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舞舞姿 中国舞教学计划(精选5
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中国舞舞姿篇一

中国古典舞chinaclassicdance作为我国舞蹈艺术中的一个类
别，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
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
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古典风格的特色舞蹈。

基本信息

蹈，它还大量保持着戏曲的原态。戏曲中的歌也好，舞也好，
是为了读故事服务的。即便是不唱不白的武戏也还是戏，其
舞对角色行当的从属性也是十分鲜明的。

古典舞从其源来说，是古代舞蹈的一次复苏，是戏曲舞蹈的
复苏，是几千年中国舞蹈传统的复兴。十分明显，它的审美
原则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流传和延续，
是用一根长线从古串到今的，这些原则非但在戏曲中可见，
在唐宋乐舞中，在汉魏"舞戏"中，甚至在商周礼乐中，都能
见其蛛丝马迹它的文化特征，就其流来讲，它是在原生物上
生成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品类，这是一个可以和芭蕾舞、现代
舞相媲美的新的舞蹈种类，这个衍舞种是地道的中国货。

节奏特点



音乐那样强弱相同、有规律的匀速、脉动式的节奏，一般表
现为弹性节奏和点线结合的特点。体现在节奏上多为附
点(抻--赶)或切分(赶--抻)或是两头抻中间赶，或是两头赶
中间抻，或是紧打慢做，或是慢打紧做等等。因此，所形成
的动作的内在节奏，诸如则柔、动静、缓急、放收、吞
吐……抑扬顿挫、点线结合等，从而产生我们特定的动律特
点和韵律感。

身法韵律的贯穿

身段课提炼的身法韵律是我们基训课必须加以贯穿的，而且
要从基训的风格性、身体艺术表现力和技巧的民族性的高度
在基训课中加以结合和运用，并逐渐形成基训教材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比如在动作中贯穿提、沉、冲、靠、含、腆、
移、旁提的动律元素;贯穿呼吸的要求;贯穿节奏特点的要求;
贯穿手、眼、身、法、步的要求。例如对手的要求包括指、
腕、肘、臂、肩的训练;一个是能力、幅度上的提、拉、抻、
拔的功能素质训练;一个是意念、感受上的艺术素质训练。只
有这样才能体现民族舞的"神、气、韵"，才能打破基训课的
芭蕾化倾向及体操、杂技化的倾向;才能改变基训课在训练上
的纯功能化和僵、死、板的倾向。同时也解决了组合的语言
性，以及让身法与民族技术、技巧的.能力、素质训练结合起
来。

民族特性

(一)旋转的特点

1、中国古典舞基训中的旋转技巧，以拧倾形态的舞姿结构为
主要特色，与芭蕾舞基训中的旋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芭蕾
舞基训中的旋转都是直体的，大都在额状面的基础上进行立
体构图和塑造形象，因此，动作长而舒展，延伸感强。身体
的带动,手臂的带动,跨的带动都非常重要,旋转靠的就是全身
的协调。



而中国古典舞基训中的旋转，除了有直体旋转之外，很大的
特点是身体形态在拧倾旋转的舞姿造型上的转，特别是"倾"
的平衡重心上的转，是在上下身成子午相的基础上进行立体
构图塑造形象的。所以动作显出婉转中的修长，急带腾空中
的延续，以及旋转螺形的变化，如反掖腿仰胸转，后退侧身
转。

2、以腰带动转的特点，形成中国古典舞基训中转的起"法儿"
的多种多样，而且多般是在动的过程中起的"法儿"。如大掖
步转、扫堂探海转。

3、中国古典舞基训中民族舞姿转"身法性"很强，有一部分民
族舞姿转，可以说是身法的待续和夸张。

4、民族舞姿转的流动性与复合性比较强，空间变化幅度大，
比如有由下往上的转或由上往下的转，还有在转的过程中各
种舞姿的复合和流动的特点。

民族舞姿转的发展仅仅是个开始，还大有余地，还有很好的
前景。

(二)翻身的特点

翻身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民族技巧。它的种类样式之多，变化
之精彩，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所无可比拟的。

