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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舞蹈教育的策略研究 
樊冬梅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舞蹈作为一种形体艺术，在提高少儿审美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少年儿童的身体素质以及协调能力。为了提高
少儿舞蹈的教学效果，应该根据少儿的年龄特性，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这就要求舞蹈教育者在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不断
探索和创新适合青少年的舞蹈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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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艺术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少儿舞蹈是很受欢迎的学

科。在舞蹈教学活动中，少儿舞蹈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作用，可以让
广大儿童在舞蹈表演中培养出个性化的艺术审美与新奇表现。提高
肢体协调性，增强身体素质和形体美感。 

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要基于少年儿童的心理年龄特点，采取
趣味性的教学方法来让形式更自然的接受这门课程。 

一、少儿舞蹈对青少年儿童发展的作用 
少儿舞蹈教育能够在儿童身心发育的初期帮助其构建起阳光

健康的发展环境，促进身体素质和智商的发展。舞蹈教育也能够帮
助孩子更好地认识世界、感知世界，形成优秀的品德情操。同时，
少儿舞蹈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养成正确的塑形习惯，矫正身姿，培养
优雅大气的气质，并且，舞蹈还能够改善儿童的审美观念。 

二、目前我国少儿舞蹈教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当今社会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各种形式的艺术比赛和考

核不断举办，人们对艺术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存在的
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存在的问题，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就是容易把舞蹈教学简化为单一技能训练。很多少儿舞
蹈课堂没有挖掘适合儿童思维的舞蹈审美与童趣，缺乏审美培养，
让舞蹈艺术性和技术性被迫割裂，仅仅重视对舞蹈表演技能的培
训，会引发儿童的厌烦心理。 

其次，舞蹈老师容易用成人标准来严格要求孩子。现在很多学
生家长和老师在舞蹈教学标准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用成人化的
专业标准去约束孩子，用枯燥无趣的衡量标准对儿童舞蹈表现做出
评价，从而忽略了儿童天真烂漫的天性。 

最后，忽略少儿舞蹈与成人舞蹈的区别。从当前舞蹈培训现状
来看，很多学校和机构在少儿舞蹈教学内容上都偏向成人化，不论
是舞蹈种类、配乐、动作选择都忽视了儿童的年龄段，少儿舞蹈教
学中童心童趣元素鲜见。 

三、促进少儿更好学习舞蹈的策略 
1.少儿舞蹈教学中童心童趣激发策略 
少儿舞蹈整体风格是阳光向上、健康活泼、丰富多元的，这种

面向儿童的舞种具有天真童趣的气息，这种稚嫩和美妙是其他成人
舞种难以模仿的。一场美好的舞蹈盛宴能让观众从视听上得到享
受，也能让舞者自己感到欣慰和骄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对儿
童舞蹈能力进行培训。少儿舞蹈的动作编排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地
取材，细心观察周边事物可以收获很多舞蹈素材，例如让孩子通过
数星星、看月亮来想象遨游天空的快乐，在自然环境里欣赏鸟语花
香来认识生态系统，教师要帮助儿童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并把
这些素材转换成舞蹈内容，激发孩子的兴趣，让充满童真童趣的舞
蹈元素成为其特色。教师在进行少儿舞蹈设计时要换位思考，用一
颗童心去发掘和融合身边的童趣，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好的舞蹈作
品，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少儿舞者。 

2. .少儿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钻研创新能力的策略 
首先，增加舞蹈教学中师生的交流互动，培养学生钻研创新的

能力应该改变传统陈旧的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练的教学模式，要
鼓励和调动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舞蹈教学中，增加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交流，以便于教师在教学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改进，也有利
于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随时讲出自己的观点、想法和教师一起进行

探索和创作。老师在教学中要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发
现每个学生的优势， 少儿舞蹈多采用集体演出的形式，教师要重
视学生之间的相互配合，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另外，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辅助教学的方法，以便于师生创新
意识的激发首先在舞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要尊重学生的想法，
支持孩子们创造性的自我表达，虽然少年儿童的心智还不十分成
熟，但对于舞蹈学习也有自己的理解和想法，教师要善于找到孩子
们的优点，要允许孩子按自己的方式来表现，鼓励孩子在学习过程
中有所创造。 

3.少儿舞蹈教学中指导学生掌握舞蹈技巧的策略 
少年儿童的运动神经还在发育过程中，因此他们对动作节奏、

力量、幅度和配合的掌握还不到位，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格外注重
对其舞蹈动作技巧的 指导。在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儿童基本功的
教学，只有基本功掌握到位在后来的学习中动作才能标准美观，在
进行肢体训练的同时要注意训练的时间和强度，在训练要时刻纠正
肢体动作的不规范之处确保学生每一个动作练习都能到位，这样就
可以保证效率性降低训 练疲劳程度。肢体训练教师要对不同动作
的速度、力度和节奏适时指导，训 练不应该单一要配合多种动作
组合的律动训练如：雀跃、顿促、轻滑和雄壮的舞蹈，要让手臂、
腿部、腰腹的训练配合进行。教师要在教学中善于发现学生存在的
共性和个性问题针对性的提出技术性指导。 

4.少儿舞蹈教学中美育培养的策略 
舞蹈作为一种极具美感的艺术表现方式，对于青少年儿童来

说，具有身心双重的美育功能。所谓的美育功能简单来说就是通过
舞蹈教育提高学生的审美观，让学生能够自主发现美、感知美和创
造美。发挥青少年儿童舞蹈教育美育功能的有效措施有以下几种： 

（1）因材施教，建立健全的课程体系。为充分发挥舞蹈教育
的美育功能，则必须了解青少儿在不同阶段的身心特征，准确辨识
教学对象，在教学中要分层分类，争取做到因材施教。对青少儿来
说，其处于身体的发育阶段，还不具备成熟的心智。 

（2）明确教学目的，丰富舞蹈活动形式。学习舞蹈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审美意识，引导其发现生活中的美，学会领悟和感受美，
并且能够激发创新能力来创造美。同时还能增强学习者的自信心，
勇于表述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四、结语 
少儿舞蹈教学由于其学习者的年龄心理特点而不同于一般传

统舞蹈教学，少儿舞蹈并不应该只重视成果，而更应该看重在孩子
参与舞蹈过程中对其自身成长的帮助。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特
点采取适合他们学习的办法，充分调动孩子们学习舞蹈的兴趣，在
让他们学习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成长的乐趣，要努力让舞蹈成为帮助
孩子智力成长，品质锻炼，审美提高的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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