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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学对于舞蹈专业课程的发展与探究 
孟铎 

（韩国秋溪艺术大学  韩国首尔  03762）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医疗,教育,社

会保障,生活品质等一系列民生问题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变化。受疫情

严重影响，工厂停工、商场停业、学校延迟开学都在国民意料之中。

网络新闻电视报道和自媒体传播等把关注放在我们最重视的教育

身上，也可以说是聚焦到了“停课不停学”口号下的“线上教学”。

这意味着不仅只有学生，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也在其中，这是一场

前所未有的“艺考”，是一场硬仗。没有防备，没有所谓的前车之

鉴。全国所有教育工作者全身心的扑向“战场”一线，我很荣幸成

为了一分子，笔者求学阶段就经历了 2002 年的“SARS”病毒，众

志成诚抗击非典的国家精神，那时我感受到了国家和社会层面，面

对困难下教育界从不服输的品质，相隔十年了，对于我们的教育来

说从未按下过“暂停”键，既然疫情的到来仿佛我们如临大敌，我

们更不能退而不战，更对于我们实操性很强的舞蹈专业教育工作者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借助疫情这个契机，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传

统的教学方法、传统的学习方式……这次我们来不及部署战略战

术，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摸石过河…… 

曾经“屈指可数”的网络，如今已变成这个社会的基础设施，

每个角落都离不开，网络教学无疑是给教育开辟了一道新的航线，

学生可以更多的通过互联网去使用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再单纯的地

依赖授课老师面对面直观教授知识。然而开展线上教学对于实操性

很强的舞蹈专业更是对教师的一项新的考验，以下我仅以舞蹈专业

教育为中心展开研究论述。 

一、线上教学中存在的客观问题 

1.教辅设备产生的问题和探究 

目前线上教学仍然处于初期摸索阶段，教师和学生一般选居家

或是一些室外场地和自行寻找教室来进行教学和学习，达不到传统

舞蹈课堂场地要求的刚需，存在着场地空间问题。传统舞蹈教室可

以提供给老师和学生足够大的上课空间，并配有地胶、镜子、把杆、

音响等设备。而在线上很难实现，所以导致教学效果有所下降。 

线上舞蹈教学是通过网络充当媒介，来开展教师的教学内容，

教学形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教学内容的变化，教师对于课程安排应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改变，因此在教学中对于网络和平台，

我们就要有所要求，怎样才能选择一种良好的方式，是直播教学或

是简单的视频平台？还是将其融合一起有待我们结合研究。 

2.学生对于网络课程的心理变化问题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所以学生对于学习的心理变化问题也是我

们教师应该注意的方面，在线上教学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对于

教学模式的改变，从而导致他们对学习的态度有所消极怠慢，笔者

通过课下访问问题较为严重的学生并结合自身换位思考相应的心

理活动得出，每一个年级的学生课上自控意识,自我学习能力,专业

基础参差不齐。线上学习中很容易被周围环境所影响，再加上学生

闭塞和惯性的思考方式对于线上舞蹈教学改变产生了一定的心理

暗示“舞蹈专业课无法在网上学习、效果肯定不如线下效果、老师

看不见我的”等等一系列反面情绪，这种思想就是成为他们偷懒的

理由和上课不集中的源泉，并为原谅自己的不努力而找借口。正因

如此，我们首要针对学生心理变化做出有效的教学调整。外化的显

现就是在于学生是否有自主学习能力。训练学生在线上独立完成学

习，在线上远离老师们的监督，远离同学们之间的帮助，当软件和

硬件都无法依托时，那就只能“靠天靠命靠自己”了，就更能显现

出自主学习性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由于舞蹈教学的特殊性，通过网络教学教师无法更好的约束学

