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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路，党史育人”———红色舞蹈文化研究

综述与展望

■张佳明　江晓宇★／新疆师范大学

摘　要：红色舞蹈文化是在中国共
产党指导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滋养下在舞蹈文

化中不断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结

晶，是优秀中国共产党思想在广大

人民群众劳动实践中艺术化的产

物。本文根据多个数据源检索所

得文献进行研究综述，并根据现状

指出研究不足。根据研究现状提

出今后研究方向及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红色文化　红色舞蹈　研
究综述

一、前言

红色舞蹈文化是在中国共产

党指导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滋养下在舞蹈文化

中不断实践、不断创新的时代结

晶，是优秀中国共产党思想在广大

人民群众劳动实践中艺术化的产

物。“红色舞蹈属于红色文化范

畴，起始于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

是指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

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的红色历程为创作素材而形

成的舞蹈艺术作品。”［１］其在当代

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无

论是在红色舞蹈学习中还是表演

中都深受喜爱。同时对红色舞蹈

文化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可以更

好地发展红色舞蹈，能够提高其创

作质量，提升实践影响，为红色舞

蹈能够更好地引领社会价值观念、

彰显时代意义、凝聚时代人心作出

贡献。

二、红色舞蹈文化理论研究

红色舞蹈文化理论研究主要

从红色舞蹈本体出发，除了侧重红

色舞蹈历史、自身特征、艺术语言

的研究以外，还增加红色舞蹈内涵

价值及精神作用等角度的研究。

例如硕士研究生程慧雯［２］在其学

位论文中在电视视野中对红色舞

蹈美学精神展开研究，利用当下电

视电影等大众传媒兴起的背景，对

红色舞蹈传播与传承展开研究，剖

析当下传播现状，分析原因及不

足，并给予强化红色舞蹈传播的影

响力，为红色舞蹈美学精神更好的

传播发展建言献策。在李念、雷娟

娟刊登在《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的

文章中，全文以大型红色历史舞台

剧《延安保育院》为例，讲述延安

精神与舞剧之间的联系及发展，然

后通过分析舞剧《延安保育院》表

演细节引申出延安精神对其英雄

主义形象的塑造、延安本土民间舞

蹈的再现与升华等影响及作用，最

后提出红色舞蹈文化凝聚着近代

历史、印刻着时代特征与文化内

涵，希望能够在新时代将红色舞蹈

发展走向更灿烂的明天。卢凯同

样是以红色舞蹈中《井冈山》为

例，探究新时代弘扬井冈山精神的

红色文化教育，文中以《井冈山》

音乐舞蹈史诗感召初心，从舞蹈实

践中领会时代使命，将《井冈山》

作为弘扬红色文化教育的鲜活教

材，为传承井冈山精神、增强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起到了良好的模范

作用。王继子在其《红色舞蹈精神

内涵的当代构建及实现方式》的研

究中表示“对红色舞蹈精神内涵的

当代构建及实现方式的研究，可促

使其获得更具深度的文化成果和

更具广度的社会效应，从而实现繁

荣新时期中华文化的重要目标。”

由此可见，构建红色舞蹈精神，实

现红色舞蹈精神的有效传播是十

分必要的。王继子在另一篇《红色

舞蹈的当代价值探究》更加清晰地

表述其在研究中通过红色舞蹈实

例对红色舞蹈当代价值进行论证，

并阐述到红色舞蹈的实践性理论

总结可以有效地为红色舞蹈在当

代发展和繁荣增添内涵。王继子

两篇文章先后论述了红色舞蹈在

当代及精神文化内涵及时代价值

的实现方式，有效地推动了当今红

色舞蹈文化的传播与价值研究。

前文已经将红色舞蹈内涵价

值及精神作用等角度的研究进行

了阐述。接下来笔者将从红色舞

蹈自身历史、特征、艺术语言等研

究展开论述。研究生何智玉在其

学位论文中曾研究江西红色舞蹈

历史（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年），探讨了近７０
年江西省红色舞蹈的基本状况，继

而以时间为主线，从整体上对江西

省红色舞蹈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

究。为江西省红色文化研究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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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更为全国红色舞蹈研究提

