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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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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素质教育背景下，人们逐渐意识到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重要性，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不仅是学生学习舞蹈的核心环节，

同时也是舞蹈专业中的基础课程，因此需提高教师与学生对此专业课程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模式的深

远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较低，所以导致最终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并不理想。针对于此，教师需采取有效策略予以改善。根据

实践可以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舞蹈作业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还可以活跃课堂氛围

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所以，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合理使用混合式教学方法。本文主要探究混合式教学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

中的实践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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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quality	education,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dance	major.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dance	major	is	not	only	the	core	link	for	students	to	learn	dance,	but	also	the	basic	course	in	dance	major.	Therefo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rofessional	course.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due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are	low,	so	the	final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effect	are	not	ideal.	In	view	of	this,	teachers	need	to	take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mprove.	According	to	practic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mixed	teaching	mode	in	dance	homework	theory	teach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but	also	activate	classroom	atmosphere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teaching	effect.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use	mixed	teaching	methods	reasonably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mixed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f	dance	professional	theo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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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理论性，所以，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需采取有效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与学习动力，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理论课程中来，只有这样才
能夯实他们的舞蹈理论基础，提高其舞蹈专业素养。另外，教师在
教育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舞蹈技巧训练与动作学习，还要重视理
论课程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这样一来，既可以加强学生对舞蹈文
化与舞蹈起源的了解与认知，还能够提高学生的舞蹈艺术修养。

一、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原则

（一）直观展示原则
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不仅是开展实践课程教学的基础，同

时也是学生参与舞蹈创作、舞蹈训练、舞蹈表演以及作品赏析的储
备资源，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合理融入实践元素，并通
过直观展示的形式来耐心引导学生认真、仔细观察每一个舞蹈动作。
只有将理论描述与动作进行有机结合，才能更加直观的、深入的理
解舞蹈语言背后的含义，进而对舞蹈技巧、舞蹈动作以及舞蹈要领
形成感性认知，这样有利于学生专业基础素养的提升与认知能力的
培养。因此，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开展要遵循直观展示原则 [1]。

（二）因材施教原则
教师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需依据学习目标与课程内容

来向学生提出严格的、统一的学习标准，可是这不代表所有学生都
要遵循这一项标准，而是在基础标准的前提下，对专业理论课程进
行深入分解与细化。与此同时，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与兴
趣爱好来制定差异化学习计划与学习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
度满足不同学生的舞蹈学习需求。另外，教师在开展舞蹈专业理论
课程教学时要采取有效策略来促进学生的专业化与个性化发展，这
样有利于突出舞蹈专业的特殊性与艺术性。由此可见，舞蹈专业理
论课程教学需遵循因材施教原则 [2]。

二、混合式教学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一）可以强化专业教学力量
教师运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活动时，

需借助多媒体平台来收集与课程相关的作品、视频以及学习资料，
在此过程中还需将收集到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进而形成针对性较
强的教学资源。这样不仅可以构建健全的资料库，进一步优化教学
质量，还可以解决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资源短缺的问题，进而从
根本上强化了专业教学力量 [3]。

（二）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与传统直灌式教学方式相比较，混合式教学方法具有较强的

互动性、资源性、自主性以及网络新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学
生构建轻松、愉悦、自主以及开放的学习氛围。另外，教师在应用
混合式教学方法时会根据舞蹈专业理论课程学习目标来针对性设置
学习任务，通过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来组织学生开展课前预习、课
上实践与课后运用，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舞蹈时间课程
与舞蹈理论课程的理解、联系与区别，还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提高他们学习舞蹈专业理论知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4]。

（三）可以推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创新与改革
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开展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时可打破时

间与空间的限制，进而为教师与学生提供了更多讨论与交流的机会，
这样一来，教师便可全面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并针对其学习
需求来开展有效的教学活动，由此可见，混合式教学模式改变了传
统盲目式的教学行为，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另外，在
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时，教师既调整了教学流程与教学方式，还转
变了自身与学生之间的角色，更好地体现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这些行为都是教学创新与改革的重要体现。因此说，混合式教学模
式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可以推动其课程的创新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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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混合式教学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运用

（一）通过优化整合课程资源来促进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融合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优化整合课程资源的形式来促

进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
与教学效率，从而促进舞蹈作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可持续发展。首先
要对课程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整合过程中在坚持启发性、科学性、
思想性以及实用性的原则基础上来选用合适的教材。因为教材选用
会直接影响到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所以需加强
对此方面的重视程度。除此之外，教师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需科学选
择线上教学资源，要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来选择适合他们的资源内
容，这样可避免因线上资源重复而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其次，
要不断优化课程教学设计，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需合理分配舞蹈作业
理论课程线上与线下的时间和内容，尽量降低线上教学内容与线下
教学内容重复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显著提升教学效果。同时，
教师在优化课堂教学设计时需做到精益求精，比如在开展舞蹈专业
理论课程教学时适当融入实践内容，对于实践内容的设计要提前做
好安排，这样不仅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环节，还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最后要对线上教学环节进行合理设计，可以问题为线
索来设置线上教学活动，这样既能够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寻求答案，
还能够通过学生的反馈来全面掌握他们的学习情况，与此同时，也
能够丰富他们的情感体验，进而为深度融合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打下
扎实基础 [6]。

