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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浅谈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舞蹈能力培养
欧　伟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幼儿成长阶段各方面能力都在飞速发展，舞蹈教育

在幼儿成长阶段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师范学校对于

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舞蹈能力培养不能忽视。本文就幼儿参与舞

蹈教学重要性、师范学校舞蹈教学现状与学前教育师范生舞蹈

能力培养的策略提出了拙见，希望能为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科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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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师范生舞蹈能力的定义

本文所指的学前教育师范生的舞蹈能力，是指学前师范学

生需要掌握舞蹈基础知识和幼儿舞蹈创编以及组织幼儿舞蹈活

动的能力。

二、了解幼儿参与舞蹈活动的重要性

幼儿天真好动，如果让他们经常参与舞蹈活动，他们好动

的心理得以满足，幼儿就会感觉到很快乐；幼儿经常参与舞蹈

活动，还可以加快他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增强他们的体力，使

他们的肌体不断生长发育。幼儿通过科学系统的训练，能够培

育孩子们良好体态和高雅的气质，还增强孩子的节奏感、身体

的协调能力，培养孩子正确的审美能力及开发孩子的艺术潜能。

幼儿学习舞蹈还培养模仿力、专注能力、形象思维能力表演能

力等等，有助于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提升儿童的学习效果，

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三、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舞蹈教学现状

（一）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定位不明确

很多师范学校在学前师范生的舞蹈课程定位上，没有

根据学前教育发展特点来定位师范生的舞蹈教学。学校专

业的开设与发展，课程的设置，都离不开学校前期的专业

调查与市场研究。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学前教育人才，这些

人才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学校应该怎么培养……这些问题，

都应该落实在学校对于该专业的定位上，有了正确的定位，

课程开设的方向也就更具有专业化，对于授课老师的要求

也就更明确，老师们在实施课程教学的方向和内容也就更

能贴近职业需求了。 

（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趋于常态化

师范学校的舞蹈教学老师大多数来自师范大学，有的来自

艺术院校，几乎没有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教师。这些老师在舞

蹈能力及理论专业上的水平很高，但是他们对于幼儿教育，特

别是幼儿舞蹈教育的规律及其特点是不太了解的，以至于在进

行舞蹈教学过程时趋于常态化教学。在进行舞蹈教学时，他们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只进行专业的舞蹈训练。例如 : 舞蹈

基本功、古典身韵、民间舞。对于幼儿舞蹈课程也就是开设一

个学期，单纯的学习一些简单的幼儿舞组合。对于今后在幼儿

教师在组织舞蹈活动时一些需要，没有对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

教育引导。

（三）舞蹈教学活动教法得不到科学、规范引导，经验

缺乏

师范学校的《幼儿园艺术设计与指导》课程简称音乐教学

法课程，它在整个学前教育专业学习领域中是及其重要的。所

谓幼儿园艺术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就是教会学生学会如何设

计和组织幼儿园艺术领域的教学活动。它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

容。即；唱歌活动、舞蹈活动、打击乐活动、音乐欣赏活动与

音乐游戏活动。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内容看，有四个模块（唱歌

活动、打击乐活动、音乐欣赏、音乐游戏）的教学法音乐老师

还可以胜任。但是，舞蹈教学和舞蹈游戏教学法，对于音乐老

师来说就有点茫然了。据了解，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

教学法一般就是一位音乐老师担任五个模块教学法课程，没有

根据学科特点进行科学规划与安排。而且，这些老师从大学院

校毕业后就一直扎根在师范教学岗位，没有实际组织幼儿园活

动的经验，对于幼儿园的教学特点、规律以及教学活动都是不

太了解的。他们在进行幼儿园艺术活动设计与指导教学时，只

能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根据教材进行教学法教学，从而导致

艺术活动设计与指导教学法学习不够专业、还脱离了幼儿园舞

蹈教学的实际。

另外，师范学校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幼儿园艺术设计与指

导》课程的开设时间，也是不科学的。基本上三年制的学前教

育专业，音乐教学法课程要到三年一期才开设一个学期，每周

两课时。一个学期要讲授五个模块的内容，也就都只能泛泛而

谈了。

四、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舞蹈能力培养的策略

学生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体，教育教学是学校发展的命脉。

因此，学生的能力培养必须重视，教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一）专业定位明确，调整教学计划，重视专业教学与实

践相结合的培养

师范学校在学前教育专业的学习阶段中，主要重心放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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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目学习、专业技能（舞蹈、钢琴、美术）的培养，而忽视

