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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比较滞后，对于当前现状，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国内外

的研究现状，引入国外更先进的理论，与国内传统文化

相结合，促进舞动治疗的本土化发展。比如如何将传统

音乐与西方舞动治疗方式结合，为中国民族舞动治疗的

本土化提供方向。

2  舞动治疗的概念

1966年美国舞蹈治疗协会（ADTA）成立，标志着舞

动治疗成为一门专业学科，当前ADTA制定的大纲已成为

众多国家的参照标准（Chaiklin & Wengrower，2009）。

在我国，舞蹈治疗古已有之。古代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

阴康氏造舞的传说，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

有记载：“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阳道壅

塞，不行其序，民气郁瘀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

为舞以宣导之。”可见，当时舞蹈已具备疏通筋骨、缓

解抑郁等作用。同时我国内蒙古名为“安代”民族歌舞

也有着类似的功用（郝琦，2005）。明朝朱载堉将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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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舞动治疗源于欧洲，传入美国后，在其宽松的政治

环境下兴起和发展（Chaiklin & Wengrower，2009）。舞

蹈治疗在欧美发达国家已发展了七十余年，而中国接触

到舞蹈治疗仅仅是近十几年时间（郝琦，2005）。舞动

治疗又称为舞蹈治疗（dance movement therapy，DMT），

或简称为“舞动治疗”。美国舞蹈治疗协会（ADTA）把

它定义为“一种运用舞蹈或动作过程以促进个体情绪、

身体、认知和社会整合的心理疗法”。舞动治疗关注个

人的身体情感和认知等方面，聚焦身体与心灵的关系，

通过创造性的非语言模式，通过肢体动作的表达，将科

学、艺术，以及东西方的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有了身

体与动作的密切联系，使得来访者可以更快地与治疗师

建立关系（Chaiklin & Wengrower，2009）。中医讲究“身

心合一”，《黄帝内经》中“形神共养”的概念和舞动

身心治疗的概念高度契合，当前国内的舞动治疗发展相

较西方引入较晚，在各类领域与舞动治疗相结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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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中分离，绘制出最早的舞谱图，同时强调舞蹈活

动的修身功能，这可视为中国古代舞动治疗的雏形。而

现代化舞动治疗在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在1994年由伏

羲玉兰女士引进舞动治疗的理念，纵观二十余年的发展

历程，舞动治疗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在台湾地区发展相

对领先，在2002年台湾地区成立舞动治疗协会（韩凯，

2015）。而在中国当前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时期，面对

国际中高速发展的舞动治疗，中国本土化的舞动治疗也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更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促进舞

