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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创新路径探究
江　波 

（抚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抚州 344000）

摘要：众所周知，学前教育在人一生的成长中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而高职学前专业是培养幼儿教师的重要阵地，在素质教

育背景下教学地位愈发凸显，特别是舞蹈教学，其作为发展幼师

职业技能，提升幼儿综合素质的重要课程依托，近来备受各界关注。

文章探究了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既有问题，并阐述了相

应的创新路径，以期能够为广大同仁提供一些前沿性的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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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性质的学科，对于学生审美素养以及

艺术修养的发展均有着巨大的指引作用，尤其是对于学前专业而

言，科学有效的舞蹈教学，能够提升幼师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幼

儿审美能力、舞蹈素养以及艺术修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然而，

在学前专业舞蹈教学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及不利

于其教学有效性的提高，也使得其人才培养效果无法得到良好保

证。对此，院校及专业教师应当正视舞蹈教学的既有问题，不断

实施针对性改进措施，从而提高舞蹈教学的实效性，彰显舞蹈学

科的育人优势，推动立德树人目标的有效落实。

一、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既有问题

（一）教学目标缺失

部分专业对于办学层次的提升较为重视，进而在践行舞蹈教

学时，常常效仿高校的专业教学模式，并没有以学生的学习实情

或者职业教育特点为教学出发点，使得专业教学有着极强的盲目

性特征。

（二）课程设置不当

从专业角度而言，高职学前舞蹈教学需要三年的专业学习，

课程既包括了相关理论课程，有涵盖了诸如唱、跳以及编等多项

基本基础能力课程。然而，在当前的学前舞蹈教学中，很多教师

常常过于重视幼儿舞蹈以及幼儿舞蹈创编课程的教授，缺乏对相

关授课方法的教学，使得很多学生职业能力与素养缺失，给他们

的未来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三）教学内容雷同

当前众多学前舞蹈教学的内容都是效仿艺术学校，并没有

将学前教育的特点加以融合及体现，严重阻碍了学生职业能力

的发展。

（四）教学方法单一

在教育改革的旗帜下，虽然学前舞蹈教学得到长足的进步，但

依然残存着应试性教育，个别教师常常采用填充式或者说教式教学

方法，使得学生只能片面与被动的接受舞蹈理论灌输，既不利于其

学习自主性的调动，也使得专业育人效果无法得到良好保障。

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创新路径

（一）精准定位目标

首先，舞蹈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切不可好高骛远或者不切实

际地进行舞蹈授课，应当立足于职业教育的特点和社会就业实情，

重视应用型舞蹈教师人才的培养。

其次，教师可依据校企合作关系，积极牵线社会企业，把握

市场以及岗位对学生舞蹈能力的需求，然后以此为基点展开相应

的教学，切实提高专业极爱偶像的适应性与实效性。

再者，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地学习态度以及观念，指

引他们树立契合实际的学习目标与理想，并给予其必要的指引与

点拨，为其良好就业做好奠基工作。

（二）革新教育观念

首先，院校及专业教师应当适当淡化专业教学中过于滞后或

生硬的内容，要将学生舞蹈实践力的培养当做极爱偶像首重，摒

弃以往应试性的舞蹈教学观念，要将社会发展以及时代进步需求

融入到专业教学观念中来，明确学前舞蹈教学的本质目标。例如，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但要重视学生舞蹈理论的传授，同时也要

以会表达、会舞蹈以及会唱歌的理念标准来进行舞蹈实践教学，

促使学生的舞蹈综合能力得到有序化培养。

其次，专业教师在教学时，应当提高对审美教育的重视度，

从而让学生的审美素养以及艺术修养均得到良好培养，为其以后

更好地进行岗位工作，提供幼儿教育服务奠基。再者，教师应当

淡化临摹教学，要依据学生的学习实情以及基础能力，对学生舞

蹈创编进行科学化地教育和指导，从而提高其学习效果的同时，

促使其创新力和想象力等均得到有力提升。

（三）丰富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应当依据学前专业特点以及学生的学习实情来进行

阶段性地舞蹈教学，丰富舞蹈教学的课程内容。

首先，在第一阶段学校应当开设以舞蹈基础训练为核心的必

修课程，从舞蹈动作、律动以及元素等方面展开舞蹈教学。

其次，在第二阶段，舞蹈教学授课能容应当以民族舞蹈为主，

同时既要贴合高职生的学习实情，也要将各民族舞蹈的特殊加以

凸显。

再者，第三阶段，院校可积极举办多种形式的舞蹈活动或实践，

为学生提供舞蹈理念、方法等实践契机，从而促使其舞蹈素养得

到良好发展。

（四）延伸教学方法

舞蹈专业教师应当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课堂渗透，增添教学

趣味性与实效性，丰富舞蹈教学的内涵和形式。例如，教师可将

信息技术与舞蹈教学进行联系融合，发挥其辅助教学的作用与优

势，通过图片、音频、影像以及微课等方法，将抽象的舞蹈知识

加以形象化展现，给与学生别样学习体验，深化其舞蹈认知。又如，

教师可在班内组建多个舞蹈小组，各组既要有优秀生，也要有潜

力生和中等生，并设有相应的组长，以此来展开舞蹈创编、训练

等教学，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将学生推至教学主位，提高其学习有

效性。

三、结语

总之，高职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与社会发展以及岗位需求相

匹配的高精尖人才，学前舞蹈专业教师还需牢记自身的育人使命，

立足职业及学前教育特点，正视当前舞蹈教学的不足，采取针对

性的教学改进措施，切实提高舞蹈教学和人才培养效果，为学生

在未来取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