了教学法科目的学习。教学法课程又正是引导师范生以后赖以

生存的能力提升的课程。因此，学校应该以明确培养适应幼儿

园教学活动的师范生为基础，引导他们如何科学、规范的组织

幼儿园活动并开设和重视相应的课程，让学前教育师范生的学

习内容为这些课程服务，从而才能培养出服务社会、适应社会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实施课堂教学改革，提高学生舞蹈能力与素养

本文指的教学改革，是指要改变原有的单纯输入式的教学

模式与方法，探索新型教育的模式方法；改变原有的常态化教

学内容，实施适应企业发展的教学内容。在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舞蹈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教师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教学模式改革

要改变原有的教师满堂灌舞蹈课堂模式，实行“先学后练”

模式，教师可通过云端，微信，QQ 等设备，将需要学习的视

频组合上传，按小组课前自学；课中通过每小组的作业反馈情

况，进行相应的诊断，集中指导与分小组训练；课后对本堂课

的教学效果进行诊断、反思与改进。

2. 教学方法改革

鉴于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在舞蹈课堂教学方面，教师

可以将舞蹈教学的方法贴近幼儿园教学活动，让师范生感受“玩

中学，学中玩”的方法，为今后的教学活动打好基础。

（1）游戏法（游戏导入、游戏教授、游戏训练），通过

游戏的方式进行教学。如；舞蹈腹背肌的训练——带着彩砖去

旅行。让每个学生俯卧，双手前伸，手握舞蹈砖，动作时，要

求学生双脚绷脚伸直最大限度上抬，还要求双手伸直，最大限

度向上抬起，同时头部，上半身最大限度向上抬起。

（2）探索竞赛法，教师给出学习元素，分小组进行探究

学习，教师计时，最先完成组获胜。例如，基本功技术技巧前

滚翻，教师给出视频或者教师示范，分小组探索出该动作的规

格与方法，教师计时。最先规范完成的小组获胜。

（3）创编合作法，在舞蹈创编课程中，教师布置一个主

题作业，分小组进行合作创编。例如：主题创编课《小猫钓鱼》，

分小组创编，要求作品中要有人物的区分，要有童趣的故事

情节。

（4）角色转变法，在舞蹈教学法学习中，教师通过片段

教学、说课、评课等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以教师的身份进

行幼儿园舞蹈教学活动的组织，让学生提前感受幼儿园教师的

教学状态。

3. 教学内容与计划调整

树立学生服务社会理念，打破原有的舞蹈教学内容——舞

蹈专业化教学内容，加大和调整幼儿舞蹈基础训练、幼儿舞蹈

创编以及舞蹈教学法的教学力度。如，从入校的一年级到二年

一期开始就渗透幼儿舞蹈，二年二期进入幼儿舞蹈创编以及专

门的舞蹈活动、音乐游戏教学法教学。

（三）重视音乐教学法课程教学，提高教师教学法教学的

能力

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来说，学会如何组织和实施幼儿园

艺术教学活动，毕业后可以直接为幼儿园服务，这才是最重要

的学习环节，学校的教学法学习就尤显重要了。学校应该重视

音乐教学法教学，首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培养计划和实施

方案，加大教师顶岗实践的奖励制度，对于主动愿意下到幼儿

园参与活动的老师实行计课时、绩效加分等制度。其次，在音

乐教学法课程安排上，将专业教学法授课教师详细划分，不能

笼统穿，可以一学期安排唱歌活动、打击乐活动、音乐欣赏活

动教学法老师，一学期安排舞蹈活动、舞蹈游戏活动、音乐游

戏活动教学法老师。最后，有意向培养一批可以胜任幼儿园音

乐、舞蹈教学法的教师，固定下到幼儿园参与活动的时间，多

给与外出学习与考察的机会，使其快速成长。

（四）提高专业发展意识，加强学前舞蹈教师的不断提升，

为学科发展和教学夯实基础。

朱自清在《观书有感》中写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教师要树立终身学习、不断学习的理念，积极

投入到专业提升、拓展学习中去。学前舞蹈教师在专业上要多

参与各类舞蹈学习与培训，了解幼儿教育前沿的知识和理念。

如：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考级、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等级考试、

嘟萌幼儿舞蹈学习、儿童基本功培训等，获取相应的考试证书；

同时，坚持对每一堂授课进行课前、课中、课后的诊断，养成

教学反思的习惯。最后，制定岗位实习的计划。每学期定期下

到各幼儿园进行听课、磨课、授课等活动，了解、熟悉幼儿园

舞蹈教学活动的组织方法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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