动治疗体系的完善。

3  舞动治疗在中国的理论研究现状

3.1  理论研究

当前，国内出版了《生命优化之路》一书，并发表

了《舞蹈心理治疗的新进展》等论文；台湾辅仁大学的

李宗芹博士著有《非常爱跳舞：创造性舞蹈的心体验》

《倾听身体之歌》等书籍，舞蹈心理治疗的观念由此逐

渐传播开来。舞蹈治疗在中国还很少被人们所知晓。目

前在国内，只有台湾地区的舞蹈治疗学科的发展比较靠

前，但是2002年的中国总共只有不到10名舞蹈治疗师是

在舞蹈治疗协会中注册的[3]。根据目前已查阅的资料发

现，我国在舞动治疗的理论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和教育领

域较多，当前出现频率最多的理论为镜像神经元理论、

具身认知理论、拉班动作分析等。

镜像神经元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由意大利科学

家里佐拉蒂（Rizzolatti）等人在研究恒河猴运动前皮层

F5区神经细胞活动时发现。他们认为这一类神经元具有

特殊属性，其首要功能是理解他人行为（Fadiga et al.，

1996）。2002年，科勒（Kohler）等人发现除视觉神经，

动作相关联的听觉信息也同样可以激活。这些神经元可

以像镜子一样映射个体活动，所以被称为镜像神经元。

在大脑中我们的情绪是属于边缘系统，而当我们观察到

对方的面部情绪或具身感受时，就会激活我们脑区的边

缘系统，同时也会激活镜像神经元，以产生共情的感受

（Berrol，2006）。在舞动治疗的过程当中，治疗师往往

会根据来访者的情绪变化和身体变化，去模仿来访者的

肢体动作，由此来访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和大脑的边缘

系统都会被激活，是双方产生情感共鸣，同时也可以促

进来访者更好地去融入治疗的环境中。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的中心含义是

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

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叶浩生，2010）[6]。该

理论强调身体在认知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认为认知、大

脑和环境是一体的。所以当来访者在面对舞动治疗师

时，来访者往往都携带过去的经验，所以治疗师会通过

镜像神经元的技术模仿来访者行为，再通过具身认知的

方法带领来访者突破新的认知，寻找到不同的创新的观

察点（阎博，樊富珉，喻丰，2018）。

拉班作为德国现代舞之父，将建筑学中的空间

知识融入动作研究，在20世纪初总结了一套舞蹈符号

系统——拉班动作分析（LMA）的人体动律学理论

（Maletic，2010）。后续的巴特妮芙基本动作体系也是

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拉班将运动分析归纳为流动、空

间、重量和时间四个要素，强调外在运动和内在感受的

双向互动关系（Knapp，1974）。“当人们意识到，能够

通过自己身体的动作，打开自己的心灵时，就为舞蹈治

疗的运用提供了可能性”（郝琦， 2005），所以在舞动

治疗的过程中， 治疗师会根据来访者的身体状态，通过

拉班动作分析更好地帮助来访者用身体表达内心。

3.2  舞动治疗中的音乐元素对比

音乐和舞蹈都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元

素。已有研究表明，音乐对于我们的影响重大，它可

以加强、调节、改善我们的情绪（Kruger & Lammers，

2007）。在音乐、舞蹈与身体律动的关系中，与他人互

动时，音乐会刺激身体的自发运动，从而推进身体对于

节奏的理解，产生积极的情绪（Vuust et al.，2021）。

音乐在舞动治疗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在1967

年蔡斯（Chace）就提出音乐可以帮助舞动治疗的组织

与进行，可以在舞动治疗的前期定下整体基调，可以使

用一些简单而熟悉的音乐形式，如华尔兹等，另一位早

期治疗师莉莲（Lilian）提出建议使用一些可以表达特

殊情感的古典音乐。所以舞动治疗中的音乐又被称为

“积极体验的激活者”“共同促进者”等。在丽贝卡

（Rebekka）的研究中最常使用的音乐是舒缓的器乐音

乐、流行和老歌。器乐最常用于生活饮食失调的来访

者，流行音乐适用于酗酒或滥用药物的患者使用，而

老歌主要用于老年人和痴呆症患者。进一步发现，使

用R&B音乐与精神病症患者有较强的相关性（Gilman，

Hecker & Dieterich-Hartwell，2022）。

目前，中国的舞动治疗中所使用的音乐绝大部分为

西方音乐，国内舞动治疗师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使用频

率较低，多数为西方古典音乐或中国移植的西方音乐，

所以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的使用还需要更多的考察与实

践，继续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强舞动治疗的

本土化。

在当前音乐在舞动治疗中的研究中，缺少的是音乐

在舞动治疗领域使用的经验和机制的说明，而主要明显

的局限性是个人经验居多。由于世界各地不同的音乐和

舞蹈传统，以及不同的情感文化处理，所产生的对于人

的影响也是有所不同（Dieterich-Hartwell，2019）。

4  舞动治疗在中国的实践应用领域

当前，舞动治疗在实践应用领域已取得一定成效，

尤其在对焦虑症、特殊儿童、青少年与大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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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研究较多，但在临床应用中，舞动治疗运用较

