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

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深受世人喜爱。中国文化部外联局授权中央美术学
院主办“欢乐春节·艺术中国汇”，由美国美中文化协会承办，“舞向未来”学
生艺术团应邀与美国数百名学生，将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农历大年初一在纽约
林肯中心二楼广场一起跳 《红红火火中国年》。 (本版撰文 苏军 陈杨)

内涵深化：“舞向未来”的“价值性”指向
“舞向未来”，取之于舞蹈，而影响力

远远超出了舞蹈本身。 历经六年的探索

和实施，许多参与者感慨万千，认为这个

项目是对教育主体的激发， 对艺术功能

的迸发，对教育艺术的生发，对心智绽放

的催发。

“舞向未来”的内涵价值探寻

陈白桦指出，“舞向未来” 的内涵价

值，以舞蹈艺术为载体，走的是以艺育人

的道路，产生的是艺体结合、艺教融合、
艺德契合的效应，可具体表述为：

———生命丰润，舞蹈者是人，人是活

生生的。 “舞向未来”，珍视生命的价值，激
发生命的活力，是让生命得到激发的丰润。

———艺术韵润，舞蹈是艺术，艺术是

独特的。 “舞向未来”，挖掘艺术的功能，
展现艺术的韵律， 是让舞蹈者获得艺术

的韵润。
———教育滋润，舞蹈是教育，教育是

亲和的。 “舞向未来”，讲究教育的情感，
重视教育的熏陶， 是让舞蹈者受到教育

的滋润。

———心智圆润，舞蹈是心智，心智是

期盼的。 “舞向未来”，重在心智的点拨，
赢在心智的浑成， 是让舞蹈者感到心智

的圆润。
作为一个经典项目， 副区长杨德妹

提出要深化“舞向未来”的内涵和价值追

寻，为下阶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舞向未来”受益者的心声

“舞向未来”不仅让我和我的学生受

益，更重要的是，她让舞蹈走进每一个孩

子的心里。 跳舞不再需要优秀的身材条

件，长相甜美，它是属于每个热爱生活、
热爱跳舞人的权利。 (上海市日新实验小

学 教师张帆)
“舞向未来”的理念和教学模式虽然

给我们开展教学提供了框架， 但教无定

法，怎样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还需要我

们在大框架下，不断地探索，找到适合自

己、适合自己学生的最佳方案。 (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小学 教师王维丹)
传统的舞蹈教学中， 能力较强的学

生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 而其他学生渐

渐地因为不被关注甚至受到批评从而失

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舞向未来”教
育理念强调孩子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最

重要 ， 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闪 光 点 。
(闵行区实验小学 教师骆乐)

“舞向未来”成长的经历也让我学会

了什么是分享，分享能带来快乐。我们“舞
向未来” 队伍中不乏有一小部

分舞蹈基础不是很好的同

学，但是大家都愿意互相

帮助，一起进步。 在美国,
我们把具有中国风的民

族舞蹈分享给 NDI 的小

朋友，收获了友谊。 （上海

市文来中学 学生许可）
几年来， 我们学校借助

“舞向未来”的魅力，让一个个原本

不那么自信的孩子，大胆地走到了台前，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阳光和快乐。 老师们

也找到了专业发展的新启示、新方向，校
园面貌焕然一新。（吴泾中学 教师彭艳）

源自美国 NDI 的 “舞向未来 ”是一

种热情奔放、放飞自由、充满青春活力的

西方艺术形式，其核心教育理念是：让舞

蹈与美成为学生生命的一部分。这恰恰就

是我们希望的！ 通过“舞向未来”，我们的

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西方的艺术文化；可
以获得美的享受；可以陶冶心灵、强健体

魄；可以成为具有美丽心灵、优雅气质

的文化人。 今年高三学生孙怡

莹， 这几天陆续拿到了美

国著名大学 5 张录取通

知单， 女孩告诉我们，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

为她是 “舞向未来”艺
术团的成员以及随 “舞

向未来”艺术团的中外演

出与访问。 (上海外国语大学

闵行外国语中学 校长吴金瑜)

