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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发幼儿创造性理念的幼儿舞蹈教学模式探究
杨　锐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人们对于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尤其在艺术审美教育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改革，为幼儿提

供更优质的成长环境与学习内容，以此促进和提升幼儿的综合发展潜力。本文即立足幼儿舞蹈教学，通过分析舞蹈教学的意义，探索在

教学过程中开发幼儿创造性的方式与方法，以此实现对幼儿思维、体能、审美等综合素养的培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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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时期是创造性思维快速成长的阶段，这就为幼儿教育提

出了新的要求。幼儿教师应当设计更符合幼儿创造力发展的教学

活动，以此为幼儿的长久发展铺设有效路径。因此在幼儿舞蹈教

学过程中，教师必须遵循开发幼儿创造性的基本理念，通过舞蹈

模仿、创编与想象等多元素活动，提高幼儿的长期发展机能，促

进其创造性思维建设。

一、幼儿舞蹈教学的意义

在幼儿时期开展舞蹈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舞蹈可以

促进幼儿的身体健康成长。一方面，幼儿阶段是孩子身体快速发

育和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建立良好身体素质的重要阶段，教师

必须在该阶段通过各类利于幼儿身体机能建设与体能发展的活动，

强化幼儿的体魄。另一方面，舞蹈恰恰有锻炼身体的效果与优势，

其不仅强度相对温和，适合幼儿参与练习，而且对幼儿的身体具

有纠正效果，尤其对于驼背、内外八字脚等，同时还能强化幼儿

的体能、平衡力、柔韧性等，由此拥有艺术的气质与体魄。其次，

舞蹈对于幼儿专注力的培育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幼儿自身特性的

问题，多数幼儿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处理一件事情，在教学中这也

是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但舞蹈教学与知识性教学不同，其

练习过程同样需要幼儿将情绪、精力专注于身体动作之上，而肢

体动作所给予幼儿大脑的反馈与知识性内容的枯燥感不同，更容

易给幼儿留下深刻印象，从而达到更有效的专注力训练目标。其三，

舞蹈训练还可以锻炼幼儿的毅力。毅力是一种意志，是个体能够

坚持完成任务、克服困难的基本品格。对于幼儿而言，毅力的培

育是促进其长期发展的关键内容，是提升幼儿品性、提高解决问

题能力的重要方式。舞蹈练习需要长期的坚持和训练，才能让幼

儿不断发现自身的成长与进步，而这种成就感可以支持幼儿保持

持久的意志力，进而形成毅力。

总之，舞蹈教育对于幼儿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健康

的体魄还是良好的专注力，或者是坚定的毅力，这些都是幼儿创

造性思维开发的重要前提，教师应当深刻把握幼儿在舞蹈教学中

各方面能力的有效成长，进而将其转化为独特的创造力。

二、在舞蹈教学中开发幼儿创造性对教师素养的要求

在开发幼儿创造性的教学理念下，幼儿教师需要具备的主要

素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教师要不断更新教育理论。先进的理

论支持是教师教学改革的基础，在幼儿时期的舞蹈课程中，既不

需要难度过高的动作训练，也不需要复杂的伴奏音乐，从专业角

度而言，不需要教师的舞蹈水准达到特别高的水平。但是，幼儿

时期的舞蹈课程并非单独以艺术教育为目标，更重要的是引导和

培育幼儿的艺术天赋、创造思维以及学习热情，而不同的培育内

容需要不同的指导理论，教师必须掌握其理论精髓，才能设计出

既符合幼儿兴趣，又具备综合培育效果的舞蹈课程活动，才能让

幼儿的审美意识、艺术天赋、舞蹈热情、意志力等获得更开放的

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出舞蹈教学的优势和价值。

第二，教师还要具备良好的舞蹈编排能力。一方面，教师要

发挥幼儿的活跃思维，通过有效引导，让幼儿进行舞蹈动作的创编，

并通过教师的合理指导和规划，帮助幼儿精准分析动作创编的过

程与意图，进而有效结合音乐表达的效果，展现出幼儿的创造能力。

另一方面，则需要教师本身的创编能力，根据幼儿自行创编的动作，

将其进行加工和组合后，改编为不同的舞蹈形式，既展现了幼儿

本身的创造力，又保证了其舞蹈的基本效用与练习效果，从而深

度开发幼儿的创编能力和舞蹈天赋，达到更有效的教学目标。

三、开发幼儿创造性的舞蹈教学模式建构策略

（一）筛选教学内容，提供创编空间

在舞蹈教学中开发幼儿的创造性，需要教师选择科学且合理

的教学内容。首先，教师必须保证所选择的舞蹈内容与搭配音乐

符合幼儿的年龄层段，既不能选择难度过高的舞蹈动作设计，也

不能采用成人的背景音乐，而是要采用幼儿肢体可以有效完成的

动作内容，选择欢快的儿歌为伴奏音乐。如果教师采用了成人音

乐并训练幼儿成人舞蹈，虽然可以形成一定的反差，具有一定的

表演效果，但对于幼儿的思维、审美、创意等有着严重的阻碍作

用，甚至还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其次，教师在选择舞

蹈的主题方向时，可以提前对幼儿进行调查统计，找到幼儿更喜

欢的兴趣内容，并以此为切入点设计舞蹈，不仅可以让幼儿拥有

更愿意参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让幼儿拥有更充分的认知与经验，

从而在自我创编的过程中展现出更突出的能力与水平，达到创造

性开发的有效目标。

笔者在筛选教学内容时，就严格遵守了两方面的要求。在舞

蹈选择上，更偏重于动作的模仿，比如在模仿各种动物动作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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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我就设计了用手臂动作模仿蛇爬行、用手指动作模仿鹿角、

