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3 月（总第 196 期） 

1327  

教育科研 

引导的力量：从家长、教师、学生，浅谈舞蹈教育观 
◆芮子涵 

（芮子舞蹈学校  宁夏银川  750000） 

 
摘要：本文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思维形成、身体变化特点，进行教学
研究¬如何根据年龄阶段进行舞蹈启蒙、训练、熏陶。对家长如何去做，
提出了实用有效的指导方法。关于教授舞蹈，根据笔者多年教学实践，
总结出了一定的教学方法论。针对孩子的年龄特点，从孩子的思维出发，
发挥自身能动性学习舞蹈。通过家长、老师、学生不同角色的作用，使
舞蹈养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陪伴终身的艺术技能，从而开启美
好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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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的孩子听到音乐就有所律动， 这是小孩对旋律的感知，
其实就是一种舞蹈萌动，相信这是每个孩子都具有的天然天性。
敏感的父母看到这一现象，都会引起重视，并在音乐、舞蹈方面
对孩子进行培养。有些家长在孩子两三岁就送去学习音乐或舞蹈
了。然而，送孩子学舞蹈能达到什么目的，大多数家长都是模糊
的，目标也是不清晰的。一般家长会普遍认为，想培养一下气质、
练一练形体，提高舞蹈兴趣和艺术修养。持有这一观点的家长比
较多，也无可非议。但作为一个舞蹈工作者，我认为选择让孩子
学舞蹈就是一种追求品质生活的态度，也是选择了一种阳光的生
活方式，坚持下去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舞蹈会让你形体与众不同，
肢体会展现优雅的语言能力，生活也多了一个选择，人生道路会
与众不同。如何让舞蹈从幼儿开始传播、共享、发扬！笔者在工
作中从家长、老师与孩子不同角度就行了研究实践，希望能对广
大家长有所裨益。 

——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是父母，发现闪光点，培养要尽早 
许许多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歌善舞，出类拔萃。想

去培养，却不知如何去做，都寄希望于老师、学校，其实这样想
就已经丢失许多时间了。舞蹈要尽量早，培养从兴趣入手。孩子
对舞蹈有没有兴趣？怎样才能培养孩子对舞蹈的兴趣呢？ 

一是家长要首先对舞蹈感兴趣，因为大人的举止、言谈、爱
好，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培养孩子舞蹈兴趣对家长同
样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望子成龙的目标会激励每一个家长去努
力，去学习。我们见过很多家长他们虽然没有基础，但他们期望
高，有追求，有毅力，愿意与孩子共同成长。 

二是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培养孩子是一个漫长的系
统工程，可以利用电视、电影的传播；可以参加一些亲历现场的
舞蹈活动，有意识地带领孩子参与舞蹈表演，让孩子从中感受舞
蹈的优美，激发孩子的舞蹈情趣。 

三是制造处处都有舞蹈元素的生活场景，家里剪贴一些舞蹈
造型的贴画、舞蹈形体图，常看一些舞蹈画册等，让孩子观察、
模仿、阅读，使孩子的生活空间充满舞蹈的情趣，营造生活处处
有舞蹈的环境。 

四是听音乐任由发挥，音乐舞蹈从来是不分家的，经常播放
一些优美、抒情、活泼和一些有关小动物的乐曲，让孩子听一听，
跳一跳，感受一下情趣，模仿小动物的动作，提高吸引力，模仿
一些舞蹈动作。 

舞蹈学习 先就是从模仿开始的，待孩子有一定的思维和理
解能力时，可以给孩子讲一些关于舞蹈艺术方面的知识，以艺术
化的语言来激发孩子对舞蹈的兴趣。久而久之，对舞蹈就会产生
浓厚的兴趣，在玩与模仿的过程中加以美化和创造。凡此种种，
因人制宜，找到 适合自己孩子的学习方法。 