生，培养学习兴趣，训练自我学习意识。对于运动量大的舞蹈课程

来说，很容易叫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惰性。教师是不是应该在

这几点上多下功夫和寻找教学方式问题呢？这类问题必然会存在，

学生“山高皇帝远”的心态教师很难远程加以把控，所以在线上教

学方式设计上需要关注这类问题，并且严格把控关注网络教学中学

生的心理建设活动。需要教师提高教学设计的质量，课上充分调动

学生们的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二、舞蹈教师使用线上教学研究分析 

1.对于教师专业能力提高的再期待 

作为线上教育中的主导者，教师应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

要具有更多的专业性，专业舞蹈教师大概分为理论教师和专业实操

课教师两种，舞蹈理论门类的课程大部分内容可以在文化教室里教

授，线上教学对于理论课效果冲击不大。而舞蹈实践课门类需要学

生在舞蹈教室中进行，每一门课程教学内容不同，教学方法和训练

目的也不一样。在线下课堂中通过口传心授、模仿、触摸、等等就

已奠定了传统教学模式的重要性，但是笔者认为重要性不等同唯一

性，尤其舞蹈实践课在线上教学中教师仍运用传统方法一成不变的

实行教学，继续“穿新鞋走老路”的话，无论是舞蹈本身肢体要求

还是教学进度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对于这场网络教学变革我

们应加以探索和研究。如何去解决本质问题？教师更应该提高自身

专业知识再以文学,美学,艺术理论,等各方面的理论文化加以辅助基

本文化素质，这关系到教师在线上授课中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拥

有了更多专业知识和文学底蕴才能通过言语让学生更清楚地明白

舞蹈组合中肢体的配合，对音乐的理解故事情节人物塑造把握。只

有自身的储备更多，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才能沉稳解决。 

2.教师对于课程中的场控管理 

激情！课堂教学中的“激情”，这点牵连着教师与学生在云课

堂中调动学生兴趣,活跃上课气氛达到二者的互动相结合。尤其是教

师们在之前线下教学中很享受教学成果带来的成就感，而如今换成

了一屏之隔的线上教学，往往短时间内找不到那股快感而导致课上

的激情和节奏减半。这些原因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教师会在课堂上

兴奋点有所降低？！一部分原因来自教师对于从线下到线上教学的

转换不适应。我们在日常的线下课堂中，教师需要言传身教，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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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动作纠正及摆正，口令反复的去下达，学生反馈及时才能保障

