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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舞蹈课程教学改革
周  妙

（湖南第一师范音乐舞蹈学院  湖南长沙  413000）

高校舞蹈课程作为一门能够良好承载思政元素的课程，在
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对其进行教学改革，应当使该课程的专业性
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自身课程思政元素载体的作用，
不断推进舞蹈教育与课程思政的共同发展，以此达到立德树人
的教学目标。

1、当前高校舞蹈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现状

1.1  舞蹈教育课程思政未推进
高校舞蹈教学当前的课程设置分为专业教育与普及教育两

种。其中专业舞蹈教育以培养高端专业舞蹈人才为教学目标，
高校会根据对学生身体素质的不同而为学生分配不同的舞蹈培
养方向。在高校专业舞蹈教育中，各个专业舞蹈教育方向划分
明确，专业课程课时充足，进行艺术实践的机会较多。而该类
舞蹈课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往往重技能培养而忽视了与思政
教育的有效融合。普及舞蹈教育主要作为一种公共可选修课程，
面向非舞蹈专业的学生开设，该类公共舞蹈课程在课程设置上
借鉴了专业舞蹈课程的教育模式，但其公共舞蹈课程体系不够
完善且教材选择范围较小。学习该课程的学生未曾系统性的学
习舞蹈，故而大部分学生舞蹈基础较为薄弱。该种过于浓缩的
专业课程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未受过训练的学生快速接
受舞蹈训练，但其课时量较少，无法为学生提供较为全面的技
能训练。因此该课程在高校不受重视，所以在舞蹈课程与思政
元素的融合上未能展示出良好的效果。

1.2  舞蹈教育受众对象较特殊
受到舞蹈教育专业性的要求，高校的专业舞蹈教育课程大

多需要学生前期需要具备大量的舞蹈训练基础，使学生能够通
过专业舞蹈教学课程中外形、柔韧度、身体协调性以及舞感等
多方面的测试与选拔，该种选拔不但考察受教育者的前期训练
程度，同时对于学生的先天身体条件也有着较高的要求。凡是
能够通过该类选拔的学生，其大多在义务教育阶段便专攻舞蹈
领域，公共文化课程基础较为薄弱，在课程思政上需要花更多
的精力与时间。而普及型舞蹈教育的学生在进入高校学习前大
多未接受过前期的舞蹈教育，该类学生的入学年龄大多在 19
至 20 岁之间，各方面的身体条件发育已经基本完成，错过了
进行舞蹈训练的最佳阶段，其与专业舞蹈学生相比先天差异较
大，大部分学习该类舞蹈课程的学生并不具备学习专业舞蹈的
条件，因此对学生而言需要花更多精力在专业训练上。教师习
惯于通过舞蹈技术与技巧的掌握程度衡量学生的学习效果，在
普及舞蹈教育的过程中忽略了发挥舞蹈教学的思政功能。

1.3  舞蹈育人功能未全面开发
舞蹈课程的育人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分别是内在美和

形体美两个方面，改善外在形体美的方式主要是指通过长期舞
蹈形体训练对学生的不良体态进行有效改善，帮助学生形成挺
拔且轻盈的身姿，对于提升学生气质，塑造学生体型等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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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内在审美育人主要表现在带领学生鉴赏
舞蹈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同时获得音乐、戏剧等多种综合型
的艺术体验。舞蹈作为一门综合艺术，鉴赏舞蹈的过程需要调
动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使学生能够从多个方面感到愉悦。
由此可知，学习舞蹈对于学生身体与心理发展均能够起到良好
的作用。但是在传统的舞蹈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均将培养专业
舞蹈人才作为舞蹈教育的第一目标，这导致舞蹈育人手段较为
单一、育人模式片面化等问题。

2、在高校舞蹈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意义

2.1  利用舞蹈课程实现思政教育
传统的课程思政教育方式中一直存在着“枯燥说教”等问

题，其主要表现在教师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忽视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教师自身在不知不觉间占据了课堂主体地位，教学方
式也因此更加倾向于“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仅仅使用枯燥的
语言向学生传达抽象的思政知识，该问题导致学生对待课程思
政教育的态度较为消极，在课堂上常常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
这种教学状态单一的思政课程教学无法有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
学目标。而舞蹈课程作为一种注重具象感情表达的课程，在课
程中导入课程思政元素的过程中，教师应当以对舞蹈的情感体
验为出发点，在舞蹈中加入相关的思政元素，在潜移默化中完
成对学生的思政教育，令思政教育能够以舞蹈艺术为载体，进
一步突出舞蹈课程中的隐性思政课程教育模式，使思政课程与
舞蹈教学双方能够得到有效的融合与传承，使学生能够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思政教学，实现在“大思政”背景下课程思政的有
效推进。优秀的舞蹈作品，其优秀的内在与外在审美使浑然天
成的，首先在感官上引起学生对作品美的享受，其次让人在心
理层面易于接受，达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的目的 [1]。