翻身是中国古典舞基训中独特的技巧形式，它是以腰为轴，
身体在水平线倾斜状态下的翻转。动作自始至终贯穿着拧、
仰、俯和旁提的形态。

1、民族性强

翻身这种技巧形式充分体现了古典舞的审美特征和动的特点，
而且它和身法的结合也最紧密。因此，它的民族性很强。



2、形象性强

翻身在空间运动中形象鲜明，如"探海翻身"、"蹁腿翻身"等
大幅度的慢翻身，在空间的弧线运动连绵圆润，犹如波浪起
伏;"点步翻身"敏捷快速，急如闪电;连续"串翻身"，像车轮
滚滚，形象性很强。

3、表现力强

近年来，翻身有了新的发展，结构形式丰富了，加强了流动
性和复合性，加强了对比性，除了性格刚柔、急缓、大小、
快慢的对比，作为中国古典舞基训中技巧的训练内容和表现
手段，它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更好地展现我们民族的民
族特性。

(三)弹跳的特点

中国古典舞基训中的弹跳，在用力的方法上要求轻、漂，要
求运动过程中松紧结合，发力要集中，过程的速度要快，讲
究"发力在根，用力在梢"，讲究"寸劲"。

在弹跳方面，我们民族的特性也越来越明显，难度越来越大。

1、把原来的民族技巧加以出新和加强难度。

2、加强"身法"性:把地面的身法动作向空中发展。在跳的过
程中呈现拧、倾、翻、闪、展、腾、挪。

3、空中的横向转体有了新的发展，这显示了我们民族技巧的
特点和技巧性的加强。

4、高低对比，起伏跌宕，对比鲜明是中国古典舞弹跳的又一
特点。

5、由于弹跳技巧的爆发力量，为弹跳技巧复杂性的发展提供



和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在弹跳的复合技巧上有了大幅度的发
展。

6、在空中变方位也是古典舞跳跃的特点。

7、弹跳和武功技巧相结合。

无数的身法和技术是古典舞所要吸收的重要方面。但其训练
目的却不尽相同。武术的训练是以技击和攻防为目的的，舞
蹈的训练则是以塑造人物的形象、刻划人物的性格为目的。

8、与身法结合，形成和加强了古典舞跳跃进的流动性和语言
性及风格特点。

观赏有感

赏中国古典舞蹈及中国民间舞蹈有感

通过一个学期对中国古典舞蹈及中国民间舞蹈的学习及赏析，
对舞蹈有了初步的了解。了解到舞蹈也是有内涵的。并不只
是肢体的扭动而已。而是通过肢体语言，形象的，甚至有些
夸张的表现出艺术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无比神奇的。我也
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了解到各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起源、
体态特点、道具等;了解到到古典舞的故事性;了解到芭蕾舞
的高雅;了解到校园原创舞蹈的活泼多变。欣赏舞蹈让人心情
舒畅，受到感染。

通过舞蹈形象的感知与人物在舞台上的动作及其所表现的思
想感情，让我受到艺术的感染，激发起情感的冲动，进而理
解体会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表现的主题思想。舞蹈欣赏也是
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在欣赏舞蹈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联
系自己的生活经历，激发起记忆中有关的印象经验，引起情
感上的共鸣，通过一系列的想象、联想等形象思维活动来丰
富和补充舞蹈作品中的舞蹈形象，从而能在观赏舞蹈作品的



