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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1.1教学方法与应用
汪慧[1 ]对相似思维教学法、电化教学法、分层次教学法、

动作组合教学法等教学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我国高校体育
舞蹈教学需要依据高校特点进行选择与变更。刘阳[2]通过合作学
习教学法，发现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自信心和团队凝聚
力，实验中教学目标完成的更加出色。王焕利[3]将体育舞蹈教学
方法体系的构建分为理性和实践两大子体系，理性方法分类是体
育舞蹈教学中的纲领性教学分类法，而实践方法是为学生掌握体
育舞蹈技法。陈贻洲[4]提出多元反馈教学法能及时的反馈师生之
间的教学信息，顺利的实现相关的教学目标。吴涛[5]等人对120人
进行了莫斯顿互惠分组教学结合录像反馈教学法的教学实验，发
现有助于学生成绩提高，激发了学生学习体育舞蹈的兴趣。黄书
琴[6]对契约式教学法进行理论构建，杨辉[7]通过实验采用“纲要
信号”教学法的学生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等方面是
切实可行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体育舞蹈的教学方法不断在丰富，并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由于不同地区高校的
教育理念不同，教育方式也千差万别，教学方法的发展必须与当
地的发展相结合，因此难以普及，由此需分析研究更多相关的体
育舞蹈教学研究，找到适合当前体育教学发展情况的体育舞蹈教
学体系。

1.2教学现状与对策
侯颖慧[8]调查了皖北地区的代表性院校，张海斌[9]在贵州省

随机抽取了10所高校，杨晶晶[10]抽取了湖南省内18所高校，均
分析了学生、教师、课程教学三个方面，发现普遍存在着学生男
女比例严重失调、教师缺失正高级别的教师、课时少、教学内容
不全面、课程设置上轻理论重技术等现象。林迪[11]、李思菲[12]

总结了河南省和陕西省部分高校情况，提出两省的高校体育舞蹈
正处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教学建设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现状整体不容乐观，
体现在专业性教师数量不足，教学能力不够；教学环境与条件苛
刻；学生认知不足，男女比例失衡；课程设置偏实践缺理论等问
题。在对策研究中，学者们各执己见，普遍研究仅围绕着问题表
面展开，未能深层次的研究各中原因，研究角度较为单一。

1.3教学模式
潘洋[13]提出我国高校体育舞蹈教学内容老旧、教学模式不

科学，教师要树立科学现代化的教学观念，尝试结合舞蹈技能
进行主题化教学。楚君[14]通过对照实验发现，进行小群体分组
教学的学生的技术成绩有显著提高。刘磊[15]针对学习动机进行了
探究，通过分层教学模式实验后，学生学习体育舞蹈的内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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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显著增强。高苏深[16]发现高等体育院校的教学模式构建主要由
教学目标、内容、方法三个方面组成。杨佩[17]提出支架式教学强
调学生是知识理论的主要构建者，在教学过程中有利于学生良好
学习习惯的养成。方婷玉[18]通过翻转课堂教学实验发现，虽然实
验组提高了教学质量，但是仍存在着教学模式不成熟、教学资源
缺乏的缺点。

截至目前为止，学者们对于教学模式的研究以较快的速度增
长，研究呈现由宏观逐渐转向微观的趋势，在早期的研究中主要
是对教学模式这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进行解释，从整体上对教学模
式进行相关的说明。但近年来，学者们更倾向于对某一特定的教
学模式进行分析，研究的内容更具有深度。同时，高校体育舞蹈
教学模式在理论研究上形成了不少的理论分支，但高校体育舞蹈
教学模式从理论到实践的应用仍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

1.4教学内容
刘阳[19]提出高校体育舞蹈教学要加强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

理素质的培养。肖志艳[20]认为芭蕾舞与体育舞蹈在训练中有着较
强的联系，在体育舞蹈训练中融入芭蕾舞训练方法可以帮助体育
舞蹈基本技能和动作训练得到有效的提高。梁莉、周艳玲[21]建议
普通高校体育舞蹈选修课教学内容由理论知识、技术知识和能力
知识三部分有机构成。武玲玲提出艺术表现力是体育舞蹈表演过
程顺利进行的核心因素，需要教师通过日常教学培养学生形体及
音乐识别能力。

