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体舞蹈选修课与大学生气质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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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世纪的大学校园里，培养大学生的气质非常重要。形体舞蹈选修课可以通过改善大学生的形

体和仪表，丰富大学生的情感，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来提升大学生在美学意义上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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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对大学生气质的认识

在一个关于大学艺术教育的问卷调查中，某著

名大学的一名学生写道：我学的工科，在上大学舞蹈

选修课以前，我只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的书呆子，完全不懂艺术，只会考试，综合素

质很差，内向木讷，不善于表达自己，给人一种拘谨

的感觉，很没有气质，然而上了大学舞蹈艺术教育课

后，艺术慢慢改变了我，让我学会了正确的表现自

我，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我更自信了，一句话，我认

为我自己变得更有气质了。此外，该校开设了形体

舞蹈的选修课，($0 的学生认为，通过学习形体舞

蹈，改变了过去含胸、驼背的不良体态，身体更加舒

展挺拔。另有 "#0 的学生认为通过学习，自己的仪

态变得优雅大方，在异性和大众面前更加从容自信，

更富有气质了。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都

认为舞蹈艺术教育改善了自己的气质，那什么是气

质呢1 很多人不知道，气质其实有两个定义，即心理

学定义与美学定义。

（一）心理学认为，气质是与人的脾气有关的人格特征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了气质的四个分类

及其特征：一是多血质：活泼、好动，反映灵敏。二是

胆汁质：精力旺盛、脾气急躁、容易冲动。三是粘液

质：安静稳重、沉默寡言，显得庄重。四是抑郁质：孤

僻、迟缓，内向。这四种气质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每

种气质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

（二）美学上讲的气质，是指人的风格、风度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个人气质好不好，美不美。

气质来源于先天，但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会产生变

化。先天的气质经过后天的感悟和体验，会形成一个

人的气质美，也就是一个人在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

所表现的风格、风度的美。美学上所指的气质，似乎是

人们熟知而又不易捉摸的概念，大有 “只可意会不能

言传”的意味。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常常用气质来评价

对方，如 “艳而不俗”、“仪态端庄”、“风韵犹存”等等，

实际上这都是由于气质美所带来的风采，一个人持久

的、高贵的美莫过于气质美。因为美丽的容颜、时尚的

服饰、精心的妆扮，虽然也能给人以炫目的美感，但这

种外在美毕竟短暂浅显，如天上的云、地上的花，悠忽

即逝，总有凋零之时。而气质风采，则逐日增辉，即使

容颜褪尽，它仍会风韵犹存，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魅

力。本文所要说的也是美学中的气质。

二 形体舞蹈选修课在大学生气质培

养中的意义

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忽视全面发展，当前不少

大学生或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或含胸驼背，形象不

佳，与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要求不相符，所以改

善大学生气质状况，既是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大学生

的要求，也是大学生自己的要求。那么，大学中的形

体舞蹈教育真的能够有效的改善大学生的气质吗？

答案是肯定的。举个例子，和舞蹈专业的学生或是长

期从事舞蹈工作的人打过交道后，你应该会深刻感

觉到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浓厚艺术气质，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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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丰富的情感，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大

自然、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他们对美的感受特

别强，能从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物中捕捉和发现美；

他们能用一种完全超脱了现实功利的审美眼光来看

待事物，即对事物内在的精神、力量进行审美；能够

激发自己和其他人内心的愉悦和情感的颠动。可

见，形体舞蹈教育对于培养人的气质发挥着不可磨

灭的作用。形体舞蹈课程能够通过改善大学生的形

体和仪表，丰富大学生的情感，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

力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来提升其气质。

（一）形体舞蹈选修课能够通过改善大学生的形体和

仪表来提升其气质

气质之美来自于深刻的内涵，又来自于合乎规

范的、得体的仪态。外在仪表的美对气质的影响也

相当重要，仪表欠佳会大大折损人的风度。培养自

己无论在走路、站立、坐姿都要端正洒脱、绰约多姿，

给人以美的魅力。既不要缩手缩脚、拘泥古板，也不

要不拘小节、随随便便。要做到这些需要长期和多

方面的修炼，而形体舞蹈教育正可以从多方面来修

炼学生的仪表和举止，提升他们的气质。

比如，常言道“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新疆舞

对眼睛的训练，可以让学生从眼光和神情中透露出

一种由内到外的独特气质。通过芭蕾舞基础训练中

的地面练习，把杆练习和离杆部分的练习，可以使身

体各部位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增强，并且看起

来气质高贵典雅，使女生显得体态婀娜，柔媚端庄。

通过中国古典舞的身韵练习，可以改变大学生以前

的一些不良体态，如驮背、探头、歪脖、耸肩、扣胸、挺

腹、塌腰、撅臀等等，使他们的形体比例线条匀称和

谐，更有青春活力和动人魅力。通过优雅大方的华

尔兹舞蹈练习，尤其能够培养男生的绅士风度和挺

拔的身姿，使男生体态挺拔，风度高雅。 所以在形

体舞蹈选修课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因男女而异，选择

不同的训练方法，培养男生坚毅刚强，睿智机敏，蕴

藉深沉，热情豪放的气质；培养女生温柔娴静，高雅

端庄，恬静温婉，妩媚优雅的气质。

（二）形体舞蹈选修课能够通过丰富大学生的情感提

升大学生的气质

一个感情贫乏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气质出众的人，

而感情丰富的人可以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能引

起人的内心深处的激动，打下深刻的烙印，它操纵、驾

驭着外在美，是气质之美的源泉之一。正因为有了丰

富感情的存在，人才能真正成为完美的人，才能让人

的气质产生由衷的美感。丰富的感情比身体可能具有

的美还要美得多。而感情是舞蹈艺术的最重要因素，

没有情就没有舞蹈艺术。人的感情，一方面是天生的，

人有七情，这是天性；另一方面是后天培养的，可以通

过舞蹈教育，培养学生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丰富他们

的感情，使他们能从平凡的、很多人视而不见的事物

中发现美，学生的感情世界可以得到培养训练。经过

这样的训练，学生的感受力一定会比别人更细腻、更

敏锐，使之具有了一份多情善感。不仅如此，大学生的

一些崇高、美好的感情，一些社会性质的感情，更是可

以靠舞蹈教育来培养的。比如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

爱大自然、热爱祖国、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等等。通过

舞蹈艺术教育，可以使大学生的感情由较平淡到热烈

丰富；可以使大学生在美好、健康、丰富的感情上，更

懂得爱，懂得恨，富有同情心；可以使大学生情操得到

陶冶，从而完善更美好的气质。

（三）形体舞蹈选修课能够通过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

力和审美情趣来提升其气质

审美是对美的感受、鉴赏和创造。审美素质简单

地说是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一种能力。形体舞蹈

教育就是运用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生活美来培养和

提高学生感受美、鉴别美、欣赏美、想象美、创造美的

能力，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审美理想、正确的审美观

念、健康的审美情趣，完善的艺术修养，活跃审美人生

的教育活动。毫无疑问，一个人气质的好坏是和审美

能力的高低息息相关的，而形体舞蹈教育的重要功能

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提升其气质。

总的来说，气质的美，属于一种内在美、精神美，

是以一个人的文化、知识、思想修养、道德品质为基础

的，通过对待生活的态度、情感、行为等直观地表现出

来。在现实生活中，气质好的人，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相信通过大学校园中的形体舞蹈选修课，能够培养出

举手投足间流露优雅气质的新世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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