过程中体会到更为宽广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初次上舞蹈鉴赏课，老师就让我们欣赏了中国各个地方的民
族民间舞蹈。民间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形象生动。中国
民族民间舞蹈是一组种类繁多、风格浓郁的民族民间舞蹈集
合体的体现。有蒙古舞、傣族舞蹈、藏族、以及汉族东北的
秧歌、云南"花灯"、彝族、鲜族长鼓演奏法等多种舞蹈。其
中蒙古舞比较粗犷、奔放、热情，用很大的力却跳得很轻快。
族舞，从头、肩、腰、臂、肘、膝、脚都有动作，传神的眼
神更具代表性。例如:摘葡萄、天山女工等。东北秧歌在风格
上既有火爆、泼辣的特点，又有稳静、幽默的特点。动作既
哏又俏，既稳又浪(浪，即欢快俊俏之意)，而且稳中有浪，
浪中有稳，刚柔结合，不能扭扭捏捏缠绵无力。民族舞道具:
手绢、扇子、花绸、头上戴的帽子、面具、腰里绑的腰鼓、
腰铃、脚踏的高跷，以及伞、灯、刀、剑、棍等。中国民族
民间舞蹈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时代性的舞种和体系，
有中国特有的审美特征和美学规范。通过对民族舞的学习，
我中国的民间艺术，中国的民族风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古典舞是在民族民间传统舞蹈、戏曲舞、中国武术的基础上，
经过历代专业工作者提炼、整理、加工、创造，并经过较长
时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被认为是具有一定典范意
义的和古典风格特点的舞蹈。一般来说，古典舞都具有自娱
自乐，叙事性强、有事情节的特点。其体态特点是拧、倾、
圆、曲、收、放、含、仰。比如:汉风丽影、蹴鞠、封剑等。
看了以后我才知道，人类的腰是可以弯成那种角度的。柔韧
性真是不可思议，人人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知
道他为了把腰弯成那样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古典舞，给了我
一种震撼，让我知道了舞蹈也是有灵魂的。

芭蕾舞:芭蕾"起源于意大利，兴盛于法国。其主要是女演员
要穿上特制的足尖鞋立起脚尖起舞。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舞台
艺术，芭蕾17世纪在法国宫廷形成。芭蕾舞的代表作品有
《天鹅湖》、《仙女》、《胡桃夹子》等。19世纪中叶以后



出现大量优秀的芭蕾舞剧音乐，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芭蕾舞给人一种高雅的感觉。

校园原创舞蹈是和我们大学生的生活最近的舞蹈，它注意队
形的变换，动作简单，节奏感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校
园e时代》，它用富有幽默的动作真实的展现了校园网络的情
景。现在是一个网络和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大家都喜欢上
网。反映了和我们一样的真实情景，让我们产生共鸣。

舞蹈是一种容空间性、时间性和综合性的动态造型艺术.舞蹈
是美的艺术,美在其中,乐在其中;舞蹈是情的艺术,情在其中,
意在其中。我们在欣赏舞蹈艺术作品时,也正是由于它的这些
艺术特性,它完整的艺术形象和外延出来的情感所创造的意境,
才真正地打动着我们的心灵,触发着我们的想象。总之，通过
这个选修课学习，使我对舞蹈有了新的认识。并不只是看舞
蹈演员的，形体，而是尽量的体会演员所想表达的意义。运
用老师课题上的讲解站在全新的角度上理解舞蹈。

基本舞姿

中国古典舞蹈中的舞姿是非常丰富的，它的基本动作具有高
度的雕塑性。它不仅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舞蹈动作，也使跳
跃、旋转与翻身等技巧具有强烈的雕塑性。基本舞姿要求腿
部、躯干、手臂、头和眼睛(视线)等动作有高度的协调性。
因此，基本舞姿的训练实际上也是掌握古典舞风格的手段。

由于在基本舞姿训练时往往是将一腿静止另一条腿在空中运
动形成各种姿态，因此，腿与上身都要有很好的控制能力，
所以舞姿也可称为控制动作。这种控制能力是舞蹈中最重要
的基本能力之一。

1、抬前腿、旁腿、后腿(原地，带辗转的，带半环动和全环
动的;或从一个舞姿经辗转或经半脚尖立变成另一舞姿)



2、大射雁

3、金鸡独立(原地，带辗转)

4、踹燕(原地，辗转变成探海)

5、探海(原地，辗转变成踹燕)

