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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媒体舞蹈的发展背景

        

      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传统艺术受到震荡与冲击。“20世纪后期，信

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新的艺术创新浪潮，技术革命与艺术创新合流，直接导致了新媒体艺术

的兴起。”

    20世纪以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两大文艺思潮席卷全球。受其影响，舞蹈领域以

皮娜·鲍什为代表的“舞蹈剧场”等表现主义舞蹈流派以及黑山学院派、激浪派等后现代

舞蹈流派相继兴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录像、装置等新媒体艺术媒介。

皮娜 ·鲍什



 二、新媒体舞蹈的概念

        

    新媒体舞蹈是一种结合了新媒体技术的全新舞蹈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

舞蹈种类，它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先锋派”而出，充分展示出其后现

代的艺术风格。

    关于新媒体艺术的概念，国内外专家都从不同层面提出过自己的观点。

马晓翔在《新媒体艺术透视》一书中将其概括为“不仅是计算机合作与兼

容数码技术创作作品的方式，也是用计算机的计算力量和技术来创造新符

号、新意义、新的交流与形式的方式”。



 三、新媒体舞蹈的分类

        

    新媒体舞蹈主要分为多媒体舞蹈、影像舞蹈和装置舞蹈三类。

    两个重要发展方向：一、舞蹈表演艺术的数字化

                      二、数字技术推动舞蹈艺术创作与传播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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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舞蹈艺术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电影摄像技术的成熟。

    记录与保护舞蹈；

    以蒙太奇的艺术形式，创造出超乎寻常的视觉观感；

    运用动作捕捉系统记录舞蹈，并将其再现于计算机屏幕的

三维空间等。 成熟
阶段



一、新媒体技术促进舞蹈创作

  新媒体舞蹈艺术的成熟，以被称为“录像舞蹈”的大量实验

性舞蹈短片的涌现为标志。

                  

  外国舞蹈短片《失重》《男孩》

  中国电视舞蹈作品《扇舞丹青》《伞》

                   

录像舞蹈

电视舞蹈《扇舞丹青》图片



    根据呈现方式的不同，国内的装置舞蹈可分为室内装置舞蹈与实景演出。

    

    室内装置舞蹈：《画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印象丽江》《印象西湖》等印象系列作品        

装置舞蹈



  重新发现身体、思考身体，改变舞蹈的审美方式，运用新技术寻找

艺术创作的新规律。    

新媒体舞蹈



 舞蹈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探索人体与声、光、电的多种可能，使舞蹈的

主体不仅包含人的肢体动作，还包括新媒体技术塑造出的虚拟空间、虚拟人

物，或者是数字屏幕、互动装置等，它体现了人与技术融于一体的崭新舞蹈

艺术特征，贯通了已知与未知世界，在梦想与现实的边界，为观众创造丰富

的想象空间。  

新媒体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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