供了范本。学者左珊便是根据双

人舞《闪亮的红灯》（根据红灯记

改编创作）中的舞蹈艺术形象对整

个作品进行分析，阐述编创人员对

经典的感悟和理解，同时还分析双

人舞《闪亮的红灯》舞台效果和舞

台形象。部分学者也从不同学科

视角对红色舞蹈进行研究，同样取

得良好的成果。学者江东同样以

回顾百年红色舞蹈文化为切入点，

全文概述自１９１２年至今的红色舞
蹈创作历程，并以建国和十一届三

中全会为节点分为三个时期，总结

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

颁布的各项政策，并根据各个时期

代表作总结发展状态和艺术特征。

例如学者刘佳烨、覃嫔通过结合当

前时代背景，对红色经典舞蹈与当

今社会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发现红

色舞蹈的审美取向与革命精神、新

时代社会主义相贴合，并体现出新

的活力。这便是从新的学科视角

对红素舞蹈文化展开的新的探索，

但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美学理论并

不深厚，如果能够继续对红色舞蹈

审美理论展开研究，定然会呈现出

更靓丽的色彩。

三、红色舞蹈文化实践研究

红色舞蹈文化实践研究是理

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其研究的结

果直接影响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同时对于推动红色舞蹈文化的

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红色舞蹈文

化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及

传承路径中，如红色舞蹈教育实

践、红色舞蹈编创等。在红色舞蹈

教育实践研究中大多数体现在课

程思政教学中如王珊、赵文昊等人

的研究中通过课程教学改革，突出

红色文化在舞蹈教学中的实践价

值和意义，探究“德艺双馨”的人

才培养模式，加强高校舞蹈课程的

红色文化渗透，以达到加强学生德

育与思政教育的目的。再如学者

鲁芬霞在《“思政”元素融入学前

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的实践研究》一

文中曾谈到“在舞蹈在教学过程中

融入红色舞蹈作品的学习，一方面

为了弘扬革命者的光荣事迹；另一

方面让学生了解历史、明确三观、

传扬学习红色精神。”将学前教育

专业舞蹈课程作为思政教育的载

体，并从当前实际意义出发，探究

当下课程建设的困难，并根据实践

情况全方位分析现实困境和教学

新模式。李念同样从高校教学出

发，探讨红色舞蹈中红色文化元素

在教学中的创新实践，研究从受众

心理、展现形式、编创及教学等多

个角度为探究路径，总结出红色舞

蹈文化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

神的价值意义。在其另一篇《课程

思政视域下红色文化元素在高校

舞蹈专业教学中的实践研究》中还

曾谈到“高校舞蹈专业教学要深入

挖掘红色文化元素的价值，把红色

文化中包含的精神渗透到高校舞

蹈专业教学实践中，打造红色文化

元素应用的新模式，形成自身的办

学特色，丰富红色文化元素的感染

力，积极为红色文化元素的传承和

弘扬作贡献。”王晨露以一名高校

教师的身份探讨课程思政教育新

模式，针对《舞蹈鉴赏》课程现状

进行分析、探究，并根据教学实际

情况来对教学内容进行提升、优

化。文后曾表示“《红色娘子军》

剧作为舞蹈鉴赏课程的重要内容，

在讲授过程中能够有效与学生产

生艺术共鸣，有助于树立文化自

信，彰显艺术情怀。”

有关红色舞蹈编创的研究主

要有学者马婧在高校舞蹈创编中

将红色文化元素进行应用，在高校

舞蹈教育中对红色资源文化进行

融合分析，得出“通过对红色文化

舞蹈的学习和深入了解，将文化资

源和教育资源相结合，有助于学生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提高

自身修养，增强对生活对祖国的热

爱，培养更多具备高尚情怀的社会

建设人才”的结论。这种探究模式

虽然丰富了舞蹈创作的研究内容，

增加了红色文化的研究路径，但若

想更好地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与高

校舞蹈创作融合还需继续努力，增

加作品创作实践。罗筱和朱婷

从少儿舞蹈角度出发根据少儿生

理特征及心理发展特点，根据儿童

实际情况与红色文化元素相结合，

通过编排少儿红色舞蹈，以达到促

进儿童智力发育、丰富儿童精神世

界，陶冶儿童情操等作用。硕士研

究生余圣洁跳出教育行类，将研究

内容投入到藏族舞蹈，将民族舞元

素与红色文化相结合，提出当今红

色舞蹈创作中结合藏族舞蹈元素

的构想，运用现实题材、结合实际，

挖掘民族情感中的红色文化资源

并运用到创作中来。同时要辩证

地看待藏族元素红色舞蹈的编创，

建立良好的红色舞蹈文化教育观

念，推动民族元素红色舞蹈文化发

展。北京舞蹈学院硕士郑亚楠在

其学位论文《红色经典音乐在当代

舞蹈创作中的实践启发》中，从红

色经典音乐角度来谈其对舞蹈创

作的启发，全文以《民族魂·英雄

颂》为代表曲目，诠释《民族魂·

英雄颂》曲式结构、音乐文化内涵、

创作背景等对于舞蹈创作思路和

创作编排的影响。

四、展望

红色舞蹈文化在众多领域专

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至今已形成

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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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研究成果。根据前文对红

