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纽约皇后学院访学手记

苏雪冰
(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北京 100081)

【中图分类号】J32. 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2018( 2013) 04-0112-03

【收稿日期】2013 － 04 － 22
【作者简介】苏雪冰，女，艺术硕士( MFA)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 汉族民间舞教学与研究。

2010 － 2011 年，笔者在美国纽约皇后学院进行

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期间经历了其教学实践的

排练、演出过程，深有感触。其中所包含的中西舞蹈

教育教学的差异，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纽约皇后大学在每学期的期末都有舞蹈系教师

的作品展示，这是该系的一门舞蹈实践课，其形式有

两种，一种是由教师创作，学生表演的方式; 另一种

则是由学生创作，学生自行表演的方式。在与殷梅

老师交谈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她希望来皇后大学

的访问学者们都能参加她的舞蹈作品排练，与此同

时，我们对能够参加“洋人老师”舞蹈作品排练的期

望也很大，希望能借此机会感受不同的舞蹈文化，并

了解美国大学里舞蹈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与合作的

过程及方式。

一、排练

有创作计划的老师会在开学初根据自己所要创

作的内容来挑选合适的演员，学生自愿报名，需要自

己准备一段小舞蹈，或者是几个舞蹈动作，以展示自

己。但是我们到学校的时候这一选拔过程已经结

束，就 由 殷 梅 老 师 把 我 们 推 荐 给 JOSEPH 老 师，

JOSEPH 非常热情地接受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 这

个舞蹈作品他原来的计划是只有女生参加，现在加

了两个男生( 胡岩和史博) 后需要调整作品的结构。
虽说参加舞蹈排练的人员是老师亲自挑选出的，但

学生的舞蹈程度相差较大，有的学生仅仅是喜欢舞

蹈，之前并没有过多接触，更谈不上有所训练，即便

是舞蹈专业的学生，也仅仅是她在大学期间选择了

“舞蹈”这 一 专 业，与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学 生 的 情 况

不同。
JOSEPH 老师舞蹈作品的排练在我们加入之前

已在进行中，时间定在每周三下午。为了争取进度，

我们很快地跟进了排练。因为演员的水平高低不

齐，舞蹈排练的过程有些艰难。印象中经常一下午

反复练习同一组动作，甚至连续几个星期都在重复

排练同一组舞蹈动作。刚开始的时候，我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一直重复同一组动作，导

致长时间的排练却不见有何成效。而 JOSEPH 老师

不说哪里出问题，或者是谁做错了，只是让我们一遍

遍地反复。在舞蹈学院的学习和训练中，我习惯于

“知错就改”，因此特别希望有人可以告诉我: 动作

要求是什么，需要怎么做才能达到编导想象中期待

的“那一个”。经过我的观察，终于找出这一问题的

根源: 总被反复做的那一段舞蹈是有最多艺术处理

的一段，JOSEPH 的设计是: 这一段舞蹈的音乐节奏

是每句十三拍，反复四遍，一句音乐为一个单位，舞

蹈动作是步伐向左七拍、向右五拍行走的不规则分

配; 全体女演员同时在舞台上出现，演员被分成三

组，一、三组是同样节奏，之间相差一句音乐，第二组

与第一组相差七拍节奏，由于那个音乐的旋律不是

太清晰，需要演员要有较好的心理节奏，才能够把握

节拍。大部分的时间，是我还没有出场，或者是刚做

一遍的时候，就又从头开始了。原因就是，同一组动

作由于节奏及人员的交叉，以至于第二组的动作总

是不自觉地受第一组人员干扰，无法坚持独立完成

自己的动作及节奏。她们中有的学生在舞蹈时注意

力不集中，再加上有时候会有缺席，所以，看似简单

的动作与节奏的安排，对于在场排练的学生来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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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点难，所以出现了我所说的“几个星期都在重

