会”，其要旨即在于挖掘舞

蹈的地域特色。在往届研讨会上，多种地域特色舞蹈各放异彩，包括黑龙江的“花

棍舞”、东北秧歌、蒙古族舞、朝鲜族舞等。最后，舞蹈系以东北地域舞蹈创作、

表演与理论研究团队为依托，带领团队开展东北地域舞蹈遗存的挖掘与整理、现

状的调查与梳理等理论研究工作，提炼和发挥东北地域舞蹈的特色，以此为基础



进行以东北地域题材、东北地域风格为核心的舞蹈作品创作，藉此进一步拉到东

北地域舞蹈教学。同时，在原有东北地域舞蹈教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健全朝

鲜族舞蹈、东北秧歌、萨满舞蹈等东北地域舞蹈的教学体系，为东北地域舞蹈的

发展储备人才资源。不久的未来，舞蹈系将产生一批创新性的东北地域舞蹈理论

研究成果，推出一套具有代表性的东北地域舞蹈（以朝鲜族舞蹈与东北秧歌舞蹈

为重点）训练体系，创作几部在国内外获得认可的东北地域素材舞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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