6、斜探海(原地，带辗转)

7、躺身旁腿

8、软踹燕(女)

9、后腿侧身(原地，带辗转)

10、掀身探海(女，原地，带辗转)

11、拧身探海(男，原地，带辗转)

12、紫金冠(女)

13、老鹰展翅(男)

14、商羊腿(男，原地，带辗转)

15、商羊腿踹燕(男)

要求:

1、基本舞姿练习可采用两种速度:大多是用徐缓慢速形成舞
姿后短暂静止。其次，是用快速形成舞姿后，短暂静止。

2、可以将两个以上的基本舞姿组合起来练习，即从一个舞姿
到另一个舞姿。



3、组合时可以选用下列动作作为衔接或结束:各种姿态的腰
的动作，步法、旋转、翻身、中跳和大跳等动作。1、抬前腿、
旁腿、后腿(原地，带辗转的，带半环动和全环动的;或从一
个舞姿经辗转或经半脚尖立变成另一舞姿)

结语

中国古典舞已初步形成我们民族自己的一套训练系统，而这
套系统已具有比较强的民族特性，有我们民族的审美特征和
美学规范，有我们的难度和艺术表现力，是其它训练体系所
代替不了的。

通过充分了解这些技术、技巧的民族特性，以便于在训练过
程中更好地掌握其动作要点，也能够让我们充满信心。李正
一教授在诠释"古典舞"时这样讲道:不是古代舞蹈的翻版，这
是建立在浓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适应现代人欣赏习惯
的新古典舞。它是以民族为主体、以戏曲、武术等民族美学
原则为基础，吸收借鉴芭蕾等外来艺术的有益部分，使其成
为独立的、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舞种和体系。

中国舞舞姿篇二

中国舞是一门独特而辉煌的艺术形式，它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通过学习和实践，我对中国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并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在这篇文章中，我将
分享我对中国舞的心得体会，希望能够对广大爱好者们提供
一些启发和思考。

首先，中国舞注重内外兼修。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内在的
修养和外在的表演完美结合。而在中国舞蹈中，这个原则被
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舞姿舞步，都需要演员同时注重舞
蹈技巧和情感表达。我们曾多次接受老师的指导，学习如何
将舞蹈的技术和身体的力量完美地结合起来。通过这样的训
练，我发现内外的修炼是紧密相连的，只有技巧和情感的和



谐统一，才能真正感染观众，传达舞者的表达意图。

其次，中国舞强调身心合一。在中国舞的表演中，舞者需要
将身体和心灵完全融入舞蹈中，使舞蹈表现出最佳的效果。
这需要我们学会放松身心，感受音乐的流动和舞蹈的节奏。
在舞台上，我曾有过一次失误，感觉自己的身体僵硬，舞步
不流畅。当我反思起来时，我意识到那时自己还没有完全将
心思放在舞蹈中，所以出现了失误。从这次经历中，我深刻
认识到了舞者的身心合一的重要性，只有在全神贯注的状态
下，我们才能够真正呈现优美的舞姿。

同时，中国舞诠释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舞蹈正
是通过表演舞姿、形象以及音乐，将中国民族文化生动地展
现出来。我曾参与过一次关于中国古代故事的舞蹈表演“红
楼梦”。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了舞蹈与中国传统文
化的紧密联系。每一个舞步、每一个舞姿，都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通过学习中国舞，我在体验舞蹈的美
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此外，中国舞教会了我坚持和付出的重要性。学习中国舞需
要长期的坚持和付出。舞蹈技巧的掌握、舞台表演的经验积
累，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和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
现了自己对舞蹈的热爱和执着。每一次跳舞，都令我感到欢
愉和满足。舞蹈让我学会了面对困难时不轻易放弃，坚持努
力。通过中国舞，我明白了付出和坚持的重要性，这也成为
了我在其他领域持续努力的推动力。

