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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互联网 +”背景下的舞蹈教学方式探究
刘艳红 

（广东社会科学大学，广东 广州 510050）

摘要：“互联网 +”概念因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中的发言

而迅速走红，并被人们所熟知，甚至成为年度热词。这一概念在

舞蹈教学领域的应用，促进了教学资源、平台、方式的创新发展，

有效促进了教学质量与效率的提升。作为一名舞蹈教师，应抓住

网络技术与教学融合的机遇，促进教育现代化。结合笔者实践经验，

本文就“互联网 +”背景下的舞蹈教学方式进行如下探究，希望

能够为各位同行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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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逐渐融入到舞蹈教学中，体现了“互

联网 +”概念在教学领域的应用。对于舞蹈教师而言，“互联网 +”

是机遇也是挑战。在迎接挑战、抓住机遇的过程中，教师应围绕

学生需求展开教学模式、资源、平台、内容的创新，促进学生舞

蹈能力的全面提升。

一、“互联网 +”的内涵及其在舞蹈教学的应用优势

（一）“互联网 +”的内涵

互联网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是其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成果。

就教育领域而言，“互联网 +”技术是指互联网技术与各个形式、

阶段、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在舞蹈领域融入互联网技术的过程中，

有效提升了教学效率，促进了舞蹈教育的发展。于舞蹈教育而言，

“互联网 +”不是互联网技术与传统教学的叠加，而是二者的有

机融合。依托互联网教学平台对舞蹈教学模式进行优化、促进教

学资源的优化配置，促使舞蹈教育衍生出新的发展形态，形成了

更为广泛的互联网创新发展教育产业链。

（二）“互联网 +”的应用优势

“互联网 +”舞蹈教学的发展理念与方向，为舞蹈人才培养

提供了新思路。舞蹈教师在迎接挑战、抓住发展机遇的过程中，

有效丰富了自身教学技能和手段，带给学生更加丰富的、美好的

学习体验，帮助教师更加有效地完成教书育人任务。

1. 有利于学生舞蹈素养的个性化发展

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舞蹈教师可以为学生建立学习档案，

掌握学生的纵向发展数据，并通过横向对比，对于学生舞蹈素养

发展所处的位置进行更加确切的了解，从而针对学生的群体性舞

蹈素养发展特征与个体发展情况对教学工作进行规划和调整。

2. 有利于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出色地完成舞蹈表演，需要

学生对舞蹈动作进行反复练习和揣摩，才能够准确传达舞蹈所要

体现的内在思想和在外艺术美。单纯依靠课上时间进行舞蹈练习

显然是不够的。有了互联网技术的帮助，教师可以为学生录制学

习资料，辅助学生进行课下练习。当学习在舞蹈练习过程中发现

有的动作没有记忆牢固时，就可以通过互联网教学资源进行复习，

使得舞蹈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3. 有利于教学管理的自动化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教师传授舞蹈知识、引导学生进行舞蹈训

练的方式。互联网技术有效拓宽了师生沟通渠道、丰富了师生沟

通模式，实现了对教学的自动化管理，有利于教师工作的开展和

师生感情的沟通。

4. 有利于教学内容的推陈出新

随着教育的发展，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教学资料的制作方式，

为教师利用新的教学思路和理念进行教学设计提供了方便。借助

互联网技术，指导教师可以为学生设计更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促

进了教学内容与方式的与时俱进。

二、“互联网 +”背景下的舞蹈教学实施策略

引领学生体验舞蹈艺术魅力，激发学生对舞蹈的热爱，为文

化建设领域的民族复兴培养舞蹈人才，是舞蹈教学的重要目标。

互联网背景下，舞蹈教师进行教学资源制作、课堂构建、教学模

式创新、学生管理的手段更为多样，能够引入到教学工作的素材

更为丰富，促使舞蹈教学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为了切实

提高舞蹈教学质量，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互联网技

术应用到舞蹈教学中。

（一）完善网络教学平台

当代学生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他们对互联网

教学的适应程度较高，且普遍拥有移动设备。舞蹈教学应抓住社

会发展的契机，根据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和方式，为学生构建网

络教学平台。

首先，建立微信公众号，方便学生反馈课下练习情况、讨论

练习中所遇到的困难和产生心得。微信公众号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由专业舞蹈教师来负责。除了学生主动反馈和讨论相关舞蹈问题

之外，教师需要主动为学生推送一些教学的信息和内容，为学生

构建乐学氛围，扩充学生知识面。

其次，建立专门的舞蹈教学网站。师生可以将自己喜欢的舞

蹈和资讯上传到网站上，供大家一起练习和阅览。网站对于教师

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教学和信息共享，对学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

习、资源获取、沟通交流上。网站为学生和教师设计不同的登录

功能，满足师兄对网站的不同使用需求。

（二）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资源共享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特征。“互联网 +”背景下，

教师获取教学素材和教学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工作更为便捷，能

够应用到教学实施中的资源和数据呈阶梯式增长。教师应充分利

用互联网优势，对舞蹈教学资源进行建设和整合，促进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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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提升。

首先，教师可以为学生制作信息化教学资源，并分门别类地

上传到教学资源库中，方便学生对所需要的舞蹈视频进行查找，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其次，教师可以为学生制作丰富的教学资源，在资源种类和

