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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双减”政策的实施落地，为义务教育阶段的艺术
课程提供了更多发展的时间与发挥的空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需要抓住机遇，完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关心学生健康发展。舞
蹈在艺术教育中是重要的教育之一，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
要的帮助及引导。韩国小学校内舞蹈教育1955年开始进行，不断
进行完善，1997基本成型为一套相对完整的舞蹈教育体系。所以
对于舞蹈教育如何有效的进行发展，希望通过韩国小学舞蹈教育
的发展与课程体系的研究分析能够得到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1  当前我国小学校内舞蹈教育的短板
2019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

作的意见》之后，开始强化普及艺术教育，之后各个中小学开设
艺术课程，形式多样。今年甚提出艺术教育纳入中考中，把普及
艺术教育的工作落到实处。但在各项内容都在合同协作，让普及
艺术教育深入课程当中，落实在学校后的效果并不显著，例如沈
阳市的小学艺术课程开展满意度仅占 30%，舞蹈课的上课次数不
确定占 50%。 在国家大力推进艺术教育进小学的背景下，为何小
学舞蹈课程在学校中并不受到重视，并且效果并不显著呢？

1.1教材中对于舞蹈教育没有具体性操作内容
在2011 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中，针对艺

术类科目明确方向，但对于实际操作的课程内容并没有进行具体
规定，并且在《课程标准》中主要针对的是音乐与美术的艺术培
养，对于舞蹈的培养内容占比并不多，所以在实施当中，舞蹈教
育占比不足10%，教育内容也多以考级内容为主，对于普及性教育
并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学生对于舞蹈课程的开设积极性也不足，
其中尤其男生居多，所以，对于舞蹈普及性教育的课程内容的实
操性并不强。

1.2舞蹈课程教育普及性成效不显著
对于小学舞蹈教育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学生身心发展为基

础，审美能力提高为导向，从而提高学生群体的观念建设。但在
实施当中，学校对于舞蹈教育主要侧重于舞蹈团的建设，或者是
专业生的培养，还是以固有的思维形式，把舞蹈教育变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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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奖，上好学校的其他途径为目的性，在舞蹈教育上主要还是
以“高精尖”人才培养模式为主，对于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建设效
果还并不是很显著。所以如何强化普及教育意识，扩大舞蹈教育
美育范围是现阶段所需解决的问题。

1.3对于学生创意性思维的发展不够
目前，在小学舞蹈教育课程中，绝大多数的学校教育主要

以市面书店或印象社中选取视频内容为参考，或者与当下时兴的
视频内容为引导进行“传统式”舞蹈教学形式，主要以动作技术
传授或者成品舞蹈的编排。这样的教学方式导致教学内容主题的
不统一，没有建立良好的课程体系，并且没有根据学生的身心发
展建设为基础，也没有让学生在舞蹈教育中开发创新性思维，提
高审美艺术水平，促进身心发展建设。所以，特设教材的建设对
于舞蹈美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2  现阶段韩国小学校内舞蹈教育现状
2.1韩国小学舞蹈教育的发展
从韩国的校内课程中的舞蹈教育来看，小学1、2年级在美

术、音乐、体育综合的课程“快乐生活”课程中进行；小学3年
级到高中1年级在“体育”课程中学习舞蹈。

“快乐生活”课程是以各种游戏和活动为中心的教学，促
进情绪发展，满足身体活动的小学1、2年级学生的基本需求，享
受愉快的学校生活。快乐的生活课程是培养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基
本表现能力，通过审美经验和身体表现活动发展成为具有文化力
量的人的课程。

在2007 年修订的“体育”教学中，舞蹈教育其内容主要
以动作节奏表现、民俗表现、主题及创作表现为主。在2009年修
订的教育课程中，作为强调全人教育的时期，在“体育”教学中，
舞蹈教育主要以创意性的表现和欣赏和身体适应能力部分，强调
形式的多样性和独创性。

2.2韩国小学舞蹈课程分析
2.2.1课程目标

“快乐生活”课程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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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通过游戏和表现活动，发展多种感官，培养健康的
身体。

②参与活动项目，培养表达能力。
③培养对声音、形象、动作等的多种感觉和力量，创造性

地、综合性地表达，培养相互沟通的能力。
“体育”课程的目标主要分为以下五方面：
①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增进健康和体力，坚持健康

管理。
②理解挑战的价值，进行身体活动，培养挑战精神。
③理解竞争的价值，进行身体活动，培养善意的竞争

意识。
④认识表达的重要性，通过身体表达，培养高水平的鉴赏

能力。
⑤进行身体活动，了解安全的重要性，培养安全意识。
2.2.2课程内容

“快乐生活”课程主要分为“学校”、“春天”、“家
庭”、“夏天”、“村庄”、“秋天”、“国家”、“冬天”
八个版块，通过这些版块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表现能力以及
欣赏能力。

在“学校”版块中主要分为“学校”和“朋友”、“我”
为课程内容，通过和朋友一起的游戏、布置教室、了解自我等
具体内容形式来提高学生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并且对他人的沟
通能力都能得到一定的训练。

