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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作为一门艺术，有自己的艺术构成方式。舞蹈的

艺术构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舞蹈在形式、结构、体裁、
功能、风格等方面的差别，决定了舞蹈种类的多层面和多
角度，这里分门类别地将其归纳介绍一下。



一、形式类型

舞蹈从形式上区分，主要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和群舞

 1、独舞：

又叫单人舞，是结构完整的一个小型独立作品，由一名演员表演，独舞可男可
女，演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舞蹈技巧和内在表现力。

如《扇舞丹青》、《秦俑魂》等作品。

 2、双人舞：

由两个人完成的舞蹈，通常为一男一女，也可二男或二女。双人舞多运用两人
配合的各种舞姿、造型及托举等高难度技巧，表现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的线
条。此类形式需要演员双方高度默契，意念合一、相互烘托。

如《凄凄长亭》、《老伴》等作品。



 3、三人舞：

由三个人表演并且必须构成三者关系之不可分割的舞蹈形式。三人舞往往具有
不同程度的情节性。能够显示矛盾冲突，较之独舞和双人舞有着更为丰富的空
间意象。

如《金山战鼓》、《牛背摇篮》等作品。

 4、群舞：

多人表演的舞蹈，四人起至数十人不等。可男可女，亦可男女混合。群舞多为
群体形象的塑造或者单纯的情绪抒发，其最大特征是整齐划一，形式感突出，
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能够营造深远的意境。

如《踏歌》、《千手观音》等作品。



无论是独舞、双人舞、还是三人舞、群舞，都既可以是独立完整的小型作品，
又可以使舞剧或大中型舞蹈作品中的组成部分。

如《红色娘子军》、《原野》、《天鹅湖》等作品。



二、结构类型

舞蹈从结构上区分，主要有舞蹈小品、组舞、大中型舞蹈和舞剧。

 1、舞蹈小品：

指结构短小、精炼、完整的舞蹈作品。如《庭院深深》等。

 2、组舞：

指在一个大的主题下，将若干相对独立的舞段或若干舞蹈小品组合在一起表演
的舞蹈形式。如《女儿河》、《送情郎》等。

 3、大中型舞蹈：

结构较为庞大，数倍于舞蹈小品，由若干内容分部明晰并且相互联系的大小舞
段组成。其立意鲜明，主题突出，表演人数较多。如《光明三部曲》、《黄河》
等。



 4、舞剧：

是以舞蹈为主体，整合文学、音乐、舞台美术等手段来表现人、反映生活的综
合性表演艺术。

舞剧不同于其他舞蹈式样的主要之点有二：

第一，舞剧有完整的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第二，双人舞是舞剧刻画人物性格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舞剧的种类很多，根据容量大小、结构方式、风格特征的不同，又分为独幕、
多幕，大型、小型，芭蕾、民族、现代、交响等不同类型。

如民族舞剧《情殇》，现代舞剧《雷和雨》等。



三、体裁类型

舞蹈从体裁上区分，主要有抒情性舞蹈和叙事性舞蹈。

 1、抒情性舞蹈：

表现单一情感类型的舞蹈，因此也被称作“情绪舞”。此类舞蹈或者“托物言志”、
“缘物寄情”，过着以舞蹈的纯形式来表达特定的情绪情感。

前者多模拟自然物象象征其情志，如男子独舞《白鹤》。

后者多借助道具或利用特殊情感视点抒发其意绪，如女子群舞《春天》。



 2、叙事性舞蹈：

含有简单情节和时间的舞蹈，因此也被称为“情节舞”。叙事性舞蹈由于并非舞
剧，所以尽管要展示情节过程和任务个性，但却无需具备复杂的结构、曲折的
情节和尖锐的戏剧性冲突。

如双人舞《踏着硝烟的男儿女儿》。



 3、舞蹈诗：

舞蹈语言高度抽象、强调诗体化结构和诗意性并注重意境表现的舞蹈体裁。



四、功能类型

舞蹈从功能上去分，主要有表演性舞蹈、自娱性舞蹈和宗教性舞蹈。

 1、表演性舞蹈：

泛指专为欣赏而创作的舞蹈，多由专业演员表演，以舞台形式呈现。

 2、自娱性舞蹈：

不受任何艺术创作原则的限制，以自我娱乐为宗旨的舞蹈。

如各民族传统节日中的风俗性舞蹈、广场舞、集体舞、交际舞等。

 3、宗教性舞蹈：

宣传宗教思想、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的舞蹈。

如我国历史上佛教的“行象”乐舞、内蒙古的“查玛”、藏族的“羌姆”等。



五、风格类型

舞蹈风格上去分，主要有民族舞、古典舞、芭蕾舞和现代舞。



六、文化性质类型

舞蹈从文化类型上区分，主要宫廷舞蹈、民俗舞蹈、剧场舞蹈、体育舞蹈、流
行舞蹈、校园舞蹈等。

 1、宫廷舞蹈：

指古代王朝在其礼仪、宴飨、祭祀、娱乐活动中所用的舞蹈。

中国的宫廷舞蹈有雅乐舞蹈和宴乐舞蹈两大类。

中国宫廷舞蹈正式建立与西周，以西周制定的雅乐舞蹈为标志。

如六代乐舞与六代小舞

周以后，历代沿袭其雅乐舞，并以“文德”、“武功”为标准，将其分作“文舞”、
“武舞”，用于祭祀和宴飨典礼。



宴享娱乐舞蹈是宫廷舞蹈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汉代宫廷的“百戏”、唐代宫廷的“九、十部乐”，坐部伎与立部伎，软舞与健
舞，歌舞大曲、宋元明清宫廷的“队舞”等。

如《绿腰》、《柘枝》、《霓裳羽衣》

 2、民俗舞蹈：

指生发、承传于民间的各种习俗性舞蹈。民俗舞蹈风格浓郁，特征明显，被当
代人指为“原生态民间舞”。，它具有鲜明的农民文化的特征。

民俗舞蹈渗透在各族民众生活中，具有全民参与性与自发性。



 3、体育舞蹈：

兼竞技与健美于一身的舞蹈。

如：水上芭蕾、国际标准交际舞等

如：拉丁、摩登

 4、流行舞蹈：

指活跃于都市的舞厅、空地、街头巷尾的舞蹈。流行舞蹈追求时尚，表演和自
娱的完美结合。如迪斯科、街舞等。

 5、校园舞蹈：

在各大中小学开展、具有校园文化特色的舞蹈。

特指20世纪20年代由黎锦辉在中小学发起并推行的儿童歌舞，现指各学校为
强化素质教育而广泛开展的舞蹈。



 6、剧场舞蹈：

是一种舞台表演性舞蹈。它以特有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段创造舞蹈审美意象，
完成舞蹈作品。

剧场舞蹈在欧洲出现的时间较早。

中国的剧场舞蹈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时间起点。

如：吴晓邦《饥火》、《义勇军进行曲》，戴爱莲《警醒》、《空袭》等。

目前，中国的剧场舞蹈主要有民间舞、古典舞、芭蕾舞、现代舞，以及其它表
演性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