用四肢动作模仿猫咪等内容，幼儿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动物，设

计出新的动作，比如有的幼儿喜欢大象，就用手臂模仿其鼻子；

有的幼儿喜欢老虎，就将双手变换为虎爪状等。在音乐选择上，

我更喜欢选择幼儿感兴趣的儿歌，比如《三只小熊》《蜗牛与黄

鹂鸟》等，同时利用音乐设置不同场合下的情境，比如在《数鸭子》

中，笔者就利用多媒体为幼儿播放了动画短片，呈现出一群鸭子

游过桥洞的画面，并让孩子们跟随音乐扮演鸭子，用左手模拟鸭嘴，

用右手模拟尾巴，从而表演出自由游动的舞蹈效果。在这样的内

容选择下，幼儿的参与意识更加强烈，对应的创造性思维也可以

得到更有效的开发。

（二）培育模仿能力，组织模拟活动

幼儿有着与生俱来的模仿能力，对于很多新鲜事物或他们感

兴趣的行为，都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模仿和学习。对于幼儿来说，

模仿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达成学习目标，获取更多

认知的过程，更是为自主创编建立的必要基础。因此，在舞蹈教

学中，教师必须通过设计更符合幼儿需求的模拟活动，从而让幼

儿不断更新自己对舞蹈的认知，在他人的经验之上进行学习成长，

进而成为具有个人特色与风格的独立个体。

笔者在实际教学设计中，就注重以故事背景为基础，引导幼

儿在进入情境后，发挥幼儿们的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例如在学

习儿歌《三只小熊》的相关舞蹈时，笔者首先要让幼儿进入情境，

了解小熊的基本动作和行为方式，利用多媒体为幼儿播放了一段

小熊的动画片，让幼儿观察小熊走路、休息、吃食物、玩耍等动作，

在幼儿建立一定认知后，正式开展舞蹈教学活动。其次，要进行

动作模拟练习，根据视频中展现的小熊动作，笔者先以自己的动

作作为示范，模仿小熊做出走路、休息、吃食物、玩耍等动作，

要求幼儿在观察老师动作的基础上，再度进行模仿学习，尝试做

出相似的动作，体会小熊的肢体感受。其三，要将动作建立联动

关系。仅仅模仿小熊还不能成为舞蹈，笔者会播放儿歌《三只小熊》，

并结合歌曲的节奏，为孩子们设计了一个情境，先由熊爸爸出现，

他走路回家，看到了正在休息的熊妈妈，而熊宝宝则正在吃饭，

最后一家人一起玩耍。在此情境之下，将幼儿刚才练习的动作连

贯起来，由三名幼儿为一组，在分别模仿不同小熊的过程中，自

然而然地完成了舞蹈练习与模仿的效果。在这样的教学形式下，

幼儿的动作虽然建立在教师示范的基础之上，但终究是以模仿小

熊展开的训练，幼儿不仅可以对小熊拥有更直观的了解，而且还

为后续的自主创编建立了根基。

（三）创编原创舞蹈，深化情感投入

模仿是幼儿学习和建立认知与经验的过程，而自主创编则是