“春”、“夏”、“秋”、“冬”四季主要以对于四季
的了解以及四季中人的生活状态为课程内容，观察动植物在四季
的变化，以及如何表现四季的模样的内容形式帮助学生学习创意
性和多样的表现方法。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好奇心特别强，通过
激发好奇心，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

“家庭”版块以“亲人”和“多样的家庭”为核心，运
用家庭活动及角色扮演等形式，让学生加强表达能力。

“村庄”版块以“我们的邻居”和“我们的小区”为
核心，通过社会角色的不同扮演，不仅可以学到不同成员的作用，
还可以学习表达方法。能够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的功能性，体验
他人情感和态度，学习成人社会各类社会角色应有的行为方式，
理解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学习并遵守社会生活准则。

在“国家”版块中，以“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
为课程核心，通过游戏、舞蹈、歌曲以及作品将各国独有的传
统和象征性的面貌多样、个性地表现出来，并体验其他国家的
歌曲、舞蹈、游戏，欣赏文学作品。通过了解，加强对于国
家的爱国情怀。

“快乐生活”主要针对1～2 年级的学生，主要还是通过教
师的引导，游戏为主要辅助，在“非课堂”式的课堂教学中
让学生不知不觉中掌握基本能力，能够让学生快速的度过适应
期，建立良好的心理状态，有效的学习知识。

“体育”课程内容分为“健康”、“挑战”、“竞争”、
“表现”、“安全”五个版块。

“健康”版块是以健康在于以对身体的基本了解为基础，
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通过对于增进体能的训练，让学生都可
以探索并不断实践适合自己的身体活动来维持和增进健康。同时
对于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健康的业余活动有良好的影响。通
过在舞蹈教育中让学生培养增强体能、管理自我、客观评价等
维持和增进健康所需的基本健康管理的基本能力。

“挑战”版块是通过身体活动来测量自己或他人的技能，
并且挑战克服环境危机。同时培养对于追求目标时的各种情况随
机应变和状况应对能力。目的是为了通过有自信、主动挑战的
过程，体验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的成就感和自发的挑战。根据

计划实践，培养耐心、分析问题和挑战所需的精神和基本修养
能力。

“竞争”版块让学生体验在符合自身条件的情况下的竞争情
况和产生的竞争意识。并且通过人际关系能力协同合作是可以进
行公平的竞争。这个版块的目的在于让学生亲身体验直接参与游
戏，体会竞争的意义，能够客观评价竞争对手的能力和技术，
遵守纪律，并且能直面失败。通过与队员们的合作和沟通过
程，认知正确的竞争和合作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并且在竞争
当中体会互帮互助的情谊。以此为基础，可以有效地掌握竞争
所需的运动能力和战术、应对能力等。

“表现”版块让学生了解人类是运用身体感觉进行思想上的
准确表达，情感上的有效沟通。并且可以身体表现活动为基
础，通过模仿或创造性活动启发学生个性思维，提高审美眼
光。通过身体动作将自己想要表达的想法和感觉传达给他人，
从而具备动作的敏感性。通过身体训练，掌握节奏感以及对身
体表现的认知，提高更好的沟通的模式。

“安全”版块通过预防日常生活和身体活动的危险及事
故，掌握安全管理能力，提高安全意识，才能在危急状况中随机
应变，发挥自身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谨慎性。通过急救知识的了
解，对于游戏活动中的安全意识，培养身体活动整体上所需的
安全认识和为安全所应具备的基本力量及符合情况的危机应对
能力。

“体育”课程把五个版块分为3～4 年级为一个体系，5～
6年级为一个体系，通过多样性的课程内容，不断强化学生对于
五个领域能力的培养，并且循序渐进的从被动了解到主观认知的
教育理念转化，让学生自我去思考。

3  对于中国小学舞蹈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于韩国小学校内课程的分析后，针对国内小学课程体

系提出以下几个意见：
第一、完善舞蹈课程体系以及规划具体内容的实施。课程

内容的设置对于舞蹈教育是否能落实到美育教育中的核心基础，
其内容的完整性和质量的高低都是能否具体实施落地到各大小学
中的基础保障。韩国把舞蹈教育课程内容的研究作为舞蹈校内教
育的重中之重。在课程的设置中根据学生心理年龄发展为线索，
循序渐进的进行多元化的教育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并且课程内容也提供相对具体的内容以及课程要素，让教师在实
施中能够很清楚的找到自己课程的实施方向，避免不同老师不同
标准。

第二、舞蹈课程内容多元化实施，缩小城乡教育环境差
距。针对男女生的差异性，在课程的设置中不是一味的以舞蹈
身体训练为主，韩国小学校内课程主要从儿童心理发展为起点，
进行了合作能力、表现能力、责任感、毅力等各方面素质培
养，同时也兼顾到小学生的社会状态，对于如何很好融入新环
境、需要建立安全意识等社会问题。力图通过舞蹈的训练特点
有效的培养学生的优良品格，培养学生有个性、文化多元、知
识丰富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努力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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