少，多数研究仍停留在行为实验和问卷调查阶段。

4.1  心理健康领域

4.1.1  焦虑抑郁

中国本土化的舞动治疗虽发展时间较短，但在疾病

的治疗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当前数量较多的研究

是与焦虑相关。毛琦采用舞动治疗与音乐治疗相结合的

联合表达干预模式，研究表明该方法可有效缓解学生的

各类焦虑与抑郁情绪，促进其心境成长和自我认知（毛

琦，沃尔夫冈·马斯特纳克，余倩，2022）。金钰佳运

用舞动团体辅导治疗，对于高职生的社交焦虑产生了缓

解作用，让学生们更好地找到释放情绪的途径（金钰

佳，2014）。马古兰丹姆的研究显示舞动治疗有助于提

升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同时促进其情绪的正向调节

（马古兰丹姆 等，2019）。在针对青少年的焦虑症缓解

中，庞艺璇针对初中生运用舞动治疗来缓解社交焦虑，

得出结论，初中生的焦虑分数普遍偏高，同时舞动治疗

对于青少年时期的学生也有着显著的作用（庞艺璇，

2018）。加西亚-迪亚斯（García-Díaz）在对比了57人研

究后得出结论，观察到在治疗过程中压抑和焦虑程度有

所下降（García-Díaz，2018）。

布劳宁格（Bräuninger）指出，在舞动治疗对女性青

少年具有正向影响，能够降低其焦虑水平（Bräuninger，

2012）。霍达巴赫什·库拉伊（Khodabakhshi Koolaee）等

人对比30名6至7岁具有焦虑症状的儿童，发现在舞动治

疗后被试的攻击性和焦虑症状明显减轻。纳迪（Nardi）

通过舞动治疗了解到焦虑症儿童的身体和情绪模式，鼓

励儿童用力量、活力和创造力去表达自身，从而缓解焦

虑（Shuper Engelhard，Bat Or & Bresler Nardi，2023）。综

上所述，舞动治疗对于缓解群体的焦虑症状的研究在国

内逐渐增多 ，大多以团体辅导的方式进行且取得了显著

效果，但目前仍缺乏脑神经数据的实证支持。

4.1.2  特殊儿童

国内针对特殊儿童的舞动治疗研究主要聚焦于孤

独症、自闭症领域。当前已有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家

庭中母亲的压力水平和负性情绪显著高于其他困难儿童

家庭或亲子关系不良的家庭（杨想，2023）。对于孤独

症儿童而言，舞动治疗给予的是重新认识自己身体的一

个过程，在不同的个体面前，可以增强孤独症儿童的人

际交流（马古兰丹姆，2020）。而运用凯斯滕伯格动作

侧写（KMP）的理论可以解读孤独症儿童在治疗过程中

从出生之后的各个阶段对于节奏模式的变化过程（王宇

鹿，2021）。整体来说，国内对于特殊儿童的干预还需

要进一步做实证研究，完善舞动治疗中的理论，丰富对

于特殊儿童的治疗手段。

4.1.3  其他

在其他领域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有少数的学

者在针对农村人口和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干预，已有研

究中对于农村儿童，农业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和人际

关系处理有着较好的干预效果（刘珊珊，2021；郝菲，

2020）。而对于中国本土农村中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

为，短时间的舞动治疗有效，但效果较小，还需要不断

持续跟进，同时不断优化干预方案（刘彩蝶，2023）。

4.2  教育领域

舞动治疗在心理学研究中已取得一定进展，而在教

育领域，更需要引入多样化的表达性治疗手段，以应对

不同类型的异常状态。国内已有研究使用KMP对大学生

舞动治疗自尊心研究进行侧写（靳元可，2022）。对于

社会工作者，舞动治疗以具象形式构建督导关系、建立

支持网络等，有效地提高督导成效（阿丽亚，2021），

在当前舞蹈教育领域，动作疗法还需要进行系统性建

设，对于师资的考察和学科特色的构建必不可少（薛武

蕾，2014）。舞动治疗中的“真实动作”技术可以更好

地让大众进行体验式舞蹈（顾丽，2014）。当代的舞者

普遍存在着认同感低等社会现象，但在舞动治疗过程中

重新体验感受自己的身体后，可以重新体会自我价值，

并提高自身的情感表达（顾丽，赵妍，2011），而对于

舞蹈编导的专业学习者，体验舞动治疗可以更好地帮助

学生完成创作，以自身的生命体验去完成对于舞蹈语言

的理解，学生在舞动治疗的过程中既对于自身有着积极

作用，同时提高对于舞蹈编导专业的深化（周玟汐，

2016）。舞动治疗对于其他领域的教育相比舞蹈相关专

业研究更少。在大学生的教育中，生命教育可培养生命

观与生命意识，舞动治疗在其基础上可加强学生对于社

会人际关系的理解，未来还需更好地加强舞动治疗的本

土化，拓展舞动治疗与其他教育融合的可能性。

5  挑战与困境

5.1  专业人才的缺失

舞动治疗起源于西方，所构建的体系是以西方思想

为基础的结构体系。我国在舞动治疗资质认证方面仍处

于探索阶段，开设相关课程的大学也寥寥无几，这使社

会中难免出现一些资质认证不规范的现象。对于专业资

质的认证是对于治疗效果最基础的保障，在国外的专业

认证至少是接受两到三年的专业系统培训，并有长时间

的临床实践。虽然当前已有高等医学院在尝试建立舞动

治疗临床专业（郎莉芬，2017），但面对我国对于艺术

治疗不断扩大的需求，我国舞动治疗师在资质的道路上

任重而道远（任景艳，2014）。

5.2  特殊儿童研究挑战

我国舞动治疗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同类研究成

果交流不足，干预技术、效果评估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

论证，不同地区与国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也是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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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过程中需要考察的重要因素（庞佳，2015）。作为治

