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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5G信息时代的到来,5G技术广泛融入地方高校信息化教育教学。作为以实践为主的地方

高校舞蹈课程,为促进专业文化知识的内化、专业能力的具身,在教学中也开始融入信息化技术。以智慧

教学加强舞蹈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有效实现课程知识、能力、素养、思政目标的达成。贵州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剧目排练》课程,从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阶段到数字化舞蹈教学环境建设阶段,

进行了教学资源、教学模式、教学环境的5G赋能舞蹈教学创新改革,有效实现民族文化内涵的融合、民

族文化根植的具身、民族文化虚实空间的协同育人,增进师生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和归

属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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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empowers local universities' dance rehearsals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gration, embodiment, and collaboration 

Min Yuan 

School of Music,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5G information era, 5G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integrated into the 

informatizat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practice-oriented dance course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cultural knowledge and the 

embodimen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lso begun to be integrated into teaching. 

Intelligent teaching has been used to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ance courses, 

thereby effectively achieving the goals of course knowledge, ability, literac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pertoire Rehearsal" course in the Dance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Music at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s undergone innovative reforms in 5G-enabled dance teaching in terms of teaching 

resources, teaching model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s, from the stage of building informatized teaching 

resources to the stage of building a digital dance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se reforms have effectively achieve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 embodiment of rooted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n virtual and real spaces, enhancing the awareness, identity,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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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让互联

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最大增量。”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而

新时代的舞蹈《剧目排练》课程,则是具有艺术性、审美性、

塑造性价值的舞蹈实践课程,能让学生从课程的思政中树立

正确的政治认同、大局意识、民族情怀；时代使命、历史责

任、科学精神；职业素养和专业发展。传统的舞蹈《剧目排

练》教学,是通过舞蹈排练、舞蹈表演等实践性教学,从实践

中让学生具备,发现美、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树立自我

个人职业专业素养,专业发展价值塑造的能力。贵州师范大学

舞蹈专业核心课程《剧目排练》,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进行了

5G赋能舞蹈教学的创新实践,以信息技术支持课程挖掘、收

集、整理、发展、编创、融合、根植、传播地域文化与中国

传统文化,经过数年的教学创新实践成效凸显,获得第二届全

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贵州省金课、教学成果奖、

校级思政示范课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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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G赋能民族文化“融合化”教学资源建设 

1.1地方高校原创教学内容的特色性 

艺术的认识和反映,主要运用形象思维,即形象展示的方式,

创作者使用这种方法,创造出形象生动、栩栩如生的舞蹈作品,

形象是构成艺术的基础,形象性是艺术的本质属性,生动鲜明的

舞蹈形象来源于丰富厚实的生活基础。2016年起,贵州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舞蹈系,将舞蹈《剧目排练》课程的师资队伍重新改编,

以青年舞蹈家、国家一级演员、青年舞蹈编导等,具有丰富创作

及表演经验的教师为课程团队,创作富有地域文化艺术形象特

色的舞蹈原创作品作为课程的教学资源。教师团队长期深入民

族地区,利用信息技术,进行田野采风数据收集、非遗文化传承

分析、非遗传承人智库建设等工作,将贵州民族地区民族舞蹈文

化进行归纳、分析及创新发展,创作了诸多更贴近时代主题、民

风民情的舞蹈作品。 

1.2 5G赋能教学资源建设的融合性 

2020年,教师团队运用5G技术,将特色获奖作品的创作思路

及文化内涵通过“一舞一文化”的主题,制作成融合化的微课并

上传学习通,让学生在多元文化体系中能真切感受地域文化作

品的艺术魅力,树立其文化自觉、民族自信。2020年至今,笔者

与团队运用5G技术,制作并发布了,如《乡村的一天》、《那条路》、

《古榕恋歌》、《春之歌》、《探春令》等诸多体现民族文化、民

俗文化、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故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新风貌的

