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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非遗经典
——线上线下教学视域下胶东秧歌在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应用

李婷婷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

摘要：随着现代教育的改革发展，信息化教育已经成为高职

院校教学升级转型的基础途径，而传统文化则成为重要的教学资

源。在高职高专学前教育专业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开发线上线下

结合的教学模式，并将非遗经典胶东秧歌融入其中，由此既可以

拓宽学生的学习路径与方法，又可以达成传统文化传承与文化自

信建设目的，对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与人文品质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即通过分析线上线下教学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应用价值，进

而提出线上线下教学视域下胶东秧歌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应用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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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持续推进，线上线下教学模

式成为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在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中，高职院校不仅要提高其职业素养与学前教学水平，还应强化

其文化底蕴与人文素养，以此拓宽学生的发展路径。因此在胶东

地区，高职院校即可将非遗经典胶东秧歌融入专业课程之中，由

此推进本土传统文化在教育体系中的传承与发展。

一、非遗经典胶东秧歌简述

胶东秧歌是指流行发展于胶东半岛一带的秧歌品类。胶东秧

歌最早是农民在秋季丰收之时用于庆祝丰收喜悦的娱乐舞蹈，展

现出明确的地域性文化特征，具备当地的民俗风情特色。与此同时，

胶东秧歌在齐鲁地区“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也逐步具备了“祭祀”

与“祈福”等诸多意义。胶东秧歌不仅是一种民间舞蹈艺术，而

且还展现了胶东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和轨迹，由此成为胶东

地区重要的非遗经典之一，展现出胶东人民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

因此，在胶东地区高职学前教育教学中，胶东秧歌成为重要的教

学资源，既可以强化学生的舞蹈技能，又可以推动胶东本土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

二、线上线下教学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应用价值

（一）教学资源丰富化

在线上线下教学支持下，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得到了进一

步丰富与优化。一方面，在资源形式上得到了全新升级。教师不

仅可以将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课程要素、情境案例、项目活动

等资源上传到线上学习平台，而且还能为学生提供预习微课、视

频课程、PPT 课件、电子教案等资源，进而引导学生在课下也能

完成自主预习、拓展学习、作业检测、模拟考试等教学任务。另

一方面，对于学前教育专业而言，传统的民间舞蹈课程一般以汉族、

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傣族、朝鲜族等为主要学习方向，而

在线上资源平台支持下，教师还可以拓宽学生的学习内容与视野。

比如可以为学生提供拓展学习链接，让学生赏析更专业的舞者表

演；又比如可以让学生了解其他舞蹈种类与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

胶东秧歌也成为教师通过线上教学拓宽资源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教学方式多元化

在传统高职教育体系下，教师只能通过课堂面对面完成教学

活动，由此大幅度限制了学生的学习方式。而随着线上线下两种

教学方式的融合，教师可以将线上的思辨式学习活动与线下的体

验式教学模式进行结合，既可以让学生自主思考与合作探索，又

可以让学生主动尝试并发现问题，由此可以达到由被动到主动的

学习效果，是达成深度教学目标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在线上

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布置预习任务、拓展活动与实践项目，

让学生通过自主寻求资源，进而通过思考、整合、优化、实践等

环节达成学习目标。在线下教学中，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化资源

创设情境、设计案例、布置项目任务等，由此大幅拓宽了教师教

学服务的形式与内容，帮助学生得以全面发展。

（三）评价体系全面化

教学评价是现代教育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不仅可以检验教师

的教学成效，而且还能分析学生的学习表现与问题，进而帮助学

生获得自我完善的发展渠道。在传统教育模式下，评价方式更注

重结果，评价成果无法科学展现学生的知识素养、技能水平以及

其他品质。但是在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模式下，教师可以为学生搭

建以形成性、综合性、多元性评价为一体的评价体系，尤其在大

数据体系支持下，可以将学生的线上学习数据进行细化分析，进

而得出更详尽的评价结果。一方面可以展现学生个体的成长变化，

另一方面可以呈现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与特征，进而帮助学生获

得更清晰的自我认知。

三、线上线下教学视域下胶东秧歌在学前教育专业中的应用

策略

（一）课前：基于任务引导预习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预习成为重要的教学环节，其不仅可以

帮助学生提前建立课程认知，而且能够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实际

学情，进而优化课堂教学活动设计，让学生更容易进入深度学习

状态。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下，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应当开发以任

务为基础的线上预习教学活动，并将胶东秧歌融入课程之中。

首先，教师应提前制作预习微课与教学资源，并将其上传至

学习平台。在课程正式开启前，教师便可以开放学习任务，并要

求学生按照任务规划完成预习活动。以胶东秧歌的舞蹈教学初期

课程为例，教师可以布置以下三项预习任务：第一，要求学生通

过观看微课视频，了解胶东地区的风俗民情，了解胶东秧歌的文

化背景，并通过赏析胶东秧歌，了解其基本的舞蹈形式与特征。

第二，要求学生观摩《跑四川》《锯大缸》《妯娌闹》等传统胶

东秧歌剧目片段，同时对比观摩《天明了》《麻雀战》《军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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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等自编与改编剧目片段，要求学生通过观摩学习，分享并