（二）通过建设精品网络课程来进一步拓展混合式教学资源
目前，我国高校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频繁出现资源短缺

的问题，针对于此，可通过建设精品网络课程来进一步拓展混合式
教学资源，从而高效的解决此项问题，接下来将从学校与教师两个
方面进行细致剖析。学校方面需定期开展示范观摩与讲座交流等活
动，在活动过程中，为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与建设网络课程提供良好
的交流、学习机会，并以此来加大对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的推广。
另外学校还需鼓励教师积极的建设精品网络课程，而要想提高其进
程与效果，不仅要给予教师足够的费用与奖励支持，还要为其提供
优良的技术、资源与团队。教师方面需积极主动地参与网络培训活
动，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对课程资源开发与设计的能力，还能够为建
设良好的精品网络课程奠定扎实基础。除此之外，教师需不断转变
传统教学理念，由单向传授知识的教科书式课堂逐渐转变为创造性、
开放性的自由式课堂，这样既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限制，还可以突
出学生学习的个性化与主动化特点，有利于他们学习效果与学习效
率的提升 [7]。

（三）通过搭建混合式教学资源库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含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教

师在搭建教学资源库时要尽可能的将实践与理论进行有机结合，这
样便可有效避免一味收集舞蹈动作演变、名词描述、理论讲解以及
动作分析等，而是要合理搭配图片、演示与视频，进而对学生学习
兴趣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在学习《舞蹈训练学》这
门课时，教师在超星学习通的平台上建立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完
成了本门课程的线上视频教学 24 个，建立了与之匹配的章节测试、
作业、试题库及丰富的资料库。提出“三阶、四练”的学习方法，
即设计了“三阶”的教学目标，又从训练学的角度分析“为什么练”、

“练什么”、“怎么练”、“练多少”的核心问题。线上学习理论，弄
清楚“为什么练”的问题，线下运用理论来实践训练，懂得“练什么”，
克服传统教学回答问题害羞心理、为难情绪，解决了基础理论难掌
握的问题。线上掌握基本原理，分析自己在训练中“怎么练”、“练
多少”，应用训练手段、方法、提高身体能力，运用训练原则、要求；
解决在舞蹈训练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舞蹈理论的学习是枯燥的，专业能力训练漫长艰辛，需要强
大的精神毅力，通过混合课程中对案例的分析研究，解决了学生学
习主动性不强、情感价值观模糊的问题。舞蹈训练学的混合式教学
主要分为三步走，课前、课中、课后 ；课前看视频，线上学知识，
完成测试，找疑问，讨论形成讨论报告 ；课中教师评价学生学习情
况，手机端测评，教师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剖析重难点或学生关注

的话题；课后巩固提高，与舞蹈训练实践相结合。开展混合式教学，
线上理论学习，线下训练实践，在此基础上利用理论知识来详细解
释舞蹈训练中的规律，从而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丰富资源 [8]。

（四）通过构建多元评价机制来改进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
要想构建有效的混合式教学评价机制，就要设置定性与定量

评价标准。首先可利用网络教学平台来细化定性与定量的评价标准，
对线上学习、章节测验成绩、课堂参与度、期末考试成绩与出勤率
开展定量评价，对小组合作、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和实际汇报
开展定性评价。其次，要对过程性考核进行一定强化，既要注重学
生学习能力与学习过程评价，减少期末总结考核，还要注重学生实
践操作与平时学习评价，提高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与理论应用能力。
最后，需建立多元评价主体，将传统单一化教师考核学生的评价模
式转为多元化评价模式，即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
为辅，从多个方面和多个角度来客观、公正的反应舞蹈专业理论课
程教学效果，这种评价方式可以获得良好的学习反馈 [9]。

结束语 ：

综上所述，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应
用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强化专业教学力量，还能够提高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与此同时，也能够推动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
学的创新与改革，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需加强对此方面的
关注，并采取有效实际策略来提高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质量与教
学效果。首先可通过优化整合课程资源来促进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
融合，这样有助于推动舞蹈作业理论课程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
可通过建设精品网络课程来进一步拓展混合式教学资源，从而快速
的解决我国高校舞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频繁出现资源短缺问题 ；
再次可通过搭建混合式教学资源库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为舞
蹈专业理论课程教学中含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所以教师
在搭建教学资源库时要尽可能的将实践与理论进行有机结合，在此
基础上合理搭配图片、演示与视频 ；最后还可通过构建多元评价机
制来改进混合式教学评价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舞蹈专业理论
课程教学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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