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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分层，助发展
——浅谈分层教学法在学前舞蹈教育的应用策略

杜　珊

（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广东 广州 5114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舞蹈也成了幼儿一日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想要让幼儿掌握跳舞的技巧，舞出优美的舞姿，幼

师就需要具备较高的舞蹈造诣。前中职学前专业学生的舞蹈基础

水平参差不齐，如果教师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模式展开舞蹈教学，

那么学生的舞蹈水平不仅无法提升，还可能会丧失对舞蹈的兴趣，

影响未来的教学工作。为此，教师就需要改变教学模式，采用分

层教学法展开舞蹈教学。基于此，本文就如何在学前舞蹈教育中

采用分层教学法展开了探究，以期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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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视觉的饕餮盛宴，它可以培养学生的高雅情操，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学前专业展开舞蹈教育，不仅是学生

未来岗位的需求，也是学生品质人生的重要保障。中职学生的生

活环境，兴趣爱好等都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他们的舞蹈水平、

身体的柔韧性、学习能力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为此，教师

就需要立足于学生的学情，合理采用分层教学法。如此，学生方

能在适合他们的教学方式以及教学内容中，逐渐提升自己的舞蹈

水平，未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园丁。

一、中职学前舞蹈教育的现状

（一）学生舞蹈基础薄弱

在小学、初中等阶段，大部分学校都是没有舞蹈课的，而家

长受应试思维的影响，也不支持学生学习舞蹈等与考试无关的知

识。因此，当前中职学前专业的学生大部分都不具备舞蹈基础，

他们的身体柔韧性非常差。

中职学生年龄较小，基本都是 00 后，他们大都是被父母宠溺

着长大的，吃不了一点苦，因此，在学习跳舞技巧，锻炼身体的

柔韧性时，经常会叫苦不迭，甚至会直接放弃学习。因此，当前

舞蹈专业教学的开展困难重重。

（二）职业特点不鲜明

中职学前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是要从事幼师岗位的，因此他们

所学的舞蹈也应该是针对幼儿的。然而，当前大部分中职学前专

业的舞蹈课，与舞蹈专业的教学却十分类似。这就导致学生所学

的知识专业性过强，职业性不足。

首先学前专业的学生与舞蹈专业的学生舞蹈基础不同，教授

他们专业舞蹈，他们难以掌握舞蹈技巧，真正学会教师所教授的

知识。其次，舞蹈不具备职业特点，就会产生与学生未来岗位不

匹配，无法为学生未来求职助力的现象。

（三）学生不具备学习意识

学前专业的学生肩负着呵护祖国幼苗成长的重任，如果学生

的知识水平以及职业素养不足，那么就会直接影响祖国下一代接

班人的未来。然而当前大部分学生都对学前专业认识不足，他们

认为在小学、初中所掌握的知识，就足以满足未来岗位所需，自

己根本不需要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在这种错误的认知下，学生

就会产生消极的心理，他们对待学前专业的知识十分敷衍，这也

是中职舞蹈教育水平无法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中职学前舞蹈教育采用分层教学的优势

（一）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

学前专业的学生对于舞蹈大部分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由

于基础薄弱，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常常掌握不了窍门，不知道该如

何让自己身体更加灵动。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丧失了学习舞蹈的

兴趣，开始消极对待这门科学。

而巧用分层，教师就可以以学生的对舞蹈的掌握水平、身体

素质、兴趣爱好等为基本点，设计出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内

容以及教学方式。如此一来，每名学生通过自己努力都可以达到

教师所设定教学目标，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的舞蹈水平，帮助学生

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二）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学前专业女生偏多，而女生不只心思细腻，而且对于舞蹈也

都有着独特的审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果忽略学生的需求，

而直接按照教学大纲教授学生舞蹈知识，那么学生很容易对舞蹈

教学丧失兴趣。

此外，中职学生的舞蹈基础相差许多，同样的舞蹈知识对于

部分学生来说非常难以掌握，而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却一点挑战

都没有，根本无法激起他们的学习兴趣。通过分层教学，教师就

可以按照兴趣爱好以及舞蹈水平分等为学生划分层次，然后为他

们定制不同的学习计划，以此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三）促进教师能力的成长

舞蹈并不是学前专业的一门重要学科，因此其所占的课时比

较少，学校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在教学中，很多教师就容易松散

下来，制定一套教学模式后，就多年重复使用，不再更换。这不

仅使得舞蹈教学内容滞后，难以吸引学生兴趣，也使得教师的教

学能力在不断退化。

而运用分层教学，教师就需要充分了解其所教授班级学生的

综合情况，并据此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当教师将全部的重点放

在学生身上，并不断思索提高教学质量方法时，其思维能力以及

教学能力等都会得到全面的提升。

三、分层教学在学前舞蹈教学中的应用

（一）对学生整体分层

合理将学生整体分层，是分层教学的起点。想要让分层教学

达到提升学生舞蹈水平的作用，教师就需要对学生进行合理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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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舞蹈水平，是教师分层的重要依据。

