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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策划

◎王灵祥
摘要：群众文化的广场舞是顺应现代社会发展以群体舞蹈组织形式为满足人民群众个体精神需求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交

际舞种，尤其适用于中老年群体，且日益呈现出向年轻群体扩展普及的态势。群文舞蹈与大型晚会的组织与开展在现代生

产与生活中具有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作为一种群文文化载体，其发展日渐趋向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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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

策划的现状

（一）服务对象广泛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活水

平与质量取得了质的飞跃与进步，随之而

来的是与日俱增的精神层面的追求，而群

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策划成

为较为普遍的、受大众认可与欢迎的主流

方式，具备了较为广泛的参与和服务对象，

作为一项有利于调节身心压力的低成本活

动，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选择并参与这一

类文化活动。

（二）选题用材适宜

艺术创作具备自由性、自发性等特点，

但是考虑到文化受众的总体素养和社会主

流价值观导向，艺术题材的选择需要局限

在一定的范围，才能保证艺术在实现百花

争鸣的过程中实现健康、长远的发展，永

葆生命力。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

组织和策划充斥在大众的生活中，它之所

以能够被广大群众认可，不仅在于其呈现

出的视觉享受，更在于其所传达出来的价

值观与群众思想的相符，由此可见，群文

舞蹈和晚会文化以其通俗化的质感和共情

式的选题俘获大众。

二、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

策划的成因

（一）社会的群体性质

群文工作由于职能所在，是开展群众

文化活动的组织、指导和辅导者。群众文化

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策划无论是在

前期筹备组织阶段，还是在中期进行阶段，

都离不开集体运作，必须要借助多方力量合

作完成，这类活动的根本特性就是群体性，

其存在的主要原因本质上是其群体性质。

（二）人类的精神需求

群文舞蹈和大型晚会的艺术性能够满

足参与者的精神追求，它具有很强的凝聚

力和向心力，将诸多具有个性差异的个体

凝聚到一起，为素不相识或者鲜少交流的

人群提供广阔的情绪舒缓平台，产生无影

无形的心灵共鸣。精神需求是更高层次的

需求，对精神需求的灌输是一种身心俱有

的极致享受，正是精神需求在现代化社会

中潜移默化地普及在大众的意识当中，群

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策划才

会实现普及化发展，并迅速延伸到年轻化

群体之中。

三、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

策划的意义

（一）强化人际交往

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

策划所表达的是参与者真情实感的表露，

在公共环境中以主动参与的方式释放出

个体情感信号。在快节奏主导的当代社会

中，人们大多数容易处于一种高压与不安

状态，究其本质是由于受到外在环境的影

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际往往处于表

象层面，心灵的交流缺乏一定的归属感，

加之网络时代的到来更是使人际交往能力

弱化、人际沟通频率低迷，个体情感难免

无处搁置。其次，人类情感的输出一般是

通过言语交流的形式，当言语交流无法满

足人们的期待，肢体上的情感表现能够丰

富而形象地加以补充。

 （二）提升体质素养

随着物质生活的稳步提高，随之而

来的是大多数个体在幸福、充裕生活中滋

生出的体质问题，群文舞蹈步入大众的视

野后其兼顾着文艺学习、压力缓解与健康

维护等多重作用。一方面，群众文化的广

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策划能够让参与者

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体力运动与活动，

实现在愉悦情绪的同时兼顾身心体质的健

全。另一方面，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

晚会组织和策划可以培育参与者的审美能

力，其对大众吸引力的最外在表现就是美

感和享受感，以深入群众、贴近生活的艺

术形式将自身的美感与感染力呈现给大

众，与广大群众的审美共识相契合，在呈

现美的同时创造美，在创造美的同时培育

美，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足以让参与者

的素养提升于无形之中。

（三）促进社会和谐

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和

策划都是基于群众化参与的多人协同合作

的产物，并非凭借个人之力所能实现。其

在推进社会人际交流的同时为大众提供了

公平参与的机会，使社会能够和谐有序发

展。群文舞蹈本身的特性既能够满足人们

对文化生活的追求，又能够促进社会的和

谐发展。集体性的活动建立在参与者的互

相理解、陪伴、支持、合作、帮助之上，

彼此拉近距离、加深了解，将情感融于肢

体语言，以艺术文化搭建起协作的桥梁，

打造出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四、结语

群众文化的广场舞和大型晚会组织作

为一种群体共同认可并参与的文艺社交形

式，在提升参与者自身素养的同时带来的

是无形却显著的社会效益。它是社会群众

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响应着国家文

化繁荣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经济快速发

展背景下的时代潮流，群文舞蹈在多元化

发展的过程必须要保持对人民群众价值观

与接受度的一致性，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

众服务并致力于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

实质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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