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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演分为少儿组、中学组、老年
组、专业少年组以及专业青年组五个组
别。虽然有不少非专业组的参赛者，但
专家评委组却十分“高精尖”。据李丽宏
介绍，这次的专家评委组成员都是特别
邀请的业内领军人物。其中有中国现当
代著名舞蹈家、中国舞蹈“荷花奖”评委、
中宣部全委会委员、中国文化人才库专
家评委等。

71 个 展 演 作 品 精 彩 纷 呈 、立 意 新
颖、形式丰富，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
饕餮盛宴。其中，不少精彩作品获得了
评委组和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包括
少儿及中学组的《国色传香》《新书包》

《书趣》等，中老年组的《茉莉花开》《筝鸣
扇舞》《漠灵》等，专业少年组的《髯风》

《撷云锦绣》《追日》等，专业青年组的
《艺·境》《花间梦逝》《粉黛跷娆》等。

对于这次展演，评委也有很深的感触。
“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作品非常

丰富。在舞种方面，既有民间民族舞，也
有偏拉丁舞、国标舞以及当代舞的表演
方式。而在题材和展现形式上，也能看
出编创者的创新和用心。这对于首届

‘舞动丰台’舞蹈展演来说，体现出了高
水平。”区文学艺术联合会舞蹈家协会荣
誉主席滕爱民说，希望今后各个院校、机
构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也希望孩子们
在艺术氛围中快乐成长。

“今 年 恰 逢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之
际，这也是对祖国华诞的献礼。”解放军
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舞原负责人杨志浩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丰台文联举办的首
届“舞动丰台”舞蹈艺术展演，实际上搭
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这既是一个很
好的展示平台，也是推动丰台区甚至北
京市舞蹈教育行业发展、交流的平台。

从活动的筹办、初评到最终评审，李
丽宏一直参与全程。她说：“从初赛的
126 个作品中，我们选拔出 71 个作品进

行这次决赛终评。值得欣慰的是，我们
发现不少作品都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
题材、编排、创作结构还是表演都很专
业。名次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我们通
过展演进一步挖掘了舞蹈表演和舞蹈创
作的人才。”

丰台区舞蹈协会不久前刚刚成立，
在田石杰看来，成立不久就开展了这样
一 场 活 动 ，这 令 他 对 未 来 有 了 更 多 期
待。“展演为少儿舞蹈培训行业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而且能够提升整个丰台区舞
蹈行业的教育水平。如果未来有需要，
北京戏曲职业学院的专业老师也可以提
供更多支持。”

据李丽宏介绍，6 月 29 日，将会举办
展演闭幕式和颁奖晚会，届时，不仅
会演出展演中的精品作品，整个颁
奖晚会也将呈现出令人耳目
一新的展现形式，孔德辛作
为总导演，目前还在
策划中。“未来，舞蹈
家协会还会继续开
展这项活动，并且
还会以舞蹈展演
为契机，更深
层 次 地 开 展
大 师 交
流 等 活
动。”

这场展演令不少演出者受益匪浅，
中央民族大学舞蹈教育系 2017 级大学
生梁丽娜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跳独舞，真的很锻炼自身，
也是对这么多年舞蹈生涯的一个阶段性
总结吧。”梁丽娜笑着告诉记者，因为专
业原因，这是她考上大学后两年来第一
次登台。而《艺·境》这个作品也是跳敦
煌舞的梁丽娜首次转跳民间舞，而在一
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梁丽娜坦言自己
成长非常迅速。

像梁丽娜一样，很多人都通过参展
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不少编创者和教师
也通过展演学习交流。

现场展演氛围非常温暖，观众非常
热情，每场表演结束都能收获到热烈的
掌声。喜欢舞蹈的顾女士连续观看了
两天展演，她告诉记者，最喜欢专业组
的表演。“专业组的演员肢体更舒展，形
式也很特别，比如《翎羽人生》就是加入
了戏剧的元素。其他的作品，像《乌兰
巴托的夜》《娃娃戏》《山海谣》等等很多
都非常棒。”

而在专业评委的眼中，这次展演具
备了高水准。

“从整体表现来看，展演作品都非

常优秀。”滕爱民评价说，能够看到老
师 对 孩 子 们 的 艺 术 教 育 、感 性 认 知 教
育 上 非 常 用 心 ，一 些 作 品 更 是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比 如《走 出 大 山》《想 要 去 上
学》就 是 非 常 符 合 少 儿 这 一 年 龄 阶 段
的编创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中老年组的作品最
令滕爱民感到惊喜。他说：“我们常说，
情感表达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诉求，舞蹈
就是用肢体表达人物情感的一种艺术方
式。而在中老年组的作品中，你能够强
烈感受到她们对舞蹈的喜爱，会被她们
自然而然流露出的感觉所吸引，被她们
发自内心的喜悦所感动。在题材上，她
们的作品也表现出当下中国百姓的生活
状态，可以说，非常优秀。”