色舞蹈文化领域研究综述，笔者大

致总结三点对于该领域研究现状

的评述；其一，红色舞蹈文化研究

尚且处于青年阶段，整个领域还没

有形成系统的、完善的研究框架，

本体研究除了红色舞蹈历史研究

外，仅剩余一些代表性红色舞蹈作

品研究。其二，学科交叉研究特点

明显，缺乏对某一学科彻底的研

究。红色舞蹈文化本身就是红色

文化在舞蹈领域的衍生，但大部分

实践研究更多从教育实践（赏析、

编创等）出发，缺乏舞蹈学科自身

的探索，如郑亚楠（红色经典音乐

在当代舞蹈创作中的实践启发）、

张培一（红色舞剧传播效果优化研

究）和余圣洁（藏族舞蹈元素在红

色舞蹈创作中的应用研究）等人研

究是很好的范例。其三，缺乏对红

色舞蹈文化研究广度及深度的坚

持，现如今的研究中虽然有涉及教

育学、历史学、美学等多个领域，但

大多学者仅是只言片语、缺乏始终

的研究，值得大家参考和学习的学

者是遵义师范学院的王继子老师，

其研究为红色舞蹈文化发展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

为此，笔者及研究团队针对上

文所述研究现状及不足，对红色舞

蹈文化研究提出以下建议及展望。

（一）贯穿研究的问题意识，

完善研究体系

鉴于已有研究现状，目前中国

知网文献检索关键词“红色舞

蹈”，显示文献算上１６篇学位论文
仅仅总计９０篇，可见该领域尚未
成型，虽然在各个领域及学科均有

零散研究，但由此可见红色舞蹈研

究处于初创阶段，研究内容及研究

方法等还需深化。

理论研究中解读角度和研究

角度众多，但缺乏学理深度的挖掘

和探讨；关于红色舞蹈的概念、起

源历史、文化内涵解读不统一，虽

有百家争鸣之势，但还需理性研

究。在实践研究中大多集中在教

育实践的赏析课程中，缺乏教育本

质的探讨，多停留于表层实践观察

与探究。尤其是实践模式和基本

观点表述重合，实践创新不明显，

理论基础又过于单薄。

故此，贯穿研究的问题意识，

完善研究体系势在必行。“红色文

化重要论述及其思想理念逻辑严

谨、观点鲜明、主旨宏大，且随着世

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是系统

的、开放的、发展的，需要从总体上

把握。”所以在今后的红色舞蹈研

究中，要从总体上把握红色文化内

涵，在解读中要根据国情、党情与

时俱进，要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

增强文化自信，敢问、敢想，要真正

地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

（二）研究方法要推陈出新，

敢于创新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

研究的研究方法为归纳总结、案例

分析、实践经验等，在研究思路中，

尤其是教学实践研究中研究方法

单一，研究缺乏新的研究思路和研

究方法。红色文化本身具有多学

科属性，不仅涉及哲学、教育学、历

史学，还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等众

多的学科。故此，借鉴其他学科研

究方法，将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移植

到红色舞蹈研究中来，未免不是一

种创新之处。同时可增加定性研

究、问卷调查、比较研究等，丰富研

究方法，完善多角度研究红色舞蹈

内容。

与时代相接轨，利用“新文

科”背景下的优势以及互联网技术

优势。例如当今数字人文相关研

究在国内正当时，可以将红色舞蹈

文化利用此次机会来推广研究，将

红色舞蹈资源进行数据库建设，或

将红色舞蹈经典作品通过计算机

进行色彩分析等等，都是推陈出

新，不断创新的好机会。

研究红色文化“为人民服务”

的价值旨归，将是未来研究的一种

重要视角。它将有助于明确党始

终坚持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向，有助

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确

立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始终坚持的方向，夯实“人民

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

在”也因此一定要与时代接轨，不

可原地打转，要不断前进，充分发

挥红色舞蹈多学科特性，加强红色

舞蹈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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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佳明，男，汉族，新疆

师范大学，２０１９级艺术硕士；通讯
作者：江晓宇，女，汉族，新疆师范

大学，硕士研究生，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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