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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寄宿生管理与探讨

双峰县荷叶镇宝农学校 张华平

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传

统的古老民族，自古以来，以能歌善舞著称。 但

是由于苗族支系繁多，地区分布较广，使生活

在不同地区、 不同支系的苗家儿女在语言、服

饰和舞蹈表演形式等方面，都有着各自得天独

厚的文化色彩和鲜活的民俗魅力。

在各苗区，舞蹈的表演形式和内容也各有

不同，就舞蹈的形式而言，常见的有：“芦笙舞”

以及各种形式的鼓舞。 舞蹈在应用范围上也十

分的广泛，从生产劳动到娱神娱人，从婚丧嫁

娶到节庆请客，无不皆有舞蹈。 但是随着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苗族舞蹈也在发展和进步。 很

多种类的舞蹈逐渐从宗教祭祀活动中解脱出

来，广泛应用于各种节目、婚嫁喜庆和男女交

往中，成为广大苗族人民表示欢乐、感情交流，

自娱自乐的群众性舞蹈。

湘西是一个有着 193.08 万少数民族人口

的地区， 其中苗族人口 86.40 万， 占总人口的

32.65%。 他们主要集中分布在湘西的南半部及

中部的花垣、凤凰、古丈、泸溪、吉首、保靖。 在

这些地区的苗族人民， 尽管生活的较为集中，

但是在舞蹈的风格特点和表演形式上还是有

着各自独特的地方。 从总体来看，虽然苗族舞

蹈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但是无论

哪种形式的舞蹈其艺术特征都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本文试将湘西苗族民间舞蹈作一些归

纳分类，并阐述其艺术特征，不当之处，敬请专

家指正。

一、湘西苗族舞蹈的分类

民族民间舞蹈是一种在人民群众中广泛

流传，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

舞蹈，其产生与发展都带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底

蕴，与本民族的文化生活、风格习惯息息相关。

（一）与湘西苗族祖先崇拜、祭祀有关的舞蹈

原生形态祭祀舞蹈的核心是万物有灵观

念，其中以祖先崇拜尤甚。 人们以为只有隆重

的祭祀，才能获得祖灵的庇护，避免灾难，祖先

崇拜的意识根深蒂固。 如今虽然生活水平提高

了，也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成果。 但是，

人们仍然希望得到祖先神灵的庇护，使自己的

生活幸福、事业发达、家族兴旺，通过传统的祭

祀年节，祈求祖神保佑的思想并未消除，通过

参加祭祖民俗活动，与“祖神”进行沟通，使自

己的心灵得到寄托的观念依然在人们心中延

续。

自古以来， 由于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

征，是吉祥的象征，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

族心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接龙舞”就是湘西

地区的苗族人民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

所表现的一种舞蹈形式。 此舞多在每年二月、

十月举行，展示龙文化精神和人们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 从恢复苗族传统节日“四月八”以来，

每年庆祝活动，接龙舞是必有的大型节目。

“木鼓舞”有的地方也称“跳舞脏”（苗语称

“直质努”），是一种祭祀舞蹈。 苗族每年春耕前秋

收后，一般都要由巫师（苗老司）主持祭祀活动，

伴以盛大的歌舞集会，以“充喜气”，祈丰庆丰。

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也就没有文字

记录的历史。 有关放源及民族迁徒等重大事

件，在苗族内部只凭口传心授，用世代相传的

芦笙歌舞来记叙。 可以说芦笙歌舞既是一种艺

术形式，也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标志。 芦笙歌

舞代表着祖先和灵魂，也代表着生命。 祭祀性

芦笙舞通常是在木鼓、铜鼓的伴奏下跳的。 这

些在《永绥厅志·苗峒》 也有较具体生动的记

载。

（二）与湘西苗族生活习俗有关的舞蹈

湘西苗族居民大多居住山区， 多数是聚族

而居，苗家村寨周围茂林修行，风光旖丽，大的

寨子都有公共场地， 这就为人们聚会娱乐提供

了场所。 而其舞蹈亦多以表现山区生活为主，并

在苗族人民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加工完善。

其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舞蹈是鼓舞，“鼓舞”