最后，中国舞是一门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艺术形式。即便
学习了基本的技巧，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创意来展现舞蹈
的美。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尝试不同的舞
蹈风格和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创作潜力，
并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感受。与此同时，我也
学会了欣赏和尊重他人的创作。



综上所述，学习中国舞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中国舞
的内外兼修、身心合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付出以及
创造力想象力，这些都是独特而珍贵的人生体验。通过我的
努力和不断的实践，我相信我能够在中国舞蹈领域中展现出
更好的自己，同时也愿意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中国舞的魅力
并为它的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舞舞姿篇三

中国舞是一门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它在表达情感、展示
优美舞姿以及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一名
中国舞爱好者，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舞的魅力和优雅。通过
长时间的练习和观摩，我对中国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从
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收获与体会。

第二段：技巧与表达

中国舞技巧繁多，我曾锻炼过像齐步、换脚、旋转、跳跃等
基本动作。通过不断的锻炼和努力，我逐渐掌握了这些技巧。
在舞蹈表演中，技巧的运用不仅仅是完成动作，更重要的是
通过技巧来传达情感和表达内涵。在舞蹈中，我学会了将自
己的情感融入到舞蹈中，通过姿势、表情和舞步来讲述一个
故事，这为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

第三段：体验与沟通

参与中国舞的表演和赛事活动，我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地区
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通过共同的爱好，我们建立起了深厚
的友谊。在排练和表演过程中，舞者之间的默契和团队合作
对于一场成功的演出非常重要。通过相互配合、交流和互动，
我们不仅学到了更多关于中国舞的知识和技巧，更学会了与
人合作和沟通，培养了自己的合作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

第四段：文化传承



中国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
文化内涵。作为中国舞爱好者，我认为我们有责任传承和弘
扬这一优秀的艺术形式。通过学习和演练中国舞，我们能更
好地了解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丽与智慧。在今天全球化
的大背景下，中国舞也成为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之
一。

第五段：个人成长与反思

通过参与中国舞的学习和演出，我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审美意
识和艺术修养，更培养了自信、坚持和毅力。在排练和演出
中，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但正是这些挑战和困难
塑造了我坚强的意志和勇敢面对困难的决心。中国舞教会了
我如何通过努力与付出获得进步和成长，同时也让我更加珍
惜每一次舞蹈的机会，明白了汗水背后的价值。

总结：

通过学习中国舞，我不仅仅获得了技巧和表达能力，更培养
了自己的自信和坚持。中国舞的独特魅力和精深内涵让我深
深被吸引，在这门艺术形式中，我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自身
的价值。我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和坚持，每一个舞蹈者都能
在中国舞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收获。让我们共同热爱中国
舞，传承和发扬这一古老而美丽的艺术形式。

中国舞舞姿篇四

中国舞融合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形成了独特
的艺术形式。我有幸参与学习中国舞，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
了许多。在这里，我将总结一下我对中国舞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国舞注重内涵的表达。相比于西方舞蹈强调的外在
美，中国舞更加追求内心的感受和情感的表达。在学习中国
舞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舞蹈并不仅仅是一种动作的表演，更



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和情感的宣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通过身
体的表达来传达出自己的心声，这就要求舞者拥有高度的情
感和表达力。通过学习中国舞，我更加懂得了舞蹈艺术的深
邃和内涵。

其次，中国舞强调身心的协调与统一。中国舞强调的是舞者
对身心的完美掌握，要求舞者在演绎舞蹈的过程中能够做到
心身一致。这种协调与统一要求舞者具有强大的体能和灵活
的身体素质，同时还需要内心的宁静和集中。通过反复的练
习，我渐渐明白了舞者需要在舞蹈中保持一种平衡和统一，
才能达到最佳的舞蹈效果。这种身心的协调与统一不仅体现
在舞者的动作上，还包括舞者对音乐的感应和对舞台空间的
运用。只有把身心和环境完美融合，才能达到独特的艺术效
果。