第一批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日新实验小学、 虹桥中心

小学、 七宝明强小学、 诸翟学校、 文来实验学校、 上海师范大学康城

实验学校、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二中学

第二批 文馨小学、 田园外语实验小学、 汽轮小学、 闵行区实验

小学、 吴泾中学、 浦江一中、 浦江二中

第三批 罗阳小学、 七宝明强二小、 君莲学校、 梅陇中学、 七宝

中学

第四批 平南小学、 鑫都小学、 蔷薇小学、 浦航小学

第五批 华坪小学、 华博利星行小学、 浦江一小、 闵行三中、 上

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中学

■陈白桦

“舞向未来”， 这项艺术教育实

验项目， 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舞蹈艺

术的价值与生命力， 找到了让舞蹈

从 “小 众 ” 变 成 “大 众 ” 的 路 径 ，
体验了艺术与教育完美融合的美妙。

其实， 舞蹈与思想合舞， 才

会有生命力。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

成为舞者， 都可以从舞蹈中找到

自信与成功。 这样的思想， 能引

发舞蹈的生命激荡。 所谓用思想

去跳舞， 就是突破陈旧观念和束

缚局限， 展开舞蹈的表达力。
舞蹈与心灵共舞， 才会有影

响力。 积极的情感体验， 这既是

艺术的独特功能， 也是教育的基

本效用。 所谓用心去跳舞， 就是

避免单一的机械重复， 展示舞蹈

的演绎力。
舞蹈与激情跳舞， 才会有感

受力。 师生在跳舞中， 激发内在

的潜能， 认识自我 ， 释放能量 ，
达到完善的平衡。 所谓用激情去

跳 舞 ， 就 是 摆 脱 被 动 的 附 合 状

态， 展现舞蹈的想象力。
（作者为中福会原副巡视

员 、 中福会少年宫名誉主任 、
“舞向未来 ” 艺术教育实验项目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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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携手闵行区教育局再启三年 “舞向未来” 合作项目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上午， 一场被

闵行区副区长杨德妹赞誉为“教育教学

盛宴”的“舞向未来”艺术教育实验成果

交流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

中学的小剧场精彩呈现。
作为主导者、设计者、亲历者、参与

者，闵行区副区长杨德妹，中国福利会

原副巡视员、中福会少年宫名誉主任陈

白桦，中福会少年宫党总支书记、常务

副主任陈敏，闵行区教育局副局长乔慧

芳，闵行区华漕镇副镇长陈健，上海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郑慧慧、高娟敏等

领导、 专家以及闵行区中小学校长、艺

术分管领导 100 余人 ， 从四面八方走

来，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六年“舞向未

来”的艺术教育实验旅程，兴奋、感慨、
幸福，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六年，收获满满，牵动人心。 “舞向