是一种边击鼓边舞的苗族民间舞蹈，是苗族人

民最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 苗族“鼓舞”有悠久

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有关苗族击鼓歌舞的文字

记载，较早的可见于唐代《朝野佥载》卷十四：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闾其尸，三年而葬，打

鼓路歌，亲戚饮宴舞戏一月余日。 ”的记述。 说

明“鼓舞”早在唐代就盛行于苗族民俗之中，至

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湘西地区的“鼓舞”主

要分布于湖南西部。 苗家的“鼓舞”种类繁多，

按其表演形式和内容的不同， 可分类花鼓舞、

猴儿鼓舞、团圆鼓舞、单人鼓舞、双人鼓舞、四

人鼓舞、跳年鼓舞等。 鼓舞的动作，大多是来自

日常的生产、生活，也有些武术和动物动作的

模拟。 纵观以上苗族的“鼓舞”，表现了劳动生

产和日常生活，但又各具特色，而且保留了许

多原始、古朴的特征。

在《诗经》“君子阳阳”篇中，描绘了一个男

青年手持笙簧，动作舒展地吹奏起舞，并招呼房

内的姑娘出来，和他一同欢乐的情景。 如今芦笙

传情的形式与三千年前《诗经》的描绘近似，可

谓一脉相承发展而来。 这就是苗族“芦笙节”中

的“牵羊”与“讨花带”。 按苗族的习俗，吹芦笙起

舞是青年择偶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种“牵羊”与

“讨花带”， 充分体现了苗家男女青年在表达爱

情时所表现的一种独特的方式。 由此可见，不论

是反映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式鼓舞还是体

现风俗婚嫁的“牵羊”和“讨花带”，都可以充分

感受到苗族舞蹈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密切结合

在生活这个“文化场”中的显著特征。

（三）与湘西苗族传统节日相关的舞蹈

苗族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 其舞蹈主题不

同，特色各异。 有以祭祀祖先、祈神禳穴、娱神、娱

祖灵为主题的舞蹈，有以欢庆丰收及其它传统节

日表演的舞蹈。 苗族的舞蹈发展至今，其传统节

日中所跳的舞蹈，已由以祭祀娱神为目的，表现

农事生产的情景而逐渐变为自娱及娱人了。

1、自娱性的舞蹈。 一般逢年过节或喜庆日

子中，人们抒发自己情感，表达心中感受为娱

乐自己所跳的舞蹈，称为自娱性的舞蹈。 自娱

性舞蹈一般为我们所说的群众性广场文化。 芦

笙舞及湘西每年春节时所跳的“踩鼓舞”就有

自娱的性质。 自娱性芦笙舞最为普及，舞者不

受年龄、性别和人数限制。 由此可以看出，苗族

人对节日欢庆时的喜悦及其围鼓而舞，歌之舞

之的喜悦情绪。

2、娱人性的舞蹈。 不单单为抒发自己情感

而跳，也希望让旁人产生共鸣，让自己的情感

与感受得到他人认可所表演的舞蹈，称之为娱

人性舞蹈。 民间舞蹈作为一门艺术，在娱人的

同时传递着民间文化。 随着人类科学日新月异

的发展， 过去舞蹈中的迷信色彩与日俱减，一

些古代传统的祭祀性舞蹈也在逐步变异，成为

民间具有观赏性和自娱性的舞蹈，而倍受人们

喜爱。 反排木鼓舞就具有典型群众娱乐性舞蹈

的性质。

二、湘西苗族舞蹈的艺术特征

（一） 许多舞蹈形式都通过祭祀活动而得

以表现

苗族的很多舞蹈都与祖先崇拜祭祀有关，

如“木鼓舞”、“踩鼓舞”、“芦笙舞”等，这些舞蹈

形式虽然现在已向自娱及娱人发展，但其根源

都是以祭祀为目的的。 苗族由于长期与汉族杂

