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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舞蹈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及建议 

樊冬梅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9）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单纯的关注少

儿的成绩，而是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更多的是注重培养少儿的多方面能力与发展。少儿舞蹈教育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重视，

希望通过舞蹈教育促进和实现少儿的健康发展。但是在少儿舞蹈的教学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本文将浅谈幼儿舞蹈教学中所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进而促进少儿舞蹈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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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是沟通人类身体与灵魂、感情与智慧的载体，传承人

类世代更迭变化。舞蹈艺术促进人的奋进与创新发展，给人以美的

享受。少儿舞蹈在舞蹈传播与教育中占据着重要作用，具有适合少

儿年龄阶段的特性。在提倡全面发展的教育大环境下，舞蹈教育越

来越被关注，作为早期教育的少儿舞蹈教育也逐渐被提到了一定的

重视高度。但是，当下舞蹈教育重视表演和技能的锻炼与训练，而

轻视少年儿童的舞蹈兴趣的培养和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这不

利于舞蹈教育作用的发挥和实现。为了充分发挥少儿舞蹈教育的美

育教育功能，广大舞蹈工作者就要对儿童舞蹈教育现状有清醒的认

识，并在实践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措施。 

一、目前少儿舞蹈教育具体情况分析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

舞蹈艺术逐渐发展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追求。随着越来越

多的少年儿童参与到舞蹈活动中，少儿舞蹈教育也越来越被重视。

目前，广大家长、舞蹈教育工作者只关注了丰富多彩的儿童舞蹈作

品的出现，以及少年儿童舞蹈水平的提升和舞蹈技能的锻炼，却对

少年儿童舞蹈教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但忽视了少儿舞蹈教育

师资力量、教育对象、少儿舞蹈教育的作用和重要性，而且对少年

儿童的舞蹈学习兴趣的培养和舞蹈学习过程也没有足够的重视。 

二、当前舞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对少儿舞蹈教育认知不足  

许多少儿受教育的教学体制内不设有舞蹈课堂，只是在课后活

动中进行舞蹈教育，这是不够的，舞蹈教育只处于附属的位置。在

游戏活动进行舞蹈教学活动，往往教学只是小组合律动而已，这样

的教学方式和幼儿舞蹈教学存在许多不同。  

2.舞蹈教学中教材缺乏适用性  

当前舞蹈教学实际情况而言，舞蹈教学专业教材仍旧比较缺

乏，有些学校选择教师自编教材开展教学，而有些学校直接选择舞

蹈专业教材教学，对于这两种类型教材而言，其与少儿舞蹈教学均

不适应，其中学校教师自编教材在内容上过于简单，缺乏较强普适

性意义，很难进行推广应用，而专业舞蹈教材有课时较多且知识点

较难等问题存在，学生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困难。因此，

缺乏适用性教材已经成为舞蹈教学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3.舞蹈教学与实际情况脱离  

在当前很多少儿舞蹈教学过程中，对于舞蹈教学往往缺乏重

视，在制定教学大纲方面，往往只是使学生了解舞蹈相关知识，对

学生进行简单肢体训练，这一种教学模式与实际教学需求偏离。另

外，有些学校舞蹈教学中的实践内容比较少，其内容及形式均比较

枯燥，导致学生所学习知识及技能很难在今后教学中进行较好应

用，从而也就很难实现对学生舞蹈教学能力进行较好培养，对学生

发展十分不利。 

三、对少儿舞蹈教学的几点建议 

1.审视软开度训练，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软开度的素质训练。 

经过研究各舞蹈培训班的教学状况，发现大多数教师采用的方

法是：无论学员年龄多少，身体素质怎样，上课一律“趴叉、耗腿、

下腰、压胯”。而且一上就是一堂课，少儿的软开度是得到了提高，

但我从孩子们的脸上找不到快乐的影子。组合课上，孩子们呆板的

表演和教师反复强调的“注意表情，笑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少

儿舞蹈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愉快的舞蹈学习，使其成为身心秀美、聪

颖、富有自信的活泼个体，让他们在舞蹈学习中能发现快乐并享受

快乐。所以，少儿舞蹈教育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结合他们的生理心

理特点，循序渐进地进行身体软开度的训练，把培养孩子的兴趣、

激发孩子的快乐天性列入到教学方法的重点中去，从而使他们更加

热爱舞蹈，积极地学习舞蹈，并能尽情地表现舞蹈。 

2.要为孩子们创造自由的学习空间，培养他们跳、唱、说的综

合能力。 

充分解放孩子们的思想束缚让他们在自由的氛围中感受自己

自由的天性，尽情地表现自我。在少儿教学中，有意识地选用一些

朗朗上口的儿童歌曲，或者节奏韵律较强的童谣，编排成舞蹈组合，

让孩子们在舞蹈的同时，大声的唱、说、玩。这样既训练了他们的

协调能力又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挑战了智力，美化了情感，教学

效果同时也得到了很明显的提高。这一教学方法，值得我们去进行

更深一步的发挥、探讨。 

3.定期让家长参与到舞蹈教学中来，邀请家长与孩子一同进行

舞蹈学习。 

这样，不仅加强了孩子、父母、教师三方之间的情感交流，又

增强了孩子们的表现欲望。 

4.要树立起孩子们的自信，始终坚信自己是最棒的。少儿舞蹈

的课堂教学，要注重语言的运用，对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要说

“你不行”、“你真笨”之类的话，而是适时地鼓励他们，认可他们。

对于条件不是很好的学生，尽量去挖掘他们的优点，并让他们认识

到自己的优点，从而确立起孩子们的自信心，勇于去感受美、学习

美、表现美。我觉得，学习舞蹈是孩子们的权利，我们不应该去设

置太多的条框去约束他们，否定他们。 

儿舞蹈教学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艰辛之路，它要求我们不断地深

入到孩子们的心灵深处，去和他们共呼吸、共欢乐、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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