未来”项目组梳理项目实施六年来的感

性经验与理性思考，出版《舞向未来教

育成果集》和《舞向未来教师自编舞蹈

案例集》，成果交流会洋溢成就感。 中福

会少年宫党总支书记、常务副主任陈敏

代表项目组回顾了“舞向未来”六年来

的两个发展阶段———开放式探索实验

期和本土化深入发展期， 并结合项目

评估研 究 报 告 ，分 析 了 “舞 向 未 来 ”教

育成效：预期目标基本达成，持续开展

获得高支持率。 “舞向未来”任课教师

代 表 日 新 实 验 小 学 张 帆 的 “心 路 ”坦

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王维

丹的 “教 学 设 计 ”呈 现 、闵 行 区 实 验 小

学骆乐的“音乐课上‘舞向未来’”的实

景再现，让人印象深刻。 吴泾中学彭艳

老师介绍的舞向未来 “吴泾情结”、上

海外国语大学闵行外国语中学吴金瑜

校长激情四射的舞向未来的 “活力之

说”，分享了各自学校挖掘“舞向未来”
育人功能， 促进项目成功实施的创新

举措，让人感同身受。 “舞向未来”艺术

团学生许可讲述与“舞向未来”共同成

长故事，还带领小伙伴们跳起了“舞向

未来”欢快的经典舞步，将现场氛围推

向了高潮， 欢快的舞步和着掌声的节

奏，共同演绎出艺术教育的魅力。
闵行区副区长杨德妹在即席讲话

中高度评价了“舞向未来”的成果，她指

出，“舞向未来”六年来给闵行师生带来

了满满的收获， 它让学生热爱生活、阳

光、自信，学会和谐相处、团队合作，它

让教师迅速成长、成熟，优化了课堂教

学，正是“舞向未来”等项目的实施，推

动闵行教育科学、艺术地实现“立德树

人”的目标。
舞步，不曾出现休止符，而是更有

妙节奏。 会上， 中 国 福 利 会 原 副 巡 视

员 、中 福 会 少 年 宫 名 誉 主 任 陈 白 桦 与

闵 行 区 教 育 局 副 局 长 乔 慧 芳 ，共 同 签

署 了 “舞 向 未 来 ”2018-2020 年框架协

议，开启了项目新三年的合作征程。

2017 大餐：
“舞向未来” 的教育教学盛宴

如何让舞蹈从少数尖子生的 “阳
春白雪 ” 变成普惠每一个学生的 “下
里巴人”？

如何让舞蹈从少数人的 “专利 ”
变成众学生的 “共同节日”？

如何让舞蹈从专业艺术的 “冷门”
变成艺术育人的 “热门”？

如何让舞台从单纯的 “艺术表演”
变成释放青春活力的 “素质表达”？

如何让舞蹈从少年宫的 “项目 ”
变成学校的 “常景”？

如何让国外舞蹈教育的 “成功经
验” 内化为本土化的 “生动实践”？

“舞向未来 ” 的艺术教育实验 ，
为此提供了完整的范本和生动的案例。

“舞向未来 ” ， 是 由 中 国 福 利 会
少年宫携手闵行区教育局 、 美国全美
舞蹈协会 、 美中文化协会共同开展的
普及性艺术教育项 目 。 自 2011 年 以
来 ， “舞向未来 ” 走进闵行区 30 所
普通中小学 ， 惠及万余名中小学生 ，

培训 70 余名教师 ， 在教育实践与研
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 成
为闵行区艺术教育品牌项目 ， 引起广
泛社会关注。

六年来 ， “舞向未来 ” 取得的良
好 教 育 成 效 和 社 会 反 响 ， 得 到 了 全
市 、 全国乃至国际艺术教育领域的广
泛关注和认可 。 2014 年 12 月 ， “舞
向未来 ” 召开首次研讨会 ， 上海市教
委原副主任王平 、 闵行区副区长杨德
妹等领导 ， 以及上海社科院 、 华东师
范 大 学 、 上 海 师 范 大 学 多 位 专 家 学
者 ， 对 “舞向未来 ” 的育人成效给予
高度评价 。 2015 年至 2016 年 ， 全国
政协副主席马飚 、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
会主席朱楚贞先后观摩 “舞向未来 ”
现 场 教 学 ， 并 给 予 肯 定 。 2016 年 6
月 ， 受市教委委托 ， “舞向未来 ” 项
目 开 展 为 期 半 年 的 全 市 首 批 教 师 培
训 ， 将闵行经验向全市 16 区县 32 所
试点小学推广。 10 月， 受第十八届上
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邀请 ， “舞向未

来 ” 深度参与 “艺术塑造完美人格 ”
专题论坛 ， 并承办工作坊活动 ， “舞
向未来 ” 的成功经验引发国内外友人
热议 。 艺术团应邀参加上海各界人士
春节团拜会 、 上海国际艺术节 “音乐
连接青年和未来 ” 交流演出等 ， 还受
邀赴意大利参加米兰世博会 “意大利
之夏 ” 交流演出等活动 ， 赴美国纽约
参加 NDI “中国年 ” 大型演出 ， 受到
广泛好评。

