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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教学模式在现代教育中的优势愈

加明显，互联网技术、创新思维的渗透给高校民族民间

舞蹈教学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它满足了舞蹈教学的多

元化发展需求，更注重教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根本，将舞

蹈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激发

了学生的舞蹈灵感，对学生的舞蹈职业发展具有显著意

义。所以，教师要充分遵循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规律，

学生的需求和特点，积极探索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创新教

学模式，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切实提高舞蹈教学水平。

1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创新原则

1.1 教学方法网络化原则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成为人们生活生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教师更要转变教学观念，尽快适应现代化教育需

求，主动学习和应用互联网，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革创新

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模式，开展网络化教学，探究新

时代民族民间舞蹈发展理念，通过信息化技术将课上课

下教学融合，促进教学质量和效率的不断提高。同时，

教师要善于发挥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合理设计舞蹈教学

方案，丰富舞蹈教学内容，开阔学生视野，增加学生兴

趣，优化舞蹈教学资源。

1.2 教学互动化原则
教育离不开沟通、互动和创新，艺术教育的发展更

是如此。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断交流碰撞，才形

成当今多元化发展的文化背景。所以，在民族民间舞蹈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教学和

行业之间的互动交流。通过互动，教师能够及时发现教

学的不足，促进教学方法的不断改革创新；学生能够增

长见识、拓宽专业知识面，提升自我舞蹈文化修养。

1.3 教学社会化原则
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要遵循社会化原则，将舞蹈

教学的创新发展融合时代精神和社会需求，让民族民间

舞蹈的时代精髓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不断酝酿沉淀。因此，

教师要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迈出去，融入网络媒体的

大环境中，学习借鉴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接受新时代

舞蹈艺术理念的冲击，在丰富舞蹈理论知识的同时开阔

教育视野，从而引领舞蹈教学创新发展。

2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创新途径

2.1 创新教学模式
借助互联网的快捷方便优势改革创新教学模式，通

过网络资源学习舞蹈，促使课上课下舞蹈教学进行无缝对

接，打破常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获取

学习资源，自主学习民族民间舞蹈的理论知识，利用网

络数字化技术分解舞蹈动作，强化舞蹈动作练习，提高

舞蹈学习的开放性、灵活性。通过创新教学模式，让学

生能够更为细致全面的获取到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资源。

2.2 创新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比如借助微信、微博、

腾讯等网络沟通平台建立高效互动渠道，灵活沟通方式，

融洽师生关系，促进教学更具时效性、互动性。同时，

利用微课、慕课教学手段实施教学活动，教师通过网络

管理平台分享教学资源、交流教学经验，使教学手段呈

现多元化发展，以此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民族民间舞蹈教

学氛围。

2.3 创新教学实践方法
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大大提高

了教学的开放性。凭借互联网渠道，学生不走出课堂就

能通过网络了解到丰富的民族舞蹈文化、民族本土风情，

对民族民间舞蹈的内涵和舞蹈动作了解更为透彻，开阔

学生的舞蹈文化视野，拓展了教师的实践教学方法。在

互联网背景下，民族民间舞蹈实践教学能够借助互联网

平台，融入民资舞蹈文化和特点，使得舞蹈教学活动更

为贴近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环境的需求。

2.4 创新教学内容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不能封闭教学理念，要在保留自身

舞蹈内涵的基础上创新教学内容，做到与时俱进和时代

接轨。教师要正确看待舞蹈理论和舞蹈实践、传统教育

和现代教育、民族舞蹈和国际舞蹈的关系，充分应用互

联网资源、发挥互联网优势，积极推动民族舞蹈专业学

生的全面性发展。合理整合互联网资源，创新舞蹈教学

内容，丰富舞蹈教学层次，以实践为导向创新民族民间舞

蹈教学方法，探究民族民间舞蹈的时代精神和面貌，传承

舞蹈文化和内涵，让我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不断发扬光大。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方法创新分析

朱怡璇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河南郑州 450046）

【摘 要】 当今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受到广泛应用，现代教育随之发生巨大变革，新的教育模式给传统教育增添
了新的活力元素，有效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因此，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从而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本文以互联网背景为依托，探讨高校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创新路径，分析新教
育模式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促进教学的创新发展，提高舞蹈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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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模式