居，汉族的许多神祗信仰被苗族吸收，如土地

神、灶神、五谷神、财神、傩神等，也成为苗族人

民普遍信仰的对象，其中祭献五谷神的《跳香

舞》则反映出苗族先民对农业生产生活的良好

愿望，寄托着他们对现实农耕活动的祝愿与祈

求。 宗教活动的盛行决定了其以祭祀为背景的

舞蹈的盛行，舞蹈只是作为一种手段为宗教服

务。 但正因为舞蹈在宗教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许多仪式舞蹈才能发展至今得以流传。

（二） 舞蹈主题始终表现为生产劳动和生

活习俗

普列哈诺夫说过，舞蹈是“人的生产活动

在娱乐、 在原始艺术中的再现， 艺术是生产

过程中的直接形象”。 无论是原始舞蹈，还是

现在的舞台舞蹈艺术， 其根本还是要建立在

生活的基础上，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整

个舞蹈就如同空中楼阁， 只能昙花一现。 苗

族现今流传下来的舞蹈， 都有着浓郁的民族

特色和生活气息， 有着积极乐观向上的特

点。 如苗族“花鼓舞”、“单人鼓舞”，其舞蹈动

作的内容多是表现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的，

挖土、插秧、梳妆等，而“铜鼓舞”的舞蹈内容

主要是源于狩猎生活、 农业生产劳动和对动

物形态动作的模拟，如“骑马”、“赶鸭”、“捕

鱼”、“捞虾”等。 无论是表现劳动生产，还是

狩猎生活， 它都体现了苗族先民同大自然作

斗争的意志和乐观精神。

（三） 苗族舞蹈表现形式与民间生活息息

相关，并在民俗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国 56个民族各有各的民族文化，丰富多

姿的民族文明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舞蹈艺术。

而舞蹈不但是艺术形式，它还反映生活，有历史

背景。 特别是民间舞蹈， 它与各族人民风俗习

惯、生产劳动等紧密结合，这便是舞蹈的空间特

征。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也就形成

了独特的舞蹈艺术。 苗族独特的民族风俗也通

过其舞蹈形式表现出来。 如苗家的“鼓舞”，无论

是在苗族传统民族节日还是祭祀活动中， 都要

围鼓而跳， 各种传统文化活动几乎都有鼓舞集

会中表现出来，而带有表演性质的“芦笙舞”，起

源很早，其舞蹈内容形式极为丰富，流传甚广，

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

舞蹈艺术的发展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

附着社会的发展。 而如今，民俗活动的丰富和

发展使得苗族舞蹈成为了当地旅游文化的一

个组成部分。 它在传播自身文化的同时，也为

苗家人民带来了经济上的富裕，成为市场经济

中山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鲜明旗帜。

双峰县荷叶镇宝农学校紧临清代名臣曾

国藩的故居———富厚堂， 是一所具有现代化

设施的，有晚清建筑风格的崭新的学校。2007

年建校以来， 在各级领导关心支持下， 整体

办学水平一年一个台阶。 校园面积 50 余亩，

建筑面积 8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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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学生 900 余人， 其中