——启蒙老师是领路人，树立起有范儿的美丽形象 
舞蹈老师除了拥有专业的舞蹈基本功与理论知识以外，要当

好一个老师，上好一节舞蹈课，要有全面的准备和爱心的抒发。
我们的理念是“快乐舞蹈，面向全体”。在每次上课之前，作为
老师要做好的准备有四个方面。 

一是情绪的准备，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保持一种愉悦的心
情，饱满的状态。年龄小的学生由家长送来，有妈妈爸爸或者爷
爷奶奶。迎接家长和学生是上好舞蹈课的重要环节，一句问候，
一个笑脸，给孩子一个抚摸，就是一种情绪的感染，能量的传递，

为上好课做了铺垫，用阳光饱满的情绪去感染孩子与家长。保持
良好的状态进入教室，做到心情好，教学热情高，在快乐的情绪
下融入到老师营造的学习氛围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二是服装、身体方面的准备，根据课程的内容不同，老师在
上舞蹈课时，身着与教学内容相得益彰的服装，盘头，化淡妆，
看上去精神饱满挺拔，英姿飒爽。示范每一个动作标准到位，分
解每一个组合清晰流畅，身体条件各方都按照教学的需要恰到好
处的搭配。 

三是教学内容的准备，按照年龄阶段设计课程内容，按照考
级的规划，按照学生的身体特点和程度，制定好每节课的教学内
容。舞蹈教学有别于理论课，在教学过程中，分配好时间，关注
到每一个学生，触碰到每一个学生，纠正一下动作，对于接受力
稍差的学生，以表扬的口吻，投以信任的眼光，每一点点进步都
能精准点到。 

四是下课时与家长交流，针对性地指导家长回家做好辅助教
学，录好小视屏，给予点评。树立一个亮丽、有范儿的舞蹈老师
形象，成为孩子们的向往与崇拜。 

——坚持文火“煮”舞蹈，清晰目标，做好一生的铺垫 
每一个孩子初来学舞蹈的时候，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和好奇

的热情兴趣，担任启蒙的老师要有使孩子铭刻在心，循循善诱的
开场，引导孩子。当你走进教室时，告诉自己，要穿好舞鞋、练
功服，抬头挺胸，找找感觉：——我要跳舞了。进入教室，要先
看镜子，“它”是我无形的老师，镜子中能够找我、找你，找到
差距。孩子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很主动，很有兴趣，保持这样的
主动性和兴趣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爱玩是孩子的天性，在学
习舞蹈的过程中，老师与孩子沟通互动，把快乐舞蹈融入教学，
自己快乐，传播快乐。笔者做过许多了解调查，很多舞蹈跳得好
的孩子，文化课成绩也很好，在经过脑力劳动之后，练一练舞蹈
也恰好可以成为文化课的调剂，舒展了身体，挥洒了汗水，会吃
饭香，睡觉好，身体智力劳逸结合，会让自己很舒服。教学中通
过引导的力量，给孩子设定一个个大大小小目标，让她对未来，
对自己有期待。对于绷脚不够好孩子，练好绷脚就是目标，对于
动作不能和大家整齐划一的孩子，跟上拍子就是目标，一个学期
学完，通过舞蹈等级考试就是目标。每节课结束，奖励给孩子很
多贴画在胸前，每一个贴画代表一个成绩，每次获得的贴画还需
要积攒，积攒多了可以换一个礼物作为奖励。对她来说获得贴画
就是她这节课努力的目标。有心的家长还会配合老师激励孩子，
得到老师奖励的贴画，还会有更大的奖励……不同的孩子，不同
的年龄时段，目标侧重会有不同，有了目标，会产生自我激励的
心理功效，小孩的思维活动就是与她接触的具体事物相联系，为
实现目标会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老师、家长阶段性的与孩
子一同对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与更新，成为孩子继续努力的
动力，去实现一个个不同阶段的目标，这就成为一种人生的生活
方式。 
学习舞蹈，每周一两次，老师指导的时间有限，孩子一定要有日
常的坚持练习，不仅上好学校的舞蹈课，而且回家要练习，所谓
“文火煮舞蹈”。每天进步一点点，随着身体的变化，日积月累，
慢慢就掌握了各种舞蹈技艺的特点。学舞蹈不是看到希望才去
坚持，而是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在坚持中不知不觉就成为了
一个气质高雅，专业有范儿的亮丽少女了。通过舞蹈让孩子走
向理想的港湾，有了美好的前途，是家长、老师感到幸福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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