再次，中国舞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舞融合了丰
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如中国戏曲、民间舞蹈以及各种节
日庆典等。学习中国舞的过程中，我不仅学到了舞蹈的技巧
与动作，还深入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舞的传承与创
新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传承是重要的基础，而创新则是
不断发展的动力。在学习中国舞的过程中，我明白了要想创
新出有独特风格的舞蹈作品，必须对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之心，
同时又要敢于拓展边界，引入新的元素与观念。

另外，中国舞注重团队合作与协同性。中国舞作为一种群体
艺术形式，要求舞者在舞台上能够和其他舞者密切配合，形
成一个紧密的团队。在学习中国舞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合
作与协同的重要性。只有团队成员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信任，
才能创造出优秀的舞蹈作品。此外，中国舞还注重舞者个体
与群体的统一，要求舞者在舞蹈中保持自身的特点和风格，
同时又要与整体舞蹈形成和谐的统一。这种团队合作与协同
性的精神在学习中国舞的过程中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后，中国舞激发了我对艺术美的追求。中国舞的美是一种



内敛而深邃的美，它不同于西方舞蹈的张扬和放纵，而是追
求一种质朴和淡泊的境界。学习中国舞让我对艺术美的追求
变得更加执着和坚定。通过舞蹈的表演，我能够感受到自己
的内心世界的沉淀与升华，同时也能够传递出对美的追求与
热爱。

总之，学习中国舞让我收获颇丰。中国舞不仅教会了我舞蹈
技巧与动作，更让我懂得了舞蹈艺术的深沉内涵和博大精深。
通过中国舞，我进一步明白了身心协调与统一的重要性，体
验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魄力，学习到了团队合作与协同性
的精神，更激发了我对艺术美的追求和热爱。我将会继续坚
持学习中国舞，不断提升自己，为中国舞的传承与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中国舞舞姿篇五

一级文物指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
物，为中国对可移动文物的分类的最高级别。

定级标准

历代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科学发明创造的特别
重要的代表性文物；

各个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时期的特别重要的代表性文物；

历代反抗剥削、压迫和著名起义领袖的特别重要的代表性文
物；

中华民族抗御外侮，反抗侵略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
特别重要的代表性文物；

各个民族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工艺美术、宗教信仰的具有
特别重要价值的代表性文物；



中国古旧图书中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代表性的善本；

其他具有特别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

定级标准举例

玉、石器，时代确切，质地优良，在艺术上和工艺上有特色
和有特别重要价值的；有确切出土地点，有刻文、铭记、款
识或其他重要特征，可作为断代标准的；有明显地方特点，
能代表考古学一种文化类型、一个地区或作坊杰出成就的；
能反映某一时代风格和艺术水平的有关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
的代表作。

陶器，代表考古学某一文化类型，其造型和纹饰具有特别重
要价值的；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三彩作品中
造型优美、色彩艳丽、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紫砂器中，器
形完美，出于古代与近代名家之手的代表性作品。

瓷器，时代确切，在艺术上或工艺上有特别重要价值的；在
纪年或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造型、纹饰、釉色
等能反映时代风格和浓郁民族色彩的；有文献记载的名瓷、
历代官窑及民窑的代表作。

铜器，造型、纹饰精美，能代表某个时期工艺铸造技术水平
的；有确切出土地点可作为断代标准的；铭文反映重大历史
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或书法艺术水平高的；在工艺发展史
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

铁器，在中国冶铸、锻造史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的钢铁制
品；有明确出土地点和特别重要价值的铁质文物；有铭文或
错金银、镶嵌等精湛工艺的古代器具；历代名人所用，或与
重大历史事件有直接联系的铁制历史遗物。

金银器，工艺水平高超，造型或纹饰十分精美，具有特别重



要价值的；年代、地点确切或有名款，可作断代标准的金银
制品。

漆器，代表某一历史时期典型工艺品种和特点的；造型、纹
饰、雕工工艺水平高超的；著名工匠的代表作。

雕塑，造型优美、时代确切，或有题记款识，具有鲜明时代
特点和艺术风格的金属、玉、石、木、泥和陶瓷、髹漆、牙
骨等各种质地的、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雕塑作品。