基于 舞 蹈 ， 高 于 舞 蹈 ； 基 于 艺
术 ， 着 眼 教 育 ； 基 于 现 实 ， 前 瞻 未
来 ， “舞向未来 ”， 从舞蹈起步 ， 从
艺术入手 ， 从教育入心 ， 舞出了立德
树人的新舞步 ， 舞起了艺术教育的新
天地 ， 舞向了自信满满的新未来。

“舞向未来 ” 带给我们许多深刻
的启示 ： 舞蹈原来是可以这样有生命
力 、 感染力和表现力的 ； 艺术教育是
可以这样有亲和力 、 渗透力和辐射力
的 ； 借鉴国外艺术教育是可以这样有
融合力 、 本土力和发展力的。

六年旅程：
“舞向未来”的“本土化”探索

作为宋庆龄先生创办的 、 全 国 一

级一类优秀校外教育机构 ， 中 福 会 少

年 宫 始 终 以 育 人 为 使 命 ， 希 望 通 过

“舞向未来” 项目的实施， 主动担当起

社会责任 ， 让优质校外教育资 源 惠 及

更多的少年儿童。

“舞向未来” 的
开放式探索实验期

“舞向未来” 的六年， 可以分为两

个三年合作期， 第一个三年是 2011 年末

到 2014 年末， 这是 “舞向未来” 的探索

实验期， 第二个三年是 2015 年初到 2017
年末， 这是 “舞向未来” 的本土化深入

发展期。
第一个阶段， 中福会少年宫团队分

析研究全美舞蹈协会 30 年来在美国开

展舞蹈普及教育的经验和做法， 把适合

中国学生的方法进行归类总结， 和 NDI
专家共同研制出在中国开展 “舞 向 未

来” 教学的基本方案。
这期间 ， 美 中 文 化 协 会 主 席 杨 雪

兰， 牵线搭桥， 为 “舞向未来” 项目引

入中国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中福会少年

宫、 陈白桦领军人才工作室为此倾注大

量心血， 集聚力量， 展开了许多具有开

创性的探索， 为 “舞向未来” 落地生根

创造了条件。 闵行区副区长杨德妹和区

教育局领导大力支持， 精心运筹， 使项

目推进如沐春风。
在交大实小和交大二附中试点教学

成功后， 中福会少年宫与闵行区教育局

正式签订三年合作框架协议， 联合成立

项目组， “舞向未来” 真正落地闵行。
之后 ， 21 所中小学经过申报 、 长 达 8
个月的教师培训， 并考核合格之后， 成

为 “舞向未来” 项目实验学校。
作为一个全新的教育项目， “舞向

未来”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独特的，
教学内容也是独创的， 这对舞蹈和音乐

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项目组开展阶

段性总结反思， 对各学校的教学实践进

行了有效的过程管理： 和老师们随时沟

通， 定期召集全体教师教研， 及时解决

教学中的问题， 加快新旧教育理念的磨

合， 带领老师们从机械模仿到自觉的教

学行为。 为更好地推进项目， 还建立了

项目组例会和校长会制度， 并且做好常

规督导、 考核工作， 促进 “舞向未来”
健康有序发展。 而 “舞向未来” 艺术教

育培训中心则发挥了重要作用。

“舞向未来” 的
本土化深入发展期

第二个阶段， 进入本土化发展期，
成为一个有着国际 “范儿” 和中国内核

的教育项目。 这三年里， “舞向未来”
实验学校发展到 30 所， 覆盖小学、 初

中和高中， 参与师生超过 1 万人。
在教学内容上， 植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舞向未来” 坚持以中国文化为核