综上所述，关于高校体育舞蹈教学内容的研究事实性的描述
较多，深层次的分析较少，其中关于体育舞蹈教学理论内容的研
究较多，多数的学者建议在高校体育舞蹈教学中要加入理论知识
的教学，特别是体育舞蹈教学的美育作用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1.5教学改革
张衍行在新课标视角下中提出，教学目标和评价体系需随着

课程相应标准不断变化。陈姜华指出在文化大发展的视野下，体
育舞蹈教学要走改革与创新发展的步伐，更新和完善体育舞蹈教
学内容与人才培养目标、加强体育舞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创新
等。姜淑艳以信息技术和体育舞蹈作为研究目标，认为我国高校
建设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应将多媒体信息技术渗透到体育舞蹈
教学的各个方面。戴小红、吴军指出将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引入
高校体育舞蹈教学工作之中，是当前普通高校体育教育教学改革
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改革的研究具有时代
性，主要表现为研究背景以新课程标准、新媒体时代为主，研
究内容主要围绕着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改革所展
开，同时，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逐渐融入生活与学习中，探究信
息技术与教学开展关系的文献也越来越多，多数学者建议用相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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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手段，不断强化体育舞蹈的教学，为此促进体育舞蹈教
学的改革。

1.6教学评价
宋娟提出体育舞蹈教学评价应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师与学生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刘璐提出
形成性评价教学在体育舞蹈中应用差异最明显的是综合能力，即
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形成性评价最大的优势所在。施颖
颖指出，体育舞蹈课堂教学评价是依据体育舞蹈教学目的和原则
进行的“教”与“学”的过程和结果，其工作内容是价值判断和
量评工作，在评价方法上，更多采用相对评价法。

综上所述，在高校体育舞蹈教学评价研究中，学者们尝试
运用不同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体育舞蹈教学课程，并借此来提高自
身的教学效果，然而良好的评价体系往往需要大量的实践证明来
支持。通过分析近些年教学评价的研究，高校体育舞蹈教学评
价应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其方式不断的在更迭，从原来仅以
期末考试成绩作为最终成绩改成平时成绩占主要部分，每次课程
学习态度也算成平时分；从单一的评价体系改成灵活评价模式；
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评价模式。

2　我国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2.1研究内容
通过对关于我国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方面文献的梳理与总结，

不难发现我国
高校体育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教学方法与应用、教学

现状与对策、教学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改革、教学评价等
6 个方面，主要围绕着概念辨析、提升对策、体系构建及教学
应用等内容展开。

2.2研究方法
当前研究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

教学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较少有模糊数学方法、观察法
等。多数学者采用定量研究，少有对结果进行质性分析的。其中，
梁莉在其文章中运用了模糊数学方法对教学方案的教育性、科学
性、技术性和艺术性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但是，总体来说
多数研究成果主要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和书籍、进行问卷调查来总
结结论，对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有待加强。

2.3研究理论
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集中在素质教育、美

学、社会学、舞蹈教育理论，此外，较少的学者会从心理学
理论方面入手研究教学。在研究理论上出现这样的原因是由于体
育舞蹈的特点和教学实现的需要：高校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实现场
地，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素质的提升是我国教育的目标；体育舞
蹈的艺术性决定了美学美育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者
们对于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研究理论较为狭小，交叉学科较少涉
及。在今后的研究中，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的研究应不断吸收其
他学科的理论基础，结合体教学育舞蹈实际，发展高校体育舞
蹈教学研究。

3　结论
纵观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研究现状，可以看出相关的研究人员

较多，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目前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探索的经验，

但从整体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关于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的
研究和创新形式还不统一，内容也比较繁杂，缺乏完整性和体系。

二、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的研究在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
学现状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但在教学的其他方面，例如教
学内容、教学评价、教学能力等方面的研究还不足，且理论研
究与实践研究不均衡。

三、虽然关于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研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

研究价值较为缺乏，且核心质量的论文数量却并不乐观，主要
由于核心人员较少，缺乏相应的学术交流，论文整体缺乏创新性。

总体来说，之前的学者们对于高校体育舞蹈教学的探究已经
有了较为显著的成效，这一系列的成果使我们更为深入的了解高
校体育舞蹈教学的关键所在和它自身的重要性；我国高校体育舞
蹈教学是不断发展的，其相关的研究也需要不断的更新，保持
时代性；并且让体育舞蹈在高校中发展是向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同时也是的体育舞蹈发展下去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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