教学质量和应有的教学进度。而线上教学确存在着它的“致命伤”，

教师能看得见学生回课，确因为场地局限性看不全学生整体，动作

不到位，想上手加以摆正却又碰不到学生。很多老师只能是鞭长莫

及反复做着徒劳的示范动作伴随着“歇斯底里”呼喊，教师就线下

教学相比自然产生了一定的落差感。就此教师发现问题应自我内心

调整，不要着急更不要盲目责怪学生理解力差。课上教师为主导，

“领头羊”面对客观问题如果乱了阵脚可想而知接下来面临的即将

是艰难险阻。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 

3.对于舞蹈课程的教学流程的见解 

舞蹈线上教学的确是新型教学模式仍属于探索阶段，在此笔者

认为应把教学的侧重点着重放在学生问题思考和教师的问题导入

如下。 

舞蹈教学流程 

一、在开课之前老师抛出专业性问题让学生先通过网络查询

相关视频和文字自行了解思考形成个人观点。最主要是让学生们思

考起来动手查阅也是自学的一种启发。这是向学生对于学习浅层的

第一层铺垫。（第一层引发思考建设） 

二、在课上让每个学生把自己的观点和了解讲出来，对于技能

课就鼓励学生大胆尝试舞出来，其他同学相互点评。这是“放开自

我”的舞蹈或者阐述后，再经过老师和同学之间的点评，不仅受评

者清楚了解自身问题，而点评者也在潜移默化中练习到了对于美的

审视能力。最后老师进行点评总结和补充，这无非是对于所有学生

的一个双向训练。（第二层的对于“标准”认知） 

三、教师可把自己预想教授的组合提前录制成视频分段讲解

发给学生自行学习。在一些有难度的问题上突出讲解示范。（第三

层对于问题的再次发现与纠正） 

四、课后要求学生每天及时回课，教师认真查看并叫其他同学

相互观摩指出回课视频作业问题。（第四层让学习蔓延出上课时间，

使学习时间无限） 

教师教授学生训练内容，但在线上授课的局限性里，学生是单

独一人上课加上场地不达标，有很多组合中的舞台调度就很难呈

现。所以在线上教学中教师是不是应该把握训练主要目的加强个人

舞蹈动作语汇训练作为侧重点呢。等回归线下课堂后再去添加删

减。当然学生安全不可忽视，尤其是没有专业教师的陪同下，一些

高于学生能力难度较大的动作应该规避。 

教育界一直是或多或少的填鸭式教育，而我们线上教育中引导

加强学生的思考能力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崭新的突破口。这

就需要教师课上和课下的严格把控。学生得到了学习能力提升，减

少了教师很多课上的“徒劳”的示范。何乐而不为？！      

我们应该利用线上教学为契机反向思考，让学生清楚地知道自

己的专业问题所在何处？提高自我审视问题能力并且直观发现同

学之间差距及变化，使其达到一种良性的竞争的模式。学生通过自

主学习每一节上课内容，并将其录制视频上传班级微信群。要求学

生录制及上传视频一定是多次录制选择最好的视频发到群里，在此

学生已经经历了主动的学习和主动的思考问题，潜移默化的加强了

自我观察、自我练习和自我调整。其实这已经比起传统课堂上的单

一训练得到了大大提升。 

三、线上教学中发现新机遇——混合艺术形式 

在线上教学中寻找出路的同时，笔者发现与学生们虽有一屏之

隔却困难重重，但也并不代表无路可行，之前惯性认为舞蹈剧场和

舞蹈教室，才是最终的归宿。舞蹈作品的呈现地受限之后很多无法

正常进行，笔者运用实践验证出真理的存在性。 

老师和学生如果成为一个整体的话，我们现在仅有的是空间上

的不同，剩下的就只有学生和老师们二维艺术的“肢体动作”和上

课的摄像设备。笔者认为涉猎的东西越少，限制也就越少，想象空

间反而就越高，一切的不可能就在当中迸发着无限的可能。打破那

种冰冷冷的教室带来的不适感，此时就是福音的到来，学生可以挑

选自己喜欢的地点进行舞蹈和创作，温馨的家里、小区公园里、拆

迁后的废墟场地等等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不仅是地点可以挑选，学

生完全可以自己布场，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并且可以极大地开发

学生对空间利用的想象力，周遭的事物也是可以合理的被利用起

来。辅助自己的肢体创作达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舞蹈肢体是可以移动的，那么我们的摄像设备也是可以的，运

用摄影机的移动与主题之前发生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后，会产生超凡

的舞蹈视频作业或者舞蹈视频作品。 

四、对于线上舞蹈课程的思考与展望 

虽然停课不停学期间的线上教学引起社会关注度很高，在仓促

之间开展的大规模线上教学必定存在诸多问题，教学效果的规范性

和质量得不到保障。在线上教学中，暴露出了舞蹈专业课程在线上

效果的问题尤为严重。作为教学中的主体，在教学中举足轻重是保

证线上教学的关键因素。笔者提倡国家舞蹈教育界层面加大力度提

供理论指导，给出线上教学的方法和策略。让一线教师在实践中得

到分析和反思，有助于后期的完善从中吸取教训。学生居家学习期

间，家长的作用大幅度提升，教师、学生、家长应该三点穿成一线，

如何把“家校合”的效果发挥的更大，是我们教师深入研究的问题。 

随着我国疫情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中小学和高效也陆续开学，

线上教学也接近尾声。但是这不应该是我们线上舞蹈专业教学的终

点，这应该是一个舞蹈教育的新起点。线上教学给我们留下了太多

的教训和经验，值得我们去深思和反省得出重要的总结。而如今疫

情在全球大爆发多少学生深受影响，大部分学生也开始通过线上学

习。中国的舞蹈教育可总结出自己体系，向全世界输送“中国经验”

为各国舞蹈专业教育提供借鉴。舞蹈教育事业的发展迎来了崭新的

一面。我们定会倾入更大精力投入线上教学中，为我国舞蹈教育事

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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