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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教学模块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实践 

刘姝延 
（常州市华润小学  江苏常州  213000） 

摘  要：小学是学习生涯的重要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教育的受重视度越来越高持续提升，而且愈加关注对小学生综合素养的

培养。音乐、舞蹈均是艺术类学科，更是小学阶段需要着重关注的教学课程。舞蹈和音乐之间有较大的关联性，两者之间往往互相影

响，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应重视舞蹈教学，并在小学音乐课堂中运用舞蹈教学。不仅如此，小学音乐教学中，舞蹈教学模块的融

入还可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加深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在本文中，便重点围绕舞蹈教学模块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实

践与运用进行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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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学生年龄尚小，在小学阶段加强音乐教学可以培养

其艺术素养。从长远角度看，小学音乐教学中加入对舞蹈教学模

块的应用十分必要，更可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注意力。

音乐教学是一个复杂、繁琐的过程，由于教学方法、教学方式的

不足，很容易给音乐教学质量形成严重影响，在小学音乐课堂中

加入舞蹈教学模块不仅是对传统小学音乐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化，

更是对教学方法的创新。因此，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应持续加强

对舞蹈教学模块的应用，探索舞蹈教学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实践

方法。 

一、小学音乐课堂中应用舞蹈教学的重要性 

（一）促进学生协调发展 

舞蹈是一种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本质上是形体语言。小学

生年龄小，正处于生理的快速发育阶段，本身便有较强的身体可

塑性。音乐本身便与舞蹈有很大关联性，因此在小学音乐课堂中

加入对舞蹈教学的应用十分契合小学生实际情况，更是促进其协

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音乐本身便有规律的律动特征，

单纯的学习音乐仅能让学生从听觉上去感受，但是在舞蹈教学模

块的加入下，学生不仅可以从听觉上去感受，还能够从动作上去

练习，形成一个比较轻松、愉快的课堂分为，这一过程中也有助

于促进学生提升自身节奏感、平衡感[1]。 

（二）促进学生发挥想象力 

促进学生发挥想象力是舞蹈教学用于小学音乐课堂的又一

重要作用。由于年龄小，小学生并不能真正通过语言形式完全表

达自己的想法，而舞蹈不仅是一种肢体语言，更是一种表达人物

内心情感的途径。音乐课堂中，可能由于教材原因、教师原因影

响教学效率，而且对于学生来说音乐学习可能比较抽象，因此会

很大程度地影响其积极性、主动性。对此便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

想象力。深入来看，通过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加入舞蹈教学模块，

可以进一步提升其想象力，而且能够舞蹈弥补语言表达上的不足

[2]。 

（三）促进学生提升音乐素养 

除以上两方面外，促进学生提升音乐素养是舞蹈教学模块用

于小学音乐课堂的又一重要作用。如今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提

升小学生的音乐素养十分重要，在小学音乐课堂上加入对舞蹈教

学的应用更是一个提升学生音乐素养的主要途径。例如，音乐教

学过程中，可以辅以舞蹈练习，使舞蹈、音乐相互融合，该过程

中能够形成一个比较优质的课堂氛围。不仅如此，长期使用这一

教学方法下，音乐、舞蹈之间可以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进而为

提升学生音乐素养提供重要帮助。 

二、舞蹈在小学音乐课堂中的运用策略 

（一）通过舞蹈教学提升学生欣赏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学音乐、舞蹈等艺术类学科的重要性愈

加突出，如何提高其教学质量是一大难题。从前文分析看，在小

学音乐课堂中加入对舞蹈教学模块的应用是一大助力，但如何实

现两者之间的相互融合、协同应用是一大难题。如今在小学音乐

课堂中，教师可以优化教学设计，使音乐、舞蹈两者能够相互结

合。首先，可以在音乐课堂中加入一定的舞蹈元素，可以选择一

些节奏感强、动作简单的舞蹈[3]。例如在《江南好》《彝家娃娃真

幸福》的学习中，应结合相关卡通片内的舞蹈内容进行教学，使

学生们可以在学习音乐的同时观看舞蹈，并积极、主动地学习，

这便可以实现音乐与舞蹈的融合，而且能够形成一个愉快的课堂

氛围。不仅如此，这一过程的长期实施下还可提升学生欣赏力。 

（二）借助舞蹈教学吸引学生注意力 

由于小学生本身便活泼好动，很容易在课堂上出现开小差、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不利于课堂教学的有效进行，这是许多教

师比较困扰的问题。作为音乐课堂的主导者，教师要基于小学生

的年龄特点、心理特点出发，适当调整课堂，对此可采用舞蹈教

学方法吸引学生注意力。首先，小学生很活泼好动，教师可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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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好。例如在学习《密西西比河》时，教师可在其中加入相关