寄宿生 500 多人。寄宿制创办 3 年来，每学期

寄宿生都达到 500 多人。从建校起，我校就步

入了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行列。 学校先后获得

“市级安全文明卫生学校 ”、“县级文明单

位”、“镇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我们的具体做

法是：

一、加强领导，统一思想，落实责任

针对学校现状和新时期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我校深刻认识到了在

这样一所农村中学，能否管好寄宿生，直接关

系到办学效益的好坏。 寄宿生工作管理得好，

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使学校后勤管理

能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那么学校工作也就

做到了一大半。 倘若在寄宿生管理上放松要

求，出现纰漏，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声誉和质量，

更谈不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鉴此，学校历

任校长都十分重视寄宿生管理工作， 明确指

出，寄宿生的管理是学校重点工作之一，应提

出学校重要议事日程，每学期都要召开一次校

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寄宿生管理中的新

问题。 形成了一套可操作、切实可行的制度和

传统。

二、抓好三个时间段的管理，密切注视寄

宿生的动向

第一个时间段：早晨 6：00—7：10，实行晨

练晨读制。 每天清晨 6：10 从听到第一声起床

的铃声起， 寄宿生的管理工作也就开始了，生

活区就沸腾了，每天由值班的行政人员逐个巡

视宿舍，敦促寄宿生起床晨练晨读，晨读的地

点安排在班级。 安排一些班主任和责任心强的

教师进入班级督学。

第二个时间段：7：00———9：30， 晚自习时

间，晚自习课分班进行，由教务处统一安排班

主任和一些责任心强的老师守班，主要是组织

学生自习，辅导学生。 值班老师必须及时填写

好学生的出勤情况。 值日行政必须对全校寄宿

生出勤的情况进行汇总。 请假的学生必须凭家

长的电话或字条向班主任请假，填写好学校统

一印制的请假条方可离校。 这样就杜绝了学生

请假外出而家长、学校都管不到的现象。

第三个时间段：9：30以后，就寝时间。晚自

习结束后组织寄宿生就寝， 遵守就寝纪律，这

是一天中寄宿生管理工作的关键。 下自习课时

间一到，首先由值班教师把学生送到寝室并清

查学生的到位情况，然后到政教处填写好学生

的就寝情况。 其次开展学生就寝纪律评比活

动，由每层的学生负责人对每间寝室的就寝纪

律进行评定，并纳入到班主任的绩效工资考核

中。

三、实行分班编席就餐制，解决寄宿生吃

饭问题

学校寄宿生吃饭伙食问题是至关重要，学

生在校时光是长身体、 增知识的最重要时期，

学校比较慎重和周到的解决学生吃饭问题。 学

校有比较标准和规范的锅炉蒸汽蒸饭间和学

生餐厅，实行按班、男女搭配编席就餐，每桌 8

人。 学生自觉有序、安静、列队进入餐厅，坐到

所在班级的餐桌前用餐。 待学生到齐后，由席

长分好菜，分好饭后就餐。 值班同志和班主任

到餐厅指导学生就餐，帮助寄宿生做好生活自

理能力和提倡勤俭节俭，政教处要对各班学生

就餐行为进行检查并记入文明班级评分表。 虽

然寄宿生生活比较艰苦，但是在校园集体生活

能培养学生生活的自理能力和增强集体荣誉

感。

四、制订实施方案，层层落实责任状

针对校园内存在不安全隐患，通过召开专

题会议，严格按照《校园安全工作管理实施细

则》要求，制定《宝农中学师生安全实施方案》，

树立“安全第一”、“安全无小事”的思想，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谁上课、谁

负责；谁上班、谁负责”的原则，对班子成员、班

主任、科任教师、后勤人员层层签定责任书，责

任到人。 并做好安全工作自查自纠，落实整改

方案。 近 3 年来，我校尚未发生一起伤亡事故

和师生违法行为。

五、密切家校联系，共同教育子女

由于学校质量上了，中考连年上台阶，群

众满意，家校联系就密切。 政教处在期中、期

末分别开展亲情家书传亲情的活动。 有时根

据季节的特点如汛期重点做好预防溺水的教

育。 特别对有违纪的学生和不听教诲的要及

时联系家长，配合教育转化，同时让政教处、

班主任看牢管好， 在当地镇政府和县教育局

的领导下， 通过开展警校共建活动， 因地制

宜， 着力解决了校园治安保卫工作存在的突

出问题，强化校园治安保卫管理措施，从而杜

绝了校园重大的治安事件的发生， 努力创建

“平安、和谐、高质量”的校园，为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提供保障。

浅谈湘西苗族舞蹈的分类及艺术特征

衡阳幼儿师范学校 曹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