教师首先需要通过考察、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对舞蹈的兴

趣爱好，学习舞蹈的历程，当前的舞蹈水平等基本信息。并据此，

把学生归为不同层次，并以 A、B、C 来为不同层次命名。

其次，教师就需要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平时的交友圈，

然后据此进一步对不同层次的成员进行调整。

最后，教师还需要考虑班级的容量，学生的个人意愿以及学

生的学习状况等其他因素，对不同层次的成员进行最后的调整。

当然，对学生所划分的层次并不是固定的，为了保证舞蹈教

学的效率，在舞蹈教学中，教师也需要注意过程评价，并以此为

依据找准学生的定位，随时为学生更换小组。

（二）对教学目标分层

学生所处的层次不同，设定的教学目标也是不同的。如果教

师设定的目标过高，那么学生就会疲于奔命，最后放弃学习舞蹈。

如果教师设定的目标过低，那么学生就会失去挑战的兴趣，从而

繁衍了事。

所以，教学目标的设定，是提升学生舞蹈水平的关键。例如：

在教授学生舞蹈动作时，针对 C 层学生，教师不能为其设定过

高的目标，最开始教师仅需要让其能够完整的将整套动作做下

来即可。针对 B 层学生，教师就需要将目标提高一些，要求学

生规范每一个舞蹈动作，并尽量舞的优美一些。而针对 A 层学生，

教师就可以从专业的角度，要求他们能优美，流畅的跳完整支

舞蹈，并在舞蹈中添加自己的想法，以使舞蹈更加优美也更具

有内涵。

当然，教学目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

需要根据学生对舞蹈技能的掌握程度，随时为他们调整教学目标。

例如，当 C 层次的学生达到教师规定的教学目标后，教师就可以

要求他们去达到为 B 层次学生所设定的目标。如此，学生方能在

教师的引导下，最大程度的提升自己的舞蹈水平。

（三）对教学内容分层

舞蹈中的许多知识与技能都是比较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因此，

教师也需要为不同层次的学生设计分层教学内容。如此，方能为

每个层次的学生都挑选出最为合适的教学内容，提高他们学习的

有效性。

首先，教师需要对教学内容的难易度进行分层，针对 A 层的

学生，教师就可以教授他们专业的舞蹈知识，让他们成为舞蹈人才。

而针对 B 层的学生，教师就可以选择一些难度适中，对于学生未

来岗位有一定帮助的教学内容，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教育人才。

而针对 C 层的学生，教师就需要立足于教材，从基本的知识教起，

力争能够逐渐提升学生的教育水平，让其最终达到 B 层学生的学

习目标。

其次，教师也需要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层。

中职学生的学习能力较差，如果教师所挑选的舞蹈知识与舞蹈技

能是他们不喜欢的，那么在课堂教学时，他们很难全身心投入其中。

而根据学生对舞蹈的兴趣，为他们定制教学内容，学生的兴趣就

能被勾出来，从而主动参与到舞蹈教学中，提升自身舞蹈水平。

（四）对教学方法分层

教学方法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在分层教学中，教

师也需要重点关注教学方法。在传统的中职学前专业舞蹈教学中，

教师既不注重与学生的专业相融合，也不注重根据学生的综合情

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展开教学内容，而是一味采用枯燥的讲授

式教学模式，教授学生理论知识，并通过示范来让学生一遍遍练

习舞蹈动作的方式提升学生的舞蹈技能。此类教学方式对于大部

分学生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舞蹈教学水平迟迟无法提升。

在分层教学中，教师既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不同层

次的学生合理挑选教学方法。针对 A 层学生，教师就可以仍旧以

讲授式为主，侧重知识点的教授，以及动作的示范，留出更多的

时间让学生自己探究更为高深的舞蹈动作。对 B 层学生，教师就

需要让舞蹈教学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其中。而

对 C 层次的学生，教师首先要注意课堂的趣味性，其次还需要关

注学生的内心需求，尽量选择能够直达学生内心的教育方式展开

教学内容。只有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挑选不同的教学方法，学生

才能踊跃的参与到舞蹈教学中，从而提升自己的舞蹈水平。

（五）对评价体系分层

学生的学习成果，最终是由教师来评定的。传统的评价体系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学生的课堂表现，以及最终的舞蹈成绩。

这种评价体系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学生的舞蹈成

绩，主要是根据学生舞蹈动作的流畅度以及优美度等来评定的。

对于舞蹈基础水平较好的学生来说，他们很容易就能取得高

分；对于水平一般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达到

教师的要求；而对于舞蹈基础几乎为零的学生来说，他们可能用

尽了全力依旧在及格线附近徘徊。

因此，传统的评价体系对于学生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由此

可以得出，对评价体系分层，也是教师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此，

既能真实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还能督促学生上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职学前舞蹈专业采用分层教学法，是提升学

生舞蹈水平的重要渠道。为此，教师不仅需要对学生、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分层，还需要对教学体系进行分层。如此，

学生才能在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教育体系中，体会到学习舞蹈的快

乐以及满足，从而主动参与到舞蹈教学中，提升自己的舞蹈水平。

参考文献：

[1] 徐卉 . 中职舞蹈教学方法的策略研究 [J]. 天天爱科学（教

育前沿），2019（12）：158.

[2] 王冠 . 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特征与策略探究 [J]. 国际

公关，2019（11）：144.

[3] 王慧 . 学前舞蹈教育专业课程中的强化应用性能力培养 [J].

智库时代，2019（37）：207-208.

[4] 肖婷婷 . 职业院校舞蹈教学的改革创新探究 [J]. 创新创业

理论研究与实践，2019，2（16）：70-71.

[5] 钟兆茵 . 职业院校学生生源差异背景下舞蹈课的分层教学

探索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32（08）：154-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