原创数字化舞蹈短视频,通过学习强国、贵州电视台、贵州日报

发布,形成“数字＋艺术”舞蹈资源。借助官方媒体平台,让多

维融合的数字化民族文化舞蹈作品形成即具备智慧教学性、又

具备传播性的教学资源助推课程提质。我国当代舞蹈家吴晓邦

定义舞蹈：“舞蹈是人体造型上‘动的艺术’,它是藉着人体‘动

的形象’,通过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动的规律’,去分析各种

自然或社会‘动的现象’,而表现出各种‘形之化’了的运动,

这种运动不论表现个人或者多数人的思想和感情,都称之舞

蹈”。形象是舞蹈艺术的一个抽象的由创作者通过经验化、观

察、体验和分析,然后精炼的具象化的形式和技术。教师团队

通过信息化技术,将贵州民族文化发展中“动的形象”,融入

贵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时事“动的规律”,而创作的“形

之化”的舞蹈作品,是教师团队对贵州民族文化发展审美情感

的渗入,审美理想的表达；是贵州民族文化典型化艺术形象的

提炼创造,并运用5G赋能专业技术形成多元文、融合化的教学

资源。 

2 5G赋能民族符号“具身化”教学模式建设 

2.1 5G赋能教学模式的创新性 

舞蹈教学法,是关注人的全面成长,关注人对个体价值及尊

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运用适于舞蹈专项技能的动作

训练,通过既有触类旁通的文化积累、又具职业特性的强制训练,

成为有文化、有技能、有品格、有自信、有创造力的新一代舞

蹈大学生。教师团队在教学改革中,根据学生的学情分析,我们

采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智慧教学等模式,触发其文化元认

知的知识维度,引导其进行舞蹈逻辑知识的构建,促使学生知识

的内化,主动建构舞蹈文化理解与身体表达的联系,增进师生互

动,强化交流协作。 

课前,教师将舞蹈《剧目排练》原创的民族文化体系作品,

运用5G技术进行了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及归纳,提炼出课程内容

相关跨学科的知识点和舞蹈作品文化知识点。例如,贵州民族文

化中,图腾文化、服饰文化、生活民俗文化等诸多“民族符号”、

“艺术形象”等知识,运用5G技术形成知识地图及相关原创学习

视频,形成学习资源。学生可通过提前学习,完成任务、参与讨

论,了解舞蹈动作元素的运动原理、审美评鉴、舞蹈作品的创作

意味。 

课中,教师运用信息技术与言传身教合并的实践教学,跨学

科融合的翻转课堂,引导学生自主探究与实践结合,让知识“具

身化”,重构舞蹈身体感知,践行舞蹈具身学习。使学生的舞蹈

表达不再只是一种统一的模仿式再现,而是更加个性的、自主的

从离身认知转向身心合一的舞蹈呈现。 

课后,运用智慧教学,鼓励学生上传回课视频,生生互评,在

学习空间讨论和交流。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发布PBL项目制

任务,引导学生运用AI技术进行课堂舞蹈作品文化分析,通过运

用数字化原创教学资源,学习、思考、分析,将所学的舞蹈作品

元素动作进行文化内涵式挖掘,舞蹈审美表达再现,并制作成

PPT,形成学生翻转课堂文化智库。这样的心智学习,以学生为主

体,老师为主导,实现分层次教学。 

2.2文化根植、身体重构 

舞蹈学科的特殊性是属于身体感知与实践审美的具象外化,

身心教学。学生通过身体这一认知的媒介和通道来对事物或事

情进行听、闻、嗅、尝、看,产生对事物和事情的感受力,形成

直观的动物思维与形象思维,通过联想、想象、比喻和拟人等思

维方式,利用己知来认识未知的事物或事情,学习需要具身认

知、人应实践具身学习。笔者在实践教学中发现,忽略文化根植

过程的舞蹈《剧目排练》课程学习,其实是一种离身的学习,或

许只能完成舞蹈作品动作技术模仿,并不能达到舞蹈作品“身心

合一、形神兼备”的审美表达。具身认知理论认为,置身情境、

身体感知与动态交互是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认知始于身体与

世界的相互作用,人的认知需要身体的各种经验；反之,经验也

来自有独特知觉和运动能力的身体,身体与经验交互作用,不可

分离地连接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由记忆、情感、语言、认知、

身体所构成的有机体。”具身学习是基于身体,认知和环境的相

互作用而获取知识的学习,它强调身体的参与在学习的基础作

用,教师团队运用信息技术建立知识的交互连接,使学生身体与

精神的合一,在“虚实场域模拟”+“具身认知引导”双模式剧

目排练学习过程中,不断启发引导学生分析艺术现象与运用

舞蹈要素的能力,实现审美情感、创新意识与个性价值的自由

实现。 

3 5G赋能文化空间“协同化”思政教学环境建设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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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艺术专业课要教育和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美术观念和创作观念,要立足时代,扎根人民,

深入生活；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育人,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引导学生自觉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提高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增强学生文化自信,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育

人。”2020年以来,笔者及团队运用信息技术对《剧目排练》课

程进行思政元素融入、思政模块建设、思政案例库建设、数字

化“行走的思政课堂”等,一系列适合我校学生发展的多维文化

空间协同思政育人沉浸式教学环境建设。沉浸式教学是指教师

借助信息技术营造出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其中的教学环境,帮

助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达到物理沉浸和心理沉浸的和谐统一,

在境(物理环境)身(心理体验)合一的沉浸式学习空间中顺利

完成学习任务的一种教学方式。我们运用5G技术,尊重学生的

主体性和知识方向,打造虚实交互思政文化场景。将2018年以

来,我校与团省委贵州省委一起搭建的“为了明天——青春没

有益起来”艺术志愿服务项目数字化。运用信息技术,打造“个

性化志愿服务平台”,将深入民族地区志愿服务项目形成数字

化场景,让学生将课堂所学民族文化舞蹈知识,编创成“数字

化乡村美育云课堂”,构建一个从教室教学环境到虚拟“以教

代学”环境的双驱协同育人思政教学环境。云课堂,成功在贵

州省榕江县乐里镇中心小学实施,并受到师生的欢迎,不仅积

极弘扬了中华美育精神,并引导学生自觉继承和弘扬地域优

秀民族文化,实现了学生运用课堂所学专业技能,以美化人、

以美育人。 

4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新时代大学生

只有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对中华民族命运

共同体的认知、认同和归属。通过5G赋能舞蹈《剧目排练》课

程,能够让学生置身于舞蹈作品所提炼的虚实融合的民族文化

情境中,通过课前5G赋能构建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课中充分调

动舞蹈身体与虚实学习环境进行多维交互；课后民族文化与舞

蹈实践的具身性交互,以更好地促进学生民族舞蹈文化认知的

形成和主体性民族舞蹈审美、民族舞蹈表达的建构,实现5G赋能

舞蹈教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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