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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述生活化动作的概念及其在舞蹈中的历史演变

（一）生活化动作的定义与特点

生活化动作是指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动作通过提炼、抽

象和艺术化处理后融入舞蹈编创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1]。这些动作

源于日常生活，并通过舞蹈创作者的加工，使其成为具有艺术性

和表现力的舞蹈元素。[2-3]生活化动作在舞蹈创作中占据重要地

位，既具备实用性，又赋予舞蹈作品更强的亲和力和真实感，增

强了舞蹈作品的可读性和观赏性，使观众在观看时能够迅速建立

情感连接，产生共鸣。

（二）生活化动作在舞蹈中的历史脉络

生活化动作在舞蹈艺术中的应用， 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

现代舞运动。现代舞创始人之一的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动作引入舞蹈表演的先锋。邓肯

的理念在当时的舞蹈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为生活化动作在舞蹈中

的应用开辟了道路 [4]。

随着时间的推进，生活化动作在现代舞中的地位逐渐稳固。20

世纪中期，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进一步发展了邓肯

的思想，创立了格雷厄姆技术，这种技术强调通过身体的收缩与释

放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许多动作灵感源自日常生活。这一时期，现

代舞的编创者不断从生活中汲取素材，以丰富和拓展舞蹈语言。

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的发展，生活化动作在世界

各地的舞蹈创作中有着更加丰富和多样的表现形式 [5]。中国现代舞

的发展也在这一背景下吸收了生活化动作的元素，一些年轻的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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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利用生活化动作表现本土文化与现实生活，探讨当代社会问题。

在21世纪，生活化动作在舞蹈编创中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现

代舞，还拓展到了其他舞蹈形式中，如街舞、当代舞等。编导们

通过对生活动作的提炼和再创作，打破传统舞蹈形式的界限，创

造出更多具有现实关怀和深度的作品。

生活化动作在舞蹈中的历史演变，体现了舞蹈艺术不断追求

真实、创新和与观众建立情感连接的努力。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

演变不仅丰富了舞蹈的表现形式，也为舞蹈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生命力。

（三）当代舞蹈创作中生活化动作的发展趋势

当代舞蹈创作中，生活化动作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手

法。创作者倾向于通过提炼和重构日常生活中的动作，以增强作

品的真实性和共鸣感。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手段的融合，使得生活

化动作在舞台呈现中更加灵活和多样 [6]。新的编创理念鼓励舞者

在表演过程中加入更多的个人体验和生活元素，形成独特的艺术

表达。跨文化交流和多元舞蹈形式的兴起，也推动了生活化动作

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和应用。

二、生活化动作在舞蹈编创中的艺术价值

（一）增强舞蹈作品的真实感和亲和力

在舞蹈编创中，生活化动作的引入有助于大大增强作品的真

实感和亲和力。生活化动作源于日常生活中的肢体表达，这些动

作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能够迅速引发观众的共鸣。当观众看到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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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舞者呈现出与他们日常生活相似的动作时，自然地会产生

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熟悉的氛

围，使他们更容易进入舞蹈作品的情境之中。

生活化动作的应用不仅在肢体层面表现真实感，而且在情感

层面也有深远影响 [7]。比如，一个简单的拥抱动作通过舞蹈的表

现，不仅展示了身体的接触，更传达了心灵的亲近与温暖。观众

在欣赏这些动作时，可以从中感受到舞者的情感，与舞者产生共

鸣，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生活化动作在舞蹈中的应用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例如，

在现代舞作品中，舞者们通过生活化动作来表现社会现象、文化

冲突或个体的人生经历，这些动作被用来传达特定的主题和思

想，使整个舞蹈作品更加具有层次感和深度 [8]。

通过将生活化动作纳入舞蹈编创，舞蹈家们得以打破传统舞

蹈形式的某些限制，创造出更加丰富多样的舞蹈语汇。生活化动

作通过与传统舞蹈元素的融合，使得现代舞作品在保持创新的不

失其历史传承的厚重与深远，从而在观众中建立起更为广泛的认

同感和接受度。

生活化动作在舞蹈编创中的应用，为舞蹈作品增添了真实感

和亲和力，增强了观众与作品之间的情感连接。这种创新不仅拓

宽了现代舞蹈的表现形式，使其更加多元化和具有时代特征，也

为舞蹈艺术的发展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和创作方向。

（二）构建舞蹈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在舞蹈编创过程中，生活化动作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元素，

能够有效地构建舞蹈与观众之间的情感共鸣。生活化动作通过对

日常动作的提炼和艺术化处理，使得舞蹈动作更加贴近观众的生

活经验，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观众在观看舞蹈时，能够通过这

些熟悉的动作联想到自身的生活经历，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例如，一个简单的拥抱动作，在舞台上通过生活化的诠释，