国家一级演员曾明说，可以看到，展
演的节目和类型都很丰满，其中很多节
目都是原创的。“最令我感动的是阿姨们
的作品，从表演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她
们对舞蹈的热爱，她们的舞姿和笑容都
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是《茉莉花开》这个
作品，能让人感受到舞蹈给她们带来的
美丽和少女之心。”

国家一级演员、国防大学军事文化
学院副教授刘芳也坦言，“几个组别中令
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中老年组的作
品，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们对美的向往

和追求。专业舞者非常看重这一点，因
为只有发自内心，才是有温度的，才能感
动观者，带给人更多的愉悦。”

李丽宏认为，这次展演中不少作品
都给人惊喜，比如，《新书包》《晨曦》《丑
小鸭》这几个作品，就从生活和民间舞中
汲取素材的同时，又抓住孩子们的特点
进行了再创编。

杨志浩说，从初赛到决赛，从作品的
编创、呈现到选材立意，都能够明显感觉
到编创者和演出者背后付出的努力。这
次也为丰台文联今后的艺术展演开启了
一个好的开端。

“近年来，中小学舞蹈教育已经有了
长足的进步，北京教委大力推动的中小
学艺术展演、舞蹈协会举办的“小荷风
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等大赛平台的搭
建，都为国内少儿舞蹈教育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杨志浩说，
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的作品通过“舞动
丰台”这个平台展现出来。

搭建专业平台

舞蹈行业需要创新和温度

做规范行业发展的“领航者”

随着全民健身和素质教育的推广，舞蹈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丰台区舞蹈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鼓励广大人民群众以舞蹈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丰富群

众的文化艺术生活，5月18日至19日，以“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为主题的首届“舞动丰台”舞蹈艺术展演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举办。

首届“舞动丰台”舞蹈艺术展演由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丰台区舞蹈家协会和北京市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承办。北京舞蹈家协会理事、

丰台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丽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参加展演的既有专业院校的学生，也有非专业的幼儿、青少年和中老年，可以

说，这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为创作导向的展演，我们希望用这种形式真正落实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热爱舞蹈的孩子越来越多，也为国内的少儿舞蹈
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一直关注少儿舞蹈教育领域的
滕爱民认为，“少儿舞蹈培训的老师需要更强的专业
性，更加需要付出爱心和耐心。”

“舞蹈启蒙对少儿的成长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错
误的动作指导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成长。并不
是学会压腿、劈叉、下腰就是学会跳舞了，孩子的骨头
很软，骨骼发育还不完全，他们能够承受的训练强度也
是不同的。按照专业的科学训练，应该是 4 岁、6 岁、8
岁这样以两年为一个周期，根据骨骼发育的不同提高
不同的训练方式和强度。舞蹈教学是需要循序渐进
的。”滕爱民说。

但不能否认的一个现状是，在国内舞蹈教育行业
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并不专业的舞蹈培训
机构。滕爱民坦言，一些舞蹈培训以“炫技”为噱头，学
会了某些动作就是成功，但实际上，这并不符合舞蹈教
育的要求。很多学舞蹈的孩子在 8 岁时出现问题，甚
至导致瘫痪，就是舞蹈教学有问题。

在 滕 爱 民 看 来 ，舞 蹈 教 育 其 实 更 需 要 全 民 教
育。“很多家长急于求成，或者不了解舞蹈教育的重
要性，很多孩子被耽误了。要知道，舞蹈老师一定要

是师范类专业的才能正确引导。舞跳的好，并不一
定教的好。”

在区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朱晗看来，现在舞蹈培训
行业正在经历大洗牌。“近些年涌现了很多的培训机
构，但也许是时代发展过快，很多培训机构和家长急于
求成，但实际上这并不利于学员的成长。学习舞蹈是
一个漫长而逐步提升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基础练习打
底，就如同烧制瓷器，前期需要对泥土的反复摔打，烧
制和上色也需要时间的酝酿。”

“年龄、心理发育、能力限制等因素都决定了培训
方式，把成人化的舞蹈复制到孩子身上，这是不符合教
育规律。”杨志浩认为，未来应该搭建更多的中小学的
舞蹈比赛、展演等机会，让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地发
展。对于老师来说，无论是民间舞，还是古典舞、芭蕾
舞，应该更多地让孩子们了解舞蹈背后所蕴含的民族
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质，增加舞蹈教育的“厚度”。

“这次展演只是一个开端。丰台区舞协也计划针
对目前舞蹈培训市场的现象做出改善，以此为契机，未
来，我们会聘请专业老师对舞蹈教育行业的老师进行
培训，提升他们的教育能力和水平，进而提升整个丰台
区的舞蹈教育行业水平。”朱晗说。

（本版内容有丰台区文联提供《国际商报》记者刘旭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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