2.2  重塑舞蹈课程中的育人思维
在新时代的今天，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所担负的责任更

为重要 [2]。在审美教育过程中，艺术教育使其主要组成部分，
其也是美育教育的主体，肩负着塑造学生审美观念的重要责任。
舞蹈则是艺术教学中的重点，其同样肩负着塑造学生审美观念
的责任，但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对于舞蹈教育的认知仍然停留
在培养学生舞蹈技能的层面，对于动作技术的过度追求反而使
教师与学生在舞蹈教学过程中忽视了舞蹈对于塑造学生审美观
念的重要作用，在课程思政与舞蹈教学融合的背景下，教师与
学生均需对舞蹈教学的意义进行重新反思。舞蹈教学并非是单
纯的对技术动作的传授，更应当由教师带领学生对舞蹈发展史
以及舞蹈中所包含的文化元素进行回顾与探索，使学生不但能
够欣赏舞蹈带来的肢体美，同时还能够在舞蹈教学中体验舞蹈
这一艺术形式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力量。

2.3  在高校舞蹈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我国舞蹈艺术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而在进入现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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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舞蹈文化中更是孕育了大量具有主旋律精神的文化内
容，其中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人文历史以及各民族人民团
结奋进的伟大精神。从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实际情况来
看。虽然美育教育在当前高校教育领域中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
推广，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美育教育的推广逐渐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形式化现象，其集中表现在对美育教育内容的浅尝辄止，
这使得大部分高校学生对文艺作品的内涵产生了误读与轻视的
情况，在无形之中导致了美育教育失调的问题。另外，当前的
商业化文娱作品市场良莠不齐的环境在无形中造成了学生欣赏
观、文化观以及社会观的畸形，该问题若未能得到有效的重视
与控制，将会对当今青少年的健康厂长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
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在高校舞蹈课程中
融入课程思政极为重要，舞蹈作品中包含了许多当代艺术家所
创作出来的经典之作，该类作品视野宽广、格调高雅，且其中
包含着对于社会深刻的感触。而高校的舞蹈课程则是将该类艺
术作品向当代大学生推广的良好媒介，在该过程中融入课程思
政的内容更能达到思政教育的效果。

3、对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舞蹈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3.1  将课程内容与价值引领结合
教师应当对舞蹈教学内容进行深入探究，找出舞蹈教学中

能够与课程思政融合的特点，并对该类特点的价值内涵进行深
挖，将舞蹈艺术所具备的独特性发挥出来，使舞蹈艺术作品中
所表达的感情为思政课程的主要导向，令学生价值观发展方向
能够得到引领。将“课程思政”内容导入舞蹈课程的教学之中，
必须寻找舞蹈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之间能够有效适配的问
题 [3]。舞蹈作为一种综合性较强的艺术，其主要以身体为媒介
向外表达作品中的情感，该种媒介也决定了舞蹈更加注重抒情
的特点。只要抓住舞蹈作品与思政元素之间的契合之处，思政
价值便能够在舞蹈作品中得到更好的表达。思政元素能够通过
舞蹈深入触及学生的内心，在无形之中将学生的审美要求内化
为学生的思想境界，真正做到对学生价值观进行把握与引领，
使学生的价值观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升华。

3.2  从课程出发构建思政教学环境
由于专业舞蹈技术的教学以身体技能的训练为主，因此舞

蹈教学在教学中有着独特的教学规律，其对于身体的训练贯穿
于舞蹈教学活动中的各个环节，这使得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
必须亲自体会舞蹈中的感情。因此，若想将课程思政与舞蹈教
学相融合，必须对舞蹈教学规律进行深入探究，并根据该规律
建立良好思政教学环境，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到达身心合
一的和谐关系。但在传统的舞蹈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均受
到培养高级舞蹈人才思想的影响，更加关注学生的身体训练与
构建，其教学中心大多停留在动作表层，这导致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忽略了对整体教学氛围的构建，受此影响，整体舞蹈教学
环境较为严肃，不利于舞蹈教学的推进。因此在当前的舞蹈教
学中，教师不应当强制要求学生的舞蹈动作必须标准到位，而
应当更加关注舞蹈艺术的本身即情感的表达，因此营造一种较
为轻松的教学环境，使高校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得到锻炼。另
外，教师还应当在动作训练的过程中强调动作背后的文化内涵，
并在其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元素，该种教学方式更加有利于思政
教育内容的渗透，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思政教育生态。

4、结论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高校舞蹈教育长期被专业化舞蹈人
才的培养思想所影响 ，导致当前我国高校舞蹈教育中存在着
育人手段单一、育人模式片面化的问题。为了能够将课程思
政与舞蹈教育进行深度融合，高校应改革育人模式，并将从
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探索与改革，
使思政课程与舞蹈课程能够进行有效融合，以实现立德树人的
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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