3.1 互联网课堂教学模式
利用新时代互联网教学模式，实现舞蹈教学网络资

源时事传输共享，尤其在课堂之外，通过网络开展教学，

达到无障碍师生互动，充分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学

理念，将教师的引导作用全面发挥出来。利用网络课堂开

展舞蹈教学，教学内容通过视频展现更为直观，不同层次

的学生根据自身舞蹈功底进行强化训练，视频教学中一些

细化分解动作能够帮助学生完成舞蹈练习、规范舞蹈动

作。同时，与传统舞蹈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教学优势

显著，单凭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学生难以勾画出舞蹈的

具体形象，例如北方的秧歌舞要用到彩绸、手帕等道具，

通过网络视频播放舞蹈展现动作的形式和氛围，才能让

学生将舞蹈技术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了解秧歌舞的内涵特

点，激发学生探究舞蹈技巧的热情，提高教学质量。

3.2 利用手机自媒体软件教学模式
在现代网络信息社会，人们的生活都已离不开手机，

智能手机作为最为普及的网络自媒体工具得到广泛应用。

因此，利用手机软件创新教学模式将是一项重要举措，充

分发挥手机自媒体的强大功能和方便快捷的优势，将其作

为一种新的教学载体能够迅速获得现代学生的青睐。学生

可以通过手机应用商店客户端下载舞蹈教学 App应用软
件、学习资源。打开手机中舞蹈圈应用软件，在软件首

页就有大量关于舞蹈方面的信息出现，学生可以根据自

身需求和爱好去选择舞蹈种类进行针对性学习，并按照

自身舞蹈功底进行某一个动作、舞蹈的重复练习，学生

还能借助该应用软件展开搜索和线上交流。同时，智能

手机的微信功能全面，其中包括有众多的学习阅读公众

号，学生可以关注舞蹈教学小程序、公众号平台，获取

大量的舞蹈学习资源和信息，了解舞蹈行业的最新资讯，

不断积累和更新专业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开展舞蹈学

习。此外，教师也可以针对性提供一些舞蹈教学公众号或

APP应用给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舞蹈技术、舞蹈资讯的探
讨和交流，积极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教学相长。

3.3 互联网碎片式教学模式
舞蹈艺术教学不同于其他教学的表现形式，很多时

候要在舞蹈理论的基础上依靠身体动作和语言来展示，

所以利用互联网碎片式教学模式，能够将课堂教学快速

延展，为学生创建一个良好的学习平台，让学生能够有

足够的舞蹈训练机会，促进其舞蹈修为在学习的过程中

慢慢提高。在此教学中，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为民族民间

舞蹈碎片式教学提供了先机，让教师能够及时获取学生

的学习动态，并对其学习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和反馈；

其次，互联网上丰富的教学素材有利于学生展开深入的

舞蹈学习，研究舞蹈动作和技巧，提高自我学习能力，

发挥创新意识；碎片式教学更具灵活性、及时性，给课

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动。因此，教师要将民族民间舞

蹈教学与互联网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则更有利于舞蹈教

学的有效实施。

3.4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以互联网教学为依托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更

大化拓展学生的学习思维和空间。课堂教学不以理论知

识传授为主，留给课堂更多的思考空间以及教学指导时

间，以此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教师将舞蹈

实践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部分着重探讨分析，有利

于帮助学生加强舞蹈实践能力，促进舞蹈教学模式创新

发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学生要具备更强的自我

学习能力以及学习主动性，同时教师也要加强教学监督，

积极发挥教学引导作用，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作为指导者

参与其中。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标准的要求，

教师需要根据教学进度、学生学习情况对做好课堂设计、

课中引导以及课后辅导。首先，教师要查阅大量网络教学

资源，整合课程素材，将理论知识以简单易理解的形式

呈现在学生面前，录制舞蹈动作视频传输到学习平台上，

让学生随时可以自主学习，从中有效掌握一些舞蹈知识

和技巧，并及时检查学生课前预习情况，解答学生疑问。

其次，教师通过课堂将舞蹈动作进行现场展示，针对学生

提出的共性或特性问题延展教学细节，组织学生开展分组

训练，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不规范动作和理论问题予以

正切指导，小组成员之间可以加强互动学习互助进步。最

后，在课后教师要求学生各自总结经验，提交舞蹈作业，

教师再最终进行技术指导。在此种教学模式中，教师全程

参与其中，但又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激发学

生的自主能动性和创新学习思维，帮助学生不断提升自我

舞蹈功底，同时促进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4  结语

民族民间舞蹈作为舞蹈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舞蹈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高校的舞蹈教学，不但要

顺应时代满足舞蹈基础教学的需求，还要重视每一个促

进民族民间舞蹈教学发展的契机，创新舞蹈知识的传播、

学习和研究途径。将互联网教学和传统舞蹈教学结合起

来，拓展多元化教学模式，丰富学生的舞蹈学习阅历，

激发学生的舞蹈创作灵感，提升自我舞蹈艺术修为；同

时，创新教学模式为教师减负，将更多的教学时间和精

力用来指导学生的舞蹈技术和技巧，有效提高课堂教学

的质量，从而促进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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