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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大家读

本书是舞蹈教师胡蕴琪对

其教学生涯的经验性总结，也

是她对自己所热爱的舞台艺术

工作的深情回顾。书中有许多

精美的照片，图文并茂，可读性

强。书中详细描述了作者开始

于儿童时期的对舞蹈艺术的向

往以及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对

舞蹈的执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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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追逐梦想而精彩

Excerpts
精彩书摘

曹聪

“人生总要有向往，我不能想象那种

没有向往的人生。我不在乎别人怎么

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舞蹈梦想，也

没有停止过对梦的追逐……昨天、今天

和明天。”她，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坚定不

移的信念，以一位“园丁”的身份在育苗

的土地上无私地奉献着、耕耘着、收获

着；她，带着这样一种执著的追求，以一

位“舞者”的身份在艺术创作的舞台上翩

翩起舞，绽放着耀眼的光芒；她，为舞蹈

而生、为梦想而生、为教育而生！她就是

上海市特级教师胡蕴琪。

读了胡蕴琪所著的《舞蹈追梦》后，

我对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恒心、

有才华的女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亲其

师才能信其道，在胡蕴琪的教学生涯中

始终践行着“把纯真的爱献给每一个孩

子”的诺言，正如她的座右铭所说的那

样：“孩子是我生活的中心，舞蹈是我生

命的支柱，更是我艺术创作中永远做不

完的梦。”在任何时候，她总能不遗余力

地投入到工作中，对于从各地涌来的求

学者，她也总是来者不拒、平等对待。书

中，胡蕴琪对舞蹈的钟情、对教学事业的

热爱无时无刻不在字里行间流淌，她对

艺术创作到了近乎“痴”的地步。我们都

知道数学家陈景润因思考题目太过投入

而撞电线杆的故事，胡蕴琪就像是艺术

界的“陈景润”，她曾因为思考舞蹈创作

的细节而差点丢了工资、丢了自己的儿

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生活中“忘性”

很大的人，却对艺术创作一丝不苟，从不

会轻易忘却任何一个细节。在她的字典

中似乎没有难题、没有瓶颈，殊不知，她

是将青春献给了艺术创作，怀揣着梦想

的她似乎从来没有过不去的坎。

看着胡蕴琪的教学生涯，我不禁想

到了自己。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对工

作充满了热情，每天都思考着如何创新

课堂形式，如何让学生们学有所获。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热情被日复一日

的工作一点点吞噬，偶尔也会出现懈怠

的情绪……步入中年后的我，有教学经

验，却没有了初入职场时的那份激情和

动力。“有梦想的人生才能给自己带来惊

喜，有梦想的人生才能绽放精彩，有梦想

的人生才是最充实的。”阅读《舞蹈追梦》

时，我不断被胡蕴琪的话语冲击着、鼓舞

着、感动着，也反思着自己的教学生涯。

一本好书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能

够让读者在细读文字时感受到心灵的契

合，看着胡蕴琪所讲述的舞蹈教育工作，

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古典吉他社团教学

工作。2011年10月，我在学校领导的支

持下，成立了华东师大宝山实验学校第

一支古典吉他社团，最初成立时只有 6

个学生报名，我呢，也是个半路出家的古

典吉他教师，但我并不畏难，始终对教学

充满热情。虽然我学习古典吉他的时间

不长，但我相信凭借着自己在大学里所

学的音乐知识，已足够教好这些孩子

了。那时候，我一边练习着古典吉他，一

边想方设法地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孩子们

容易听懂的语言，经过一个学期的练习，

他们在学校的六一儿童节庆祝会上崭露

头角。之后，我的古典吉他社团规模越

来越大，由6人发展至几十人，我带着孩

子们一起参加了区级、市级的各类比赛，

获得的成绩也是一年比一年好。孩子们

的成长也促使着我成长，正如胡蕴琪所

言，教师的各种好的教学方法都是被孩

子们的童趣所激发的。也正因为有了这

样一个从无到有的社团，我的生活又多

了一份向往。

有人说，人生若没有梦想，年轻亦是

苍老；有人说，人生若没有梦想，和咸鱼

没有分别；更有人说，人生若没有梦想，

无异于死亡。是啊，拥有梦想，会让我们

的生命拥有更多的希望和色彩，也会进

一步丰富我们的人生旅途。一起勇敢追

梦吧，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变得更

精彩！

《舞蹈追梦》

胡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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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Notes
读书札记

