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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舞蹈教学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方法探究 

杨薪 
（上海市医药学校  200135） 

摘  要：中职舞蹈专业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为侧重点，形塑学生的表演知识、技能，发展专门的舞蹈表演艺术人才。研
究以中职舞蹈教学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重要意义为切入点，探索培养中职学生舞蹈表演意识的方法。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舞蹈
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表现技巧，继而推动中职学生在综合素质及职业能力上获得全面发展，成为德艺双馨的舞蹈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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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职舞蹈教学始终坚持针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服

务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为强化学生的舞蹈表演能力与舞蹈艺

术素养，始终关注培养学生的表演意识，将训练学生的表演意

识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据此，为增强中职学生的舞蹈表现能

力，研究尝试性探究中职舞蹈教学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方法，

全面提升学生的舞蹈专业综合素养。 

一、中职舞蹈教学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重要意义 
（一）提升学生表演自信 

培养中职学生的舞蹈表演意识，对学生细致入微地理解舞

蹈动作背后的艺术意涵来讲十分重要。学生接受舞蹈表演意识

培养后，一方面，能够在逐步增强的表演意识驱动下，深度解

读舞蹈动作流畅度、形象性与节奏感，挖掘作品的人文创作背

景，及作品的文化艺术元素，同时在表演过程中将上述元素迁

移到表演中，成功提振表演自信。【1】另一方面，学生可以赋予

舞蹈动作丰满的思想情感、动态表现，在表演过程中，最大限

度释放天赋、性情，持续增大舞蹈表演丰富的感染力和灵动性，

获得更多的赞许和喜爱，从而促使学生更加端正的认识自我。 

（二）提升学生舞蹈修养 

通过培养学生表演意识，能够促进学生在训练过程中，获

得肢体上的锤炼、心理上的提升。一方面，中职舞蹈教师通过

转化表演意识的培养方法，引导学生进入情景化、鉴赏化训练

环境中，教师积极带动学生主动感受舞蹈肢体语言在表述审美

逻辑过程中的力量，关注学生在训练过程中的主观感受，从而

帮助学生在训练过程中获得更加丰富的舞蹈表演经验，在潜移

默化的感受中，得到直接的舞蹈修养熏陶。另一方面，中职舞

蹈教师利用表演意识培养策略的革新性调整，不断完善中职舞

蹈教学体系、结构。促使学生在鉴赏与解析作品过程中，更加

关注表演技巧和动作指代，循序渐进地提高审美素养。 

二、中职舞蹈教学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相关方法 
（一）深钻细研舞蹈作品 

中职舞蹈教学需要在培养学生表演意识过程中，需要主动

改变传统的舞蹈教学理念，始终以深钻细研舞蹈作品的方法，

呈现核心素养视角下舞蹈教学的新探索，实现中职舞蹈教学的

内涵式发展。舞蹈的表演价值在于通过舞蹈动作技巧传递情感

态度，形成强烈的精神共鸣。有鉴于此，足见舞蹈动作时承载

情感态度的高级介质，为促使学生丰富舞蹈表演体验，萌生表

演意识，中职舞蹈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从舞蹈动

作方向、节奏与柔韧度等方面分析舞蹈动作的关键特征，感受

舞蹈动作在表演过程中产生的起承转折变化。【2】在学生模仿专

业舞蹈动作时，中职舞蹈教师需要通过基本坐姿、勾脚、推胸

腰、跪下腰、跪下腰抓脚、站下腰、胸倒立、趴青蛙胯、趴横

叉、横竖叉、竖叉抓后腿、地面压旁腿、地面压后胯、耗竖叉、

搬旁腿、坐立搬前腿、搬后腿等舞蹈动作专项训练的形式，指

导学生完成舞蹈动作的深钻细研，摸索专业舞蹈动作的运动轨

迹，恰当展现舞蹈作品背后所包含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完成舞

蹈表演。 

培养学生表演意识主要为增强学生艺术表现力，中职舞蹈

教师需要在指导学生诠释舞蹈作品过程中，明确舞蹈形象属性

与艺术特征，通过舞蹈动作凸显舞蹈作品的艺术美感，精准表

现舞蹈艺术感染力，传递舞蹈作品的情感核心。为增大学生对

舞蹈动作的了解与体悟程度，中职舞蹈教师需要积极组织学生

参加音乐沙龙、舞蹈大赛等活动，在学生体会舞蹈作品音乐艺

术、背景情愫过程中，一方面，以音乐节奏的变化，带动学生

感受舞蹈作品中层层递进的技术情感，把握舞蹈作品的整体创

作风格，培养和强化学生的表演意识，深化学生的审美逻辑。【3】

另一方面，以舞蹈作品的创作背影，映刻舞蹈艺术的文化底蕴，

带动学生体会舞蹈作品中的浅表性思想感情，感受舞蹈作品所

蕴含的情怀、精神等。 

（二）舞蹈课程结构优化 

部分中职学生并不具备深厚的舞蹈专业基础，因此，在优

化舞蹈课程结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利用课程教材、互联网

音视频、图片等教学资源，针对学生的舞蹈学习偏好调整课程

内容，为学生提供结构合理的学习参考内容。根据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出现的学习问题，中职舞蹈教师需要主动邀请 业内专