可以使观众感受到亲情、友情或者爱情的温暖。这种方式不仅能

增强舞台表演的感染力，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为直观和情感丰富的

视觉体验。

通过对生活化动作的运用，舞者可以更加自然地表达内心情

感，观众也能在这些动作中找到共鸣点，实现情感的共振。生活

化动作在提升舞蹈表现力的也为舞蹈作品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元

素，使得艺术表达更加丰富和立体。在这种情感互动中，舞蹈不

仅成为一种表演艺术，更成为一种情感传递的媒介，促进了舞蹈

与观众之间的深层次互动。生活化动作作为一种艺术手段，不仅

丰富了舞蹈的表达形式，也为观众带来了更加感人的艺术体验。

三、生活化动作的舞蹈编创实践与分析

（一）生活化动作的提炼与抽象在编创中的应用

生活化动作需经过提炼，从生活中汲取出具有代表性、普遍

性和典型性的动作。这类动作有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流露，

具备一定的生活气息，如行走、呼吸、交谈等，通过对这些动作

的选择和筛选，舞蹈创作者可找到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

的肢体语言。这种提炼过程既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也是对生活

本质的捕捉，考验着创作者对生活的敏感度和观察力 [9]。例如，

在一部反映都市生活的舞蹈作品中，创作者可以利用地铁拥挤时

人们的身体姿态来表达个体在现代社会的某种状态。

在提炼与抽象生活化动作的过程中，创作者还需不断地进行

实验和调整，通过反复的排练与修改，验证动作的合理性和有效

性。这个动态的创作过程不仅能够深化对生活动作的理解，也能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丰富舞蹈语汇，为现代舞蹈创作开辟新的途

径。通过这种严谨而又富有创造力的编创实践，生活化动作不仅

成为舞蹈作品中重要的表现手段，还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

看视角和体验，进一步增强了舞蹈的艺术感染力 [10]。

（二）创作者如何在生活化动作与传统舞蹈元素间取得平衡

在舞蹈编创中，创作者需在生活化动作与传统舞蹈元素间取

得平衡，以确保作品既具有现代气息又保留经典韵味 [11,12]。生活

化动作的引入有助于增强作品的亲和力与真实感，但如果运用不

当，可能会削弱舞蹈的艺术性。创作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创作者需在细节处融入生活化元素，通过对日常动作的艺术

化处理，使其与传统舞蹈动作相协调。这种提炼与抽象不仅保留

了生活元素的原始感，还为传统舞蹈提供了新的表达渠道 [5]。创

作者可在整体结构中巧妙安排生活化动作与传统舞蹈动作的比例

与顺序，确保两者互为补充，而非相互冲突。

四、生活化动作在舞蹈教育与训练中的应用

（一）生活化动作融入舞蹈教学的方法与效果

生活化动作的融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动作选择、情境设

定和情感表达。动作选择是将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动作，例如走

路、挥手、伸展等，巧妙地纳入舞蹈训练之中。这些动作虽看似

简单，但在编排过程中经过精心提炼与加工，使其具有艺术感染

力，并成为极佳的训练素材。

情境设定在教学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在特定情境下进行

练习，舞者的肢体动作不仅得到锻炼，还激发了角色扮演的潜

力。例如，在模拟日常生活场景的练习中，舞者能够更自然地融

入角色，在肢体动作中表现出真实的情感与状态，这为他们在正

式表演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 [8,10]。

情感表达是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活化动作的引

入，舞者在表达情感方面会更加自然和流畅。日常生活中的细腻

情感和真实反映在舞蹈中得以呈现，观众与舞者之间的情感共鸣

也变得更加强烈。通过情感的充分表达，舞者的表演更加真实生

动，观众的体验也随之提升。

生活化动作的融入为舞蹈教学提供了新的路径，不仅丰富了

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效果，还促进了舞者的全面发展，从而在

舞蹈教育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生

活化动作在舞蹈教学中的应用前景必将更加广阔。

（二）生活化动作在提升舞蹈感染力中的角色

生活化动作在提升舞蹈感染力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生活化动作能够增强观众对舞蹈表演的共鸣 [13]。通过模仿

和抽象日常生活中的动作，舞蹈表演更易引发观众的情绪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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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升其情感参与度。生活化动作还有助于磨炼舞者的细腻表

达能力，使其更专注于动作细节的真实还原，提高身体语言的表

现力。高度概括和提炼的生活化动作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也为舞者带来了自我表达与探索的契机。通过这些方式，生

活化动作在舞蹈教育与训练中无疑起到了提升舞蹈感染力的重要

作用，深化了舞蹈作品的情感内涵，为观众和舞者带来了更深层

次的互动体验 [14]。

五、结语

本文旨在探究生活化动作在现代舞蹈编创中的价值与作用。

在教学与编创中，生活化动作为舞者提供了探索自我和表达情感

的有效途径，有效提升了表演的感染力。尽管研究成果给现代舞

蹈创作提供了有价值的角度，但仍存在一些局限。诸如生活化动

作在不同舞蹈风格、文化背景中的应用规律和效果差异，尚未获

得充分研究。此外，如何在保留生活化动作自然性的同时提升其

艺术性，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未来的研究可针对生活化动作在

不同舞种中的适应性和转化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在跨文化

背景下的普适性和变异性 [15]。通过这些研究，可以为现代舞蹈创

作提供更加完善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从而推动舞蹈艺术的创

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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