复排同一组动作”的状态。
这种无限度的反复让我的心里有些焦躁，我不

得不佩服 JOSEPH 的耐心。他在排练的过程中从来

不说谁错了，或者是埋怨某个人的缺席，更多的是不

厌其烦地亲自示范每一组动作、节奏，并且在每一遍

之后都先夸奖大家，再说出欠缺的地方，最后才要求

大家“再来一遍!”他让我教他用中文说“再来一

遍”，不过他学中文的能力和我学英文的能力一样

差，每次都是我在替他说，他略带滑稽学语言的样子

总是逗得大家开怀大笑，他也总是不失时机地要求

“再来一遍”，大家就在这种欢乐的气氛中，跟着他

共同追寻着完美，因而不辞辛苦、毫无怨言地跳了一

遍又一遍。
其实想想，我没必要觉得心理上无法承受，这种

重复的排练只不过使我消耗了一些耐力，也只不过

是影响了我体力的恢复，直到演出前联排了三场后，

我的体力才算是适应了这个舞蹈作品的长度。我认

为最重要的是在 JOSEPH 老师排练的过程中心情是

愉悦的。假设，在舞蹈的过程中都不曾感受到愉悦，

那么如何能更好地舞动? 严格要求固然重要，但如

果教师授课的方式方法把握不当，师生都在感受委

屈的歇斯底里中进行工作，如何舞动?

这“折磨”的排练使我记住了 JOSEPH 的耐心

和他看似不经意却具有智慧的做法。他有意识地培

养了学生在舞蹈时的自信心，如果 JOSEPH 说出因

为是哪个同学的错误，需要大家陪着练习，会使做对

动作的学生产生怨言和情绪，同时又使做错动作的

学生备受打击，挫伤学生在舞蹈中的自信心和积极

性。而且我相信 JOSEPH 心里也认为，舞蹈需要“熟

能生巧”、舞蹈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需要在磨合中

达成默契。JOSEPH 营造了一个愉快的氛围，给学

生留了一个空间、一个希望，告诉你就快完成，给你

留了一个可以追求的愿望，使学生们心情愉悦地

舞蹈。
同样 JOSEPH 在这个舞蹈作品中有几处让学生

自行编创的环节，从专业眼光看，也许学生所设计出

的动作过于简单，但 JOSEPH 在这些动作上进行调

整，并鼓励学生，调动出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创

作其中的观念，而不仅仅是完成、模仿老师的作品就

可以的，这使学生有了主动参予的精神意识。
回想在我们的课堂中老师也会与学生共同完成

部分组合的编排或者创作，而我们的教师有时会过

于独断，一味地要求学生按照自己的方法做，忽略了

学生的感受。如果学生所做的内容达不到要求，教

师可能会彻底推翻学生所做的内容，将自己的方式

再次强加给学生。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会使学生在

课堂上没有足够的兴趣，或者很容易就使学生的心

灵受到伤害，而教师强加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影响

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虽然，我们确实在教学的要

求、对结果设定的追求有所不同，JOSEPH 的这些做

法让我感受到: 他是在“以学生为本”的观念中完成

自己的舞蹈创作。毕竟这是一门课，老师不仅要完

成舞蹈作品的编排，更重要的是在过程中培养学生

能够真实地、积极地参予到创作空间中的可能性，注

重为学生提供在排练中感受、了解舞蹈作品创作的

过程和方式，并不单单只是挑选演员为教师的舞蹈

作品服务，这样的做法更好地体现出这门舞蹈实践

课所应包涵的内容，突出了“实践”本身的价值。

二、演出

舞蹈实践演出的时间为 12 月 9 日至 12 日，在

皇后学院的小剧场公演四场。从 4 日开始在剧场走

台，7 号开始了联排和彩排，并为 9 号的正式演出做

着相应的准备工作。在首场演出之前，JOSEPH 在

每个化妆间寻找他的演员们，他给每个学生都准备

了一小袋巧克力和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 Thank
you for your beautiful dancing! ! 当我看见卡片上的

文字的时候，顿时产生出遇见“伯乐”的兴奋! 使我

产生出: JOSEPH 是欣赏我舞蹈的人，他能看出我在

舞蹈中的优秀表现的心理! 可是瞬间我又内疚，原

因是昨天我在表演的时候又做错动作，而且那个

“转”也没很好地完成。我旋转的能力特别差，尤其

是单腿转的动作。在我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从来就

轮不到我在舞台上做“单腿转”。JOSEPH 也胆大，

竟然敢让我在舞蹈中做这一类的动作，而且那还算

是我在这一个舞蹈中的“SOLO”部分。当一个人知

道自己的弱项要暴露在公众面前的时候，都会有不

正常的表现。在舞蹈即将接近那一组动作时，提前

八拍就开始心跳加速，每次都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

完成动作，还好几场演出的整体表现还不算太辜负

JOSEPH 对我的期望。
这使我回想起上大学时，当年还是“年幼无知”