的舞蹈内容，即“从巴比伦河到密西西比”，并且该舞蹈本身便

比较有趣，十分贴合小学生特点；其次，可以加入对多媒体教学

方法的应用。在学习音乐知识时，教师可借助信息技术查询相关

舞蹈内容，并通过多媒体播放，使学生在学习时通过多媒体视频

进行鉴赏学习，而且整个过程很简单、轻松，不仅可吸引学生注

意力，还可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进而更加投入在教学中。 

（三）借助舞蹈教学加深学生理解力 

音乐与舞蹈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很多音乐节目或舞蹈节

目上，音乐和舞蹈之间往往互为补充、互为协调。过去小学音乐

课堂中往往是以单一的音乐为主，缺乏对舞蹈内容的应用，这也

使得音乐教学相对不足，不利于学生加深对音乐知识的理解。鉴

于此，可以通过舞蹈教学的使用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小学生来说，

音乐教学本身便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音乐知识，在音乐课堂上

加入对舞蹈的应用，能够让学生从音乐、舞蹈两个方向理解问题，

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此可以帮助小学生理解音乐知识。例如

在学习《五月五赛龙会 喜报》这一课时，由于该音乐本身便有

很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同时，由于学生对传统文化内容的认知不

足，该过程中还可以帮助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并可在其

中加入一些相关的舞蹈内容，进而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兴趣的同

时提升理解能力。 

三、舞蹈在小学音乐课堂应用中的具体方法 

小学音乐课堂中对舞蹈教学模块的应用十分必要，是提升小

学生音乐素养乃至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前文阐述了舞蹈教学模

块应用于小学音乐课堂的重要性和策略。为进一步促进两者之间

的融合应用、提高教学质量，还应着重关注对教学方法的应用。 

（一）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本身便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教学方法，旨在通过创

设教学情境，带领学生通过一定的情境氛围进行教学。例如在学

习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时，也可加入对一些地域舞蹈元素的应

用。例如进行《江南好 小巷风韵》知识学习时，可在教师带领

下于教师内构建相关学习情境，并带领学生们围绕篝火欣赏音

乐，以此创设一个具有地域文化艺术特色的情境进行教学。 

（二）直观感受法 

小学生思维能力相对较弱，直观感受法的应用具有很大可行

性，尤其适用于小学音乐课堂。例如在学习某一音乐乐曲时，教

师可借助多媒体视频播放音乐、舞蹈，学生则需认真观看、欣赏。

相比其他教学方法，直观感受法有很强的直观性、直接性特点，

有利于学生从中加深对音乐和舞蹈知识的理解深度。 

（三）节奏律动法 

音乐、舞蹈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而且均有很强的节奏

感、律动感。因此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可以加入对节奏律动法的应

用。其实，无论音乐教学还是舞蹈教学，均需要加入对节奏律动

相关知识内容的学习，这是其教学基石。因此在小学音乐课堂中，

应注重对该方法的应用，使其深入与小学音乐课堂相结合，促进

提升教学质量。 

（四）舞蹈展示法 

对于小学生来说，音乐、舞蹈均是比较宽泛的内容，因此在

实际教学中，要将教学内容尽可能具体化，那么实施舞蹈展示法

便十分重要[4]。教师可以将音乐课程内容与舞蹈展示结合，使学

生们在聆听的同时还可以去学习、跳舞等。 

（五）趣味游戏法 

音乐教学是一门艺术课程，教师在课堂上要注意体现出趣味

性，这是吸引学生注意力与学习积极性的关键。在过去，由于教

学方法、教学模式上的不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教学效率和教学

质量。因此，在舞蹈教学模块的应用中，不仅要注重舞蹈教学模

块和音乐课堂的有机结合，还要适当融入趣味游戏法，体现出课

堂的趣味性。 

结语：音乐与舞蹈之间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时代的

发展，小学音乐课堂上正在逐步重视运用舞蹈教学模块，实现两

者的相互统一，发挥互为补充的协同作用。本文中，重点探究了

舞蹈教学模块用于小学音乐课堂中的作用，首先探讨了舞蹈教学

模块用于音乐课堂的重要性，提出了几点策略，如借助舞蹈教学

提升学生欣赏力、借助舞蹈教学吸引学生注意力、借助舞蹈教学

加深学生理解力等，并且也举例了一些常用方法，如情境教学法、

直观感受法、节奏律动法等，希望可以对促进小学音乐课堂教学

质量的提升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1]韩艾佳. 小学舞蹈课程教学优化策略研究——以长春市

二道区小学舞蹈课程教学为例 [J]. 吉林教育, 2022, (33): 37-39. 

[2]端胜兰. 在农村小学音乐课堂中引入舞蹈律动的实践策

略分析 [J]. 天天爱科学(教学研究), 2022, (10): 113-115. 

[3]黄伟婷. 体态律动教学法在小学低年级音乐教学中的应

用 [J]. 教师, 2022, (19): 66-68. 

[4]周权. 浅谈体态律动在中小学音乐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以民族民间舞蹈与达尔克罗兹体态律动为例 [J]. 求知导刊, 

2021, (20): 85-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