数量上满足其学习需求。具体来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需求进行

研究和分类，针对学生的群体性学习需求和个性化学习需求进行

课程资源建设，便于处于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学生借助互联网

教学资源开展自主学习。

再次，为网络化教学平台创建友情链接，将不同平台上的教

学资源整合到一起，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共享，促进学校之间的

交流互动。通过友情链接实现跨校合作，建立更为庞大的教学资

源库，让学生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教学资料、课程和案例，将促进

了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和教学资源的智能化分类整合。

（三）对课堂教学模式加以创新

将互联网技术与舞蹈教学相融合，在舞蹈教育领域落实“互

联网 +”理念，促进了新旧教学模式和教学资源的整合与衔接。比如，

利用互联网技术舞蹈教师可以构建翻转课堂，将动作练习任务放

到课下，在课上集中解决学生在练习中所产生的问题，有效提升

了舞蹈教师对课堂时间的利用率。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学生学习能力，设计课下自主学习

任务，让学生在课下对舞蹈动作进行练习或者对舞蹈理论进行学

习。学生进行课下学习所能够利用的教学资源比较丰富，既可以

是教师上传到教学资源库的相关课件和微课视频，也可以自行搜

索网络上的相关教学资源。

课堂上，教师在检查学生课前作业之后，针对学生所出现的

问题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尤其是在舞蹈动作训练任务，课堂纠正

与指导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仔细检查学生作业完成情况，在深

入分析教学数据的基础上，指导学生进行课堂练习。

此外，教师应注意观察学生在成果展示中所表现出来的学习

能力和优势，以便引导学生发挥优势，帮助学生建立对舞蹈学习

的信心。

（四）灵活选择教学模式

互联网技术在舞蹈教学的应用，为教师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

提供了方便。有了丰富的教学模式作支撑，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

容和教学目标灵活选择教学模式。

云课堂、智教云、微课等现代化教学软件，都可以应用到舞

蹈教学中，对教学质量进行提升的同时，也将精益求精的精神传

递给学生。将这些信息化教学软件应用到舞蹈课堂时，教师要做

到以下几点。

首先，上传到教学软件的相关资源要贴合教学需求，保证学

生借助教学软件进行舞蹈学习的可行性。其次，教学软件上的视

频内容要突出教学重点，并且在内容难度上具有一定的层次性，

将舞蹈的感性美和研究舞蹈表演规律的理性美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再次，运用教学软件开展舞蹈教学时，做好课前准备，保证

所布置给学生的学习任务能够通过教学软件获取答案。

最后，运用教学软件进行教学设计时，预留足够的互动空间，

保证并促进课堂互动。学生对问题的讨论、学习情况的反馈，教

师对学生的引领、对于学生问题的解答，对舞蹈教学质量的提升

而言十分重要。教学设计需要满足师生对课堂教学的不同需求。

（五）加强高校舞蹈文化建设

舞蹈学科素养的提升，需要从基本功练习和文化课学习两个

方面入手。基本功和文化知识，就像舞蹈素养的两条腿，相互支撑、

相互影响。学生对舞蹈文化的理解通过舞蹈动作传达出来，学生

对舞蹈动作所传达的情感的理解需要一定文化积累，所以舞蹈教

学应注重学生基本功和舞蹈文化素养的双重培养。

舞蹈文化的理解，需要长期的环境熏陶。舞蹈教室应推动校

园舞蹈文化建设，学生创建舞蹈文化氛围，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

完成文化素养的积累。

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制作信息化宣传资料，

让学生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舞蹈文化，比如借助网络平台转播晚

会上的舞蹈节目、举办舞蹈知识竞赛、制作宣传海报等。

在宣传资料的制作过程中，教师应融入自己的见解，使之更

加有温度，拉近宣传内容与学生的距离，启发学生的思考。舞蹈

教师可以从网络资源和图书馆藏资源获取相关素材，然后加以整

合制作成宣传资料，促进宣传资料的权威性和丰富性。宣传资料

的制作形式应符合学生审美、引导学生审美。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技术所带给舞蹈教学的便利是多方面的，

教师应抓住时代发展所赋予舞蹈教学的机遇，为学生制作更为丰

富的教学资源、建立更为丰富的教学平台、更为灵活的选择教学

方式，更加有效的开展舞蹈文化教学，从而提升舞蹈教学的质量

和效率。网络本身是一座庞大的教学资源库，“互联网 +”背景

下的舞蹈教学更加富有时代气息、贴合学生学习需求。

参考文献：

[1] 彭佳贤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的制约因

素及发展策略 [J]. 当代体育科技，2019，9（29）：80-81.

[2] 苏水莲，黄群昌 .“互联网 +”模式下师范生教学实践能

力的培养途径探析——以广西地方院校的师范类舞蹈专业为例 [J].

求学，2020（04）：11-12.

[3] 王丹 .“互联网 +”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与思考——以

艺术类高校舞蹈实训课为例 [J]. 四川戏剧，2020（04）：180-181.

[4] 何好，姚江 .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高校岭南非遗舞蹈教学模

式研究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03）：118-122.

作者简介：刘艳红（1972-），女，青海西宁人，讲师，从事

舞蹈学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