石刻、砖、瓦，时代较早，有代表性的石刻；刻有年款或物
主铭记可作为断代标准的造像碑；能直接反映社会生产、生
活，神态生动、造型优美的石雕；技法精巧、内容丰富的画
像石；有重大史料价值或艺术价值的碑碣墓志；文字或纹饰
精美，历史、艺术价值特别重要的砖瓦。

书法、绘画，元代以前比较完整的书画；唐以前首尾齐全有
年款的写本；宋以前经卷中有作者或纪年且书法水平较高的；
宋、元时代有名款或虽无名款而艺术水平较高的；具有特别
重要价值的历代名人手迹；明清以来特别重要艺术流派或著
名书画家的精品。

古砚，时代确切，质地良好、遗存稀少的；造型与纹饰具有
鲜明时代特征，工艺水平很高的端、歙等四大名砚；有确切
出土地点，或流传有绪，制作精美，保存完好，可作断代标
准的；历代重要历史人物使用过的或题铭价值很高的；历代
著名工匠的代表作。

甲骨，所记内容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龟甲、兽骨比较
完整的；所刻文字精美或具有特点，能起断代作用的。

玺（玉玺）、印（印章）、符、牌，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官
私玺、印、封泥和符牌；明、清篆刻中主要流派或主要代表
人物的代表作。



钱币，在中国钱币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地位、具有特别重
要价值的历代钱币、钱范和钞版。

牙骨角器，时代确切，在雕刻艺术史上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
反映民族工艺特点和工艺发展史的；各个时期著名工匠或艺
术家代表作，以及历史久远的象牙制品。

竹、木雕，时代确切，具有特别重要价值，在竹木雕工艺史
上有独特风格，可作为断代标准的；制作精巧、工艺水平极
高的；著名工匠或艺术家的代表作。

家具，元代以前（含元代）的木质家具及精巧冥器；明清家
具中以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梨、乌木等珍贵木材制作、
造型优美、保存完好、工艺精良的；明清时期制作精良的髹
饰家具；明清及近现代名人使用的或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家
具。

珐琅，时代确切，具有鲜明特点，造型、纹饰、釉色、工艺
水平很高的`珐琅制品。

织绣，时代、产地准确的；能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工艺水平的
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不同织绣品种的典型实物；色彩艳丽，
纹饰精美，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著名织绣工艺家的代表作。

古籍善本，元以前的碑帖、写本、印本；明清两代著名学者、
藏书家撰写或整理校订的、在某一学科领域有重要价值的稿
本、抄本；在图书内容、版刻水平、纸张、印刷、装帧等方
面有特色的明清印本（包括刻本、活字本、有精美版画的印
本、彩色套印本）、抄本；有明清时期著名学者、藏书家批
校题跋、且批校题跋内容具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的印本、抄
本。

碑帖拓本，元代以前的碑帖拓本；明代整张拓片和罕见的拓
本；初拓精本；原物重要且已佚失，拓本流??代及清代以前



有历代名家重要题跋的拓本。

武器，在武器发展史上，能代表一个历史阶段军械水平的；
在重要战役或重要事件中使用的；历代著名人物使用的、具
有特别重要价值的武器。

邮品，反映清代、民国、解放区邮政历史的、存量稀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邮票和邮品。

文件、宣传品，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内容重要，具有特别重
要意义的正式文件或文件原稿；传单、标语、宣传画、号外、
捷报；证章、奖章、纪念章等。

档案文书，从某一侧面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
制度和土地、人口、疆域变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
人物事迹的历代诏谕、文告、题本、奏折、诰命、舆图、人
丁黄册、田亩钱粮簿册、红白契约、文据、书札等官方档案
和民间文书中，具有特别重要价值的。

名人遗物，已故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人物、各民主党派著名
领导人、著名爱国侨领、著名社会活动家的具有特别重要价
值的手稿、信札、题词、题字等以及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用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