疗特殊儿童的“缺陷补偿”机制以及三大心理学流派的

理论依据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沈健，2016）对于不同儿

童的个性舞蹈治疗的评估和测量工作难以标准化（任晨

静，2014）。同时对于特殊儿童缺少长时间追踪研究，

对于治疗后的效果是否有衰败期等目前还没有可参考的

实证研究。

6  未来与展望

舞动治疗源自西方，其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西方特

征。针对国内舞动治疗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政府机构

对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重视也在逐步提高。在临床实践

方面可以增加镜红外等可活动测量仪器，对舞动治疗效

果进行评估，提高舞动治疗效果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对

于特殊儿童的关注增多（任晨静，2014），在舞动治疗

中也可以多加入音乐活动去运用到治疗当中（朱倪萍，

2019），鼓励各大学、中小学和治疗机构增加舞动治疗

课程，并聘请专业的舞动治疗师。推动教育部将舞动治

疗纳入“交叉学科”目录，支持高校开设“艺术治疗”

硕士点（可参考美国ADTA认证体系）。实践与思考并

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舞动”可以与当代的舞动

治疗相结合，取长补短，加速舞动治疗的本土化（杨

阳，2017）。

在当前我国大力发展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推进中

国舞动治疗本土化迫在眉睫。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趋势

下，可以考虑将西方舞动的特点和规律与中国传统禅舞

的相对比，总结出本土化的一些规律，在舞动治疗领域

中，由于中国的舞动治疗发展时间较短，人们更多的认

知是来自于国外对舞动治疗的定义，使用的音乐也是偏

向于西方音乐。但是随着传统音乐的不断推进与传播，

在舞动治疗中使用传统音乐会给人们带来更强烈的归属

感，在舞动治疗的过程中也更容易融入，来访者的参与

感也会更强。中国人在表达情感时相对于西方的表达会

更含蓄一些，所以在舞动治疗或是一些其他活动中，需

要更多的引导与代入。在未来的舞动治疗中，对于中国

本土化的舞动治疗需要有更多的中国民族音乐的参与，

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对于中华民族独有的归属感，可以将

中国传统音乐疗法代入至舞动治疗中，将舞动治疗的本

土化发展更加多样化，更加符合中国人的治疗模式。使

得来访者在参与舞动治疗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出自身的诉

求，得到自己的想要的收获。这样的模式是对于舞动治

疗中国本土化的一种新的尝试，同时也侧面反映出我国

舞动治疗的发展还有着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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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Therapy in China

Qiao Mu Liu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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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xpressive art therapy, dance therapy has been flourishing in the West and is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China, dance therapy was introduced rather late, and the treatment systems adopted are mainly based 
on Western systems. Currently,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such as Laban Movement Analysis, Authentic Movement, 
and Kestenberg Movement Profile continuous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ance therapy in China. Dance therap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recorded in ancient books, yet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ontemporary 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dance therapy can promote its localized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its development statu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Dance therapy; Dance/movement therapy; Expressive art therapy;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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