幼儿创造性建设的关键环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为幼

儿选择合适的主题、音乐，并设计符合幼儿认知的情境故事，从

而将创编过程建立在幼儿的认知基础之上，以此保证幼儿思维的

有效开发和训练。

笔者在教学时，注重强化幼儿的情感投入效果，因此在主题

和音乐选择上，会更偏重幼儿感兴趣的动画片等内容。例如笔者

选择了《小猪佩奇》作为舞蹈创编的核心题材，首先，笔者为幼

儿们创设了一个故事情境，选择了动画片中某一集作为故事基础，

在佩奇与小伙伴参加学前游戏小组时发生了各种事，而幼儿们可

以选择扮演佩奇或其他小伙伴们，并根据游戏内容设计相关动作。

其次，笔者还会对幼儿的创编动作进行优化升级。在动画片中，

每一个小动物有着不同的性格，因此在动作设计上，也要区分出

差异，比如小狗丹尼喜欢扮演海盗，他的动作就可以更强硬；小

马佩德罗比较活泼，他的动作可以更欢快；大象艾米丽羞涩腼腆，

她的动作可以柔和。通过让幼儿体会不同角色的性格而做出动作

设计的转变，这也是进一步深化幼儿创编能力的重要过程。最后，

笔者要求幼儿们在统一的音乐下进行舞蹈练习，将舞蹈与情境、

人物性格等内容建立直接联系，从而表现出更具综合意义与审美

效果的舞蹈，让幼儿产生情感上的深层共鸣。

（四）优化舞蹈设计，预留想象空间

此外，教师在舞蹈设计教学中还需要为幼儿的创造性发展提

供额外的空间，对幼儿提出的想象或观点予以尊重，并引导幼儿

在自行创编的过程中展现出个人的特色与风格。

例如在《蜗牛与黄鹂鸟》的舞蹈创编活动中，笔者就引导幼

儿分别扮演和模拟蜗牛与黄鹂鸟的动作进行创编舞蹈，但由于蜗

牛的动作比较单一，导致幼儿们所编排的动作比较单调统一，展

现不出蜗牛爬行的效果，而且与背景音乐的融合程度也较低。对

此，笔者就向幼儿们征集意见，让他们提出自己的想法，有的幼

儿提出可以将蜗牛的各部分分开表演，让不同的孩子表现蜗牛不

同的身体部位，比如有的孩子用身体表现蜗牛的触角；有的孩子

相互搭肩，模仿蜗牛的房子；有的孩子蹲在地上，模仿蜗牛的脚，

这样的设计使得其舞蹈有了新的表现效果，而这是幼儿自己提出

的建议，不仅展现了他们丰富的想象，也为其创造性开发提供了

重要空间。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儿舞蹈教学中，教师应全面遵循开发创造性

的指导理论，通过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组织设计科学的模仿与

创编活动，尊重幼儿自身的意见与想法，由此深入挖掘幼儿的创

造思维，达到更优质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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