明确自己的工作性质和
教学目标

我认为作为一名少儿舞蹈教师，首

先要明确你自己的工作性质（即你所在

教育机构是什么性质）。即便是课余的

教育机构也要分清需求（即目标）：有基

层学校的兴趣小组，有幼儿园普及的律

动舞蹈班，有少年宫的培训班，也有社会

力量办学的考级班，等等。

其次是你所设置的教学目标是什

么。有锻炼身体的，有训练节奏的，有培

养气质的，也有为参加社会演出活动而

应急性训练的。当然更多的是为了参加

比赛，或是梯队培养与输送人才的。教

育对象不同，选编教材也是不同的。要

根据孩子们的生理心理特征、审美接受

能力等信息，进行科学的系统的选编。

理清思路才能少走弯路。

为学生选择合适的教材

教材不能太难，孩子们接受不了太

过成人化的教材，否则久而久之他们就

会缺乏自信，会没有兴趣，更体会不到成

功的愉悦。反之，太过简单的教材，或者

枯燥而不科学的教材，同样也不能让学

生产生兴趣，教学的效果也不会明显。

我的经验是，课堂教材的选编首先

要研究教学对象，如孩子们的生理心理

特征就是好奇心强，喜欢敏感新鲜的话

题。此外，也要结合他们注意力难集中、

可塑性较强等特点，在选编教材的时候，

选择适合的、有实效性的、充满童趣的、

有创意的舞蹈教材素材。在选编教材的

过程中，应该注重以先进的科学理念为

指导，并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形成独特

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体系。广泛消化中外

有利于少年儿童舞蹈教育发展的教材，

并通过提炼、实践，最终整合成系统教材

后，再进入实践阶段不断磨合。

多角度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教师要以孩子们为中心，与他们平

等相处。你只有在充分信任的基础上，

才能用规范而严格的教学要求去授课。

这时你会发现，他们在尽自己最大的能

力去达到教学设定的目标。当你把学生

放在重要主体位置时，他们学习的自信

心会大增，学习的积极性会超高，因为他

们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尤其当他

们被充分肯定时，会激发出无尽的智

慧。此时，要留点空间让他们去思维，去

想象，去自我展现。

我在教学中发现，创编时段是学生

们调节压力的最兴奋时段。因此，教师

要明明白白地让每位学生知道，你是他

们中的一员。有时可以通过承认自己的

不足，让每一位学生亲近你，喜欢你。

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教学

初学舞蹈的孩子年龄偏小，可能根

本就没有接触过舞蹈艺术，如果用正规

的舞蹈术语和要领来教他们，或以刻板

的要求来提示他们，效果往往会适得其

反。他们或者不理解、一知半解，或者没

兴趣，纷纷撤退。所以应该采用儿童听

得懂的语言、摸得到的感受、看得见的形

象，来传授课的内容。

实际上，讲述往往多于示范。例如，

竖叉（一字开）的教学描述——从半字开

做起，前腿的脚尖对肚脐眼，肩和胯成板

块对一点，如同“等于号”平行，后退的胯

要与地板做好朋友。又例如，直立时如

何收得很紧——形容如同一张纸，站稳，

脚下生根。手臂的呼吸如仙女在抚摸云

彩，胸腰如一把伞的柄等。诸如此类，一

定要耐心细致，点到关键处，不要含糊其

辞，这样孩子就会学得快而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