心内容。 项目组每年确定一个教学主题，
从 “四大发明” 到 “美丽中国·少年梦”，
再到 “多彩校园”， 将传统文化、 家国情

怀与校园生活相结合， 指导教师创编具

有校本特色和文化底蕴的舞蹈。
在教学方法上， 强化中外教学方法

融合。 项目组鼓励 “舞向未来” 任课教

师借鉴 NDI 教学方法 ， 同时也将自己

的教学经验整合进去， 加以创新。 担任

“舞向未来” 舞蹈教学的部分教师将自

己体育 、 舞蹈的教学风格融入 课 堂 教

学， 部分音乐教师则将民族乐器加入教

学伴奏。
在提升发展上， 满足提高层面的需

求。 为提供给学生由兴趣到爱好直至专

长提升机会， 在学校层面基础上， 项目

组于 2015 年成立了 “舞向未来学生艺

术团”， 学员由各 “舞向未来” 项目实

验学校推选产生， 目前已有 150 名， 聘

请优秀师资每周为学员免费开展教学与

排练活动。 加入 “舞向未来” 艺术团的

一批外来务工子女受益最多， 并改变人

生， 原交大二附中学生彭彬彬受到优秀

舞蹈老师刘芳菲的长期资助， 并被选送

到湖北省艺术职业学院舞蹈专业深造，
因表现出色由美国华人艾丽丝出资前往

纽约参加欢乐中国年演出。

成效显著：“舞向未来”的“多元化”绩效
六年来 ，“舞向未来 ” 坚持 两 个 宗

旨———一是挖掘艺术育人功能， 通过独

特的舞蹈教学， 提高少年儿童的艺术修

养，逐渐提升他们的自信心、想象力与团

队合作等能力； 二是在国际交流中取长

补短， 促进本土艺术教育实践的改革创

新。 “舞向未来”艺术教育培训中心主任

阮晨老师介绍说， 项目组长达六年的课

堂观察、 访谈与问卷调查的跟踪评估形

成的研究报告，证实了显著的成效。

让学生重拾自信
找到健康快乐成长的舞步

“舞向未来”给学生带来积极的情感

体验，在学生艺术基础素养、身体素质、个

性与情绪发展，团队合作能力、想象力与

创造力的培养等多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多数学生表示学会 “和着音乐节奏

跳舞”，以及“舞台表演仪态”，49.3%的学

生表示学会“编简单的舞蹈动作”。80.8%
的学生认同，“舞向未来” 让同学关系更

融洽。 学生和家长都肯定参与舞蹈创编

有助于创造力的发展。83.6%的学生表示

“舞向未来”课可以释放压力、放松心情。
“自信”是学生、老师、校长和家长提及最

多的“舞向未来”带来的改变。

让教师重塑自我
找到专业发展提升的脚本

“舞向未来” 激发了教师自我发展

的热情与动力 ， 有效促进了教 师 专 业

发展。
90%以上的 “舞向未来” 任课教师

表示 ， 自己与搭班教师很好或 比 较 好

地在项目教学中实践了 “关爱 并 尊 重

每 一 个 孩 子 ” 、 “让 每 个 孩 子 体 验 成

功 ” 等 教 育 理 念 ， 85%以 上 的 教 师 表

示 ， 自己与搭班教师在项目教学 中 经

常 运 用 “我 先 你 后 ” 、 “分 组 游 戏 ” 、
“旋转教室” 等教学方法。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教 师 还 将 “舞 向

未 来 ” 倡 导 的 教 育 理 念 与 方 法 有 选

择 地 运 用 于 其 他 课 程 教 学 。 此外 ，“舞

向未来 ” 在课程教学内容上给 予 教 师

自主权 ， 有效提升了教师课程 开 发 与

研究能力 。

让学校重振雄风
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舞台

“舞向未来”，提升了学校艺、体课程教

学品质，实现了艺体结合，丰富了特色课程

与社团形态，还通过与节庆演出、体育健身

等相结合，活跃了校园文化艺术氛围。
在提升艺体课程教学品质方面，“舞

向未来” 教师将所学的理念与方法迁移

到自己任教的其他学科， 在一定程度上

改进了艺术、体育课程教学。 73.6%的教

师认为“参与‘舞向未来’对其他科目教

学很有帮助”。如田园外国语小学和明强

小学的体育课、 虹桥小学和闵行实验小

学的音乐课、 日新小学和交大实小的形

体课等，不仅受到学生的欢迎，也得到了

学科教学专家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95%
以上项目实验学校的“舞向未来”教学成

果均在校级文化艺术活动中展示。

思想引舞
灵魂起舞

激情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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