家、学者进行课程讲授，或者通过优秀舞蹈作品的集体观摩活

动等，有效拓展学生的舞蹈艺术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在优化

舞蹈课程结构过程中，需要根据常识性舞蹈教学内容、舞蹈教

学剧目，进行课程结构设计。中职舞蹈教师需要根据学生完成

舞蹈作品的实际情况，为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提供整合支

撑，以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强化舞蹈基本功技法

训练的实践机会，充分结合舞蹈基本功大赛等活动，增大学生

的艺术鉴赏能力和体悟能力，逐渐形成自主创编能力。 

（三）舞蹈表演活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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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和掌握文章的主题和要点，避免内容重复或偏离主题。

例如，在写一篇关于“环保”的作文时，学生可以列出以下关

键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气候变化等。然后，使用思维导

图将这些关键词进行关联和分类，形成清晰的写作内容框架。

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章的主题和要点，为后续

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借助思维导图构建写作框架 

在写作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使用思维导图构建写作

框架，明确文章的结构和段落安排。学生可以根据文章的主题

和要点，使用思维导图绘制出文章的结构图，包括开头、主体

和结尾等部分。同时，学生还可以根据文章的结构图，进一步

细化每个部分的内容和要点，形成完整的写作框架。例如，在

写一篇关于“旅游”的英语作文时，学生可以绘制出以下结构

图：开头介绍旅游的意义和目的；主体介绍旅游的经历和感受；

结尾总结旅游的收获和意义。然后，根据结构图进一步细化每

个部分的内容和要点，形成完整的写作框架。这样，学生可以

更好地掌握文章的结构和段落安排，使文章更加有条理和逻辑。 

（三）借助思维导图厘清写作思路 

在写作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使用思维导图厘清写作

思路，明确文章的观点和论据。学生可以根据文章的主题和要

点，列出与之相关的观点和论据，然后使用思维导图将这些观

点和论据进行关联和分类，形成清晰的思路框架。这样，学生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章的观点和论据，避免思路混乱或观

点不明确的问题。例如，在写一篇关于“科技发展”的作文时，

学生可以列出以下观点：科技发展带来了很多便利和创新；科

技发展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合理利用科技发展为

人类造福。然后，使用思维导图将这些观点进行关联和分类，

形成清晰的思路框架。这样，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章

的观点和论据，为后续的写作提供清晰的思路指导。 

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思维导图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

中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它帮助学生更好地组织写作内容，构

建清晰的写作框架，整理相关词汇，并厘清写作思路。这些措

施的实施和应用，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水平，还有助

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因此，我们建议教师

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积极推广和应用思维导图，以提高学生

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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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中职舞蹈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慰问一线警务工

作人员、退伍老兵等的公益舞蹈表演活动，也可以将社会福利

院和敬老院等社会服务机构作为表演活动实践目标，通过主题

表演的形式展现深层次的舞蹈表演情思，着重突出舞蹈作品在

传达情谊上的艺术表现力。另外，中职舞蹈教师可以组织学生

参与承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公益宣传活动，围绕不同的民族

节日等舞蹈表演主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舞蹈表演动

作、场景与服饰、妆造中，通过指导学生赋予舞蹈动作深层次

的艺术文化思想，在动静相宜的舞蹈表演过程中，诠释表演意

识下所传递的深层次艺术情感，成为自觉宣导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接班人。 

另一方面，中职舞蹈教师需要以舞蹈艺术的竞技性功能作

为表演意识培养要素，将学生的艺术表现力、胜负欲融入到竞

技性舞蹈表演活动中，帮助学生细致入微地分析和完善舞蹈动

作细节，促使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形塑表演意识。在激发学生表

演意识过程中，中职教师可以利用多种形式的舞蹈比赛，展开

舞蹈编创工作，在排练过程中围绕比赛主题进行参赛作品的打

造，要求学生在不断精进舞蹈动作技巧的同时，强化与其他学

生的表演默契配合程度，为完成舞蹈比赛做好充分的赛前准备。
【5】在赛前准备时，学生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舞蹈作品立意、

编创风格、作品主题、道具服饰等多个方面入手强化比赛参与

感，在合理梳理舞蹈表演历程的同时，充分调动最佳的比赛状

态，以此强化比赛过程中的表演意识。 

结束语：综上所述，中职舞蹈教学通过深钻细研舞蹈作品、

舞蹈课程结构优化、舞蹈表演活动实践等，培养学生表演意识

的相关方法，能够促使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正确掌握舞蹈表演

的形态美、情思美育节奏美，在培养学生表演意识的基础上，

学生通过对舞蹈动作、技巧的运用，诠释成熟的思想感情，在

表演意识和艺术表现上获得“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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