总结自己的观赏认知与感受。第三，要求学生观看胶东秧歌《秋

天风波》的舞蹈教学视频，学生需要思考胶东秧歌舞蹈中的动作

风格，并根据其动作分解演示，尝试学习和模仿舞蹈动作，遇到

困难时可以通过学习平台向教师提问。其次，在发布预习任务后，

教师一方面要关注学生的预习情况，在学生通过学习平台提问时，

要及时回复并予以解答。比如有学生在对胶东秧歌中的特定舞蹈

动作意义不理解时，教师即可为其查阅相关资料进行说明，以此

帮助学生从文化基础上建立深刻认知，进而在舞蹈动作完成时产

生更自然的表现力。又比如学生对部分舞蹈动作的完成度不满意

时，教师还可以开启视频电话，面对面为学生讲解动作特征，帮

助学生在课前更好地掌握舞蹈动作。另一方面，教师还应根据学

生在课前预习环节的反馈与提问，进一步优化课堂教学环节，将

学生在预习中遇到的普遍性难题作为课堂教学中的重点探讨内容，

以此达到因材施教的教育效果。

（二）课上：立足“五会”落实研学

在课上教学中，教师则要转变传统教学中言传身教的固化形

态，而是要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既要为学生提供针对性

的讲解与示范活动，又要让学生在自主思考与合作探究中发展问

题与不足，进而达成更深刻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得以理论知识、

方法技能与实践能力协同发展。在学前教育专业胶东秧歌舞蹈教

学中，教师则要坚持以“五会”为根本，通过教学活动设计，引

导学生掌握“演、跳、教、编、评”五项能力，进而达成新时代

背景下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课堂教学与线上教学有着明显差异。课前预习环节的重心在

于引导学生了解胶东秧歌的文化背景、基础动作、风格特征以及

审美意象，进而为后续的实践学习奠定认知基础。而课上学习则

必须以学生的实际行动为依托，通过身体感受与训练，真切感受

课前预习中遇到的问题，并通过独立思考、合作探究、实践项目

等活动探求答案，进而让学生进入深度学习的状态。仍以胶东秧

歌的舞蹈教学初期课程为例，首先，教师应建立线上与线下教学

的深层联系。一方面，教师可以快速展示课前微课及其任务要求。

另一方面，则要鼓励学生主动回答预习环节的学习成果，分享自

己对胶东秧歌的理解与认识，并通过集体讨论等活动，解决学生

课前提出的各类问题。其次，在学生对胶东秧歌具备一定的认知

基础后，教师则要开展实践教学活动。第一步，应为学生创建视

听情境，展示胶东秧歌《秋天风波》的演出视频，并要求学生能

够跟随音乐做出相应的动作。学生需要了解这一舞蹈作品的中心

思想，进而在动作表现冲表达出对应的情绪，由此帮助学生做到“会

演”和“会跳”。第二步，应组织小组学习活动，教师可以选拔

出对胶东秧歌掌握水平较高的学生为组长，并以他们为中心组建

小组。各小组中应由小组带领进行团队训练，组长负责动作指导

与规范，以此达成“会教”的设计目的。第三步，在各小组训练

活动达成一定目标后，要求小组展开讨论与实践，对胶东秧歌进

行重新创编，并依据新的主题进行舞蹈表演。教师可以选择各小

组上台展示其创编成果，同时其他小组成员可以进行点评与分析，

进而在交流学习中达成“会编”与“会评”的教学目的，让学生

通过“理解、分析、应用、创造、评价”等学习环节达成深度学

习目标。

（三）课后：创新拓展教学途径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后环节教师能够实施的教学活动较少，

只能通过布置作业引导学生巩固知识与拓展视野。而在线上与线

下教学融合模式下，教师可以在课后环节设计多元化的学习平台

与途径，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拓展学习环境。

在胶东秧歌的舞蹈教学初期课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后为学生

布置三种学习活动。首先，对于有一定实践学习条件的学校，教

师可以组织学生前往幼儿园开展公开课教学活动。教师可以以胶

东秧歌为教学活动主题，在组织幼儿开展舞蹈课程的同时，引导

学生进行观摩学习，进而掌握以胶东秧歌为主题资源，结合音乐、

舞蹈、动作与道具为幼儿设计和创编学习活动的能力。其次，教

师可以在线上学习平台上传模块化的胶东秧歌教学视频，学生可

以根据其学习需求选择不同模块课程进行自学，以此提高学生的

美育素养、舞蹈鉴赏能力、传统文化品格等。此外，教师还可以

为学生布置实践拓展作业，要求学生从身边挖掘民间传统艺术，

并通过对其历史文化、表现形式、精神思想的分析，将其设计运

用到胶东秧歌的创编活动之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线上线下教学模式下，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需要进行全面改革与优化。一方面要立足线上线下教学的基本特

征，为学生打造高效化、系统化的教学模式，并通过课前、课上

以及课后三环节的设置，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成长诉求；另一

方面则要将胶东秧歌等非遗经典与传统文化融合学前教育专业课

程之中，以此为本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开辟教育途径，

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与工作中，进一步发扬与传承中华文明，真

正实现文化自信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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