的我，对舞蹈的追求不够严谨、执着。我总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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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地练习，每次系里通知有演出任务，我总是根据

摸索出的“规律”掐着时间去练习。有那么一次，系

里“违反规律”提前开始了审查工作。这个“不合乎

规律”的做法，打破了我以往的侥幸心理，结果就

是: 被老师在半数民间舞系学生的跟前批评了一顿，

我无语，它确实是我的错。第二天在沙龙舞台联排，

昨天批评我的老师略微表扬了一下下，结果一转身，

又被另一位批评了……显而易见，今天的这位老师

没见到我前一天的表演程度，看见我退步了给予我

批评，而昨天的老师见到我前一天的表演，两次的表

演对比出我稍稍有进步，就“略微”表扬了我。这两

位老师就像家里的父母一样: 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

脸，而我也为了怕再被批评，第三天开始了自己的

练习。
通过以上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是否可以笼统

的归结出: 在老师的鼓励下，学生会心甘情愿地、勤
奋地练习，在老师的批评下可以产生出为了避免被

老师批评，开始被动的练习。这两种不同心理所产

生出的学习状态一定是有所区别的，舞台表演的结

果也就不可同日而语。

三、感思

舞蹈系的其他教师在演出前联排的时候就已经

来观看过学生的表演，而且有的老师不止看过一次。
每次表演结束时，老师们都会在观众席和学生演员

相互交谈，了解演出效果。老师们会主动地去拥抱

学生，听得最多的是老师们激动、热情地夸奖学生们

出色的表演，学生们也都特别高兴，感谢老师们来观

看他们的表演。有个女孩在演出结束后，抱着同学

们哭得一塌糊涂。她曾经参加过此次殷梅老师的排

练，由于他父亲生病的缘故，她没能继续参加排练并

表演，此时在这样融洽、煽情的气氛中，观看过同学

们的表演的她心情一定是复杂的。不可否认，我略

微觉得西方老师们过于热情的表达中，带点客套，但

你也不得不承认，同学们被包裹在热情的气氛中，是

抵挡不住煽情的诱惑的。老师们在这一个场合中给

予了学生极大的鼓励，是激发同学们在每一场表演

中能够全身心投入的催发剂，促使了每一场表演的

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此时，我也是学生的身份，老师们对我赞美的语

言，让我非常受用。JOSEPH 竟然当着所有在场老

师的面，告诉我: “SU，我每次看见你在殷梅舞蹈中

那条斜线的表演时，我都会流泪，我看见你是那么的

高兴，脸上带着微笑的感觉是那么的幸福。”JOSEPH
的这一番话使我没有办法和他计较，他让我穿着体

操服就上台了，还是银色吊带的。学舞这么多年，从

来都不敢想我会穿这个上台，而且在舞蹈中还做单

腿转的……我有着许多的不适应和不情愿，但此时

此刻，我不和他计较了，我欣然接受了他对我的夸

奖，不仅接受，还想着明天应该早点进剧场练习，以

实际行动感谢他对我的赞美。
同时，我也身为舞蹈教师，和这些老师们有着同

样的工作性质，而我在观看完学生表演的时候，从来

没有以他们这样的方式去和学生交流过。在国内，

教师都显得比较清醒和理智，或许是我们怯于表达

自己，或者是认为我们需要找寻学生的不足来帮助

她( 他) ，而吝惜了赞美。可是你不得不意识到: 这

样的鼓励对于学生而言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总是

说: 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学生，为

何我们只是选择对学生近似批评教育的方式，来表

达自己对他们的关爱呢? 为何我们不选择这种热情

去感动学生、鼓励学生、影响学生的方式呢? 教学的

手段是多样的，请老师们不要只局限于我们所习惯

的一种表达方式，有时运用赞美的语言、拥抱的力

量，远远超越我们对学生苦口婆心的近似责备和批

评的关爱。

( 实习责任编辑:雍文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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