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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舞蹈教学中游戏的融合渗透研究 
邱毅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湖南省娄底  41700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当下的教育重心也开始从智育转变为综合素养层面上的教育，舞蹈教育的重要性在当下不断

凸现出来。少儿处于身心发育最为快速的时期，做好舞蹈教学可使得少儿的身体素质得以全面提升，更可使得少儿在舞蹈教学中实

现审美水平的全面提升。而在少儿舞蹈教学中渗透游戏，更可丰富舞蹈教学内容以及形式，极大的提升了舞蹈教学质量。本文分析

少儿舞蹈教学中融合渗透游戏的积极作用，并提出少儿舞蹈教学中游戏的融合渗透策略，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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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传统少儿舞蹈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舞

蹈教学存在较大的问题，例如教学理念较为落后，仅对舞蹈技能的

训练重视程度较高，并且在教学模式上也较为单一，仅以要求少儿

进行模仿为主，这也使得少儿对于学习舞蹈的积极性下降，更无法

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感知到舞蹈的艺术内涵，教学质量受到较大的

影响。而在素质教育的促进下，由于舞蹈教学的受关注度较高，部

分教师在开展少儿舞蹈教学的过程中渗透了游戏内容，符合少儿认

知发育特点，也使得舞蹈教学的有效性得以全面提升。 

一、少儿舞蹈教学中融合渗透游戏的积极作用 
（一）提升舞蹈教学质量 

少儿舞蹈在当下的受关注度和普及率均较高。从少儿舞蹈的含

义来看，其立足于少儿的认知特点，利用肢体动作来使得少儿的情

感和态度均得以充分表达，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得少儿的综合素养得

以全面提升。少儿舞蹈相较于成人舞蹈来说，其在形式上较为直观，

在内容上也较为简单。并且由于少儿的认知发育并不完善，在开展

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传统模仿教学模式无法使得少儿激发学习兴趣。

而将游戏渗透到少儿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可使得教学过程成为游戏

过程，符合少儿的认知特点，更可使得少儿直观感受到一些较为抽

象的舞蹈动作的表演技巧，对于提升舞蹈教学效率起到重要的促进

作用。与此同时，将游戏渗透到少儿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使得

舞蹈教学的内容和形式均得以丰富，进一步激发少儿学习舞蹈的积

极性，降低其学习难度，并可使得幼儿在游戏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

身舞蹈动作的规范化发展[1]。 

（二）提升少儿综合素养 

舞蹈教学对于少儿的身心发展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从具体

来看，舞蹈由于属于肢体动作的集成，少儿在舞蹈的过程中可使得

身体的各个部位得以舒展，有利于提升少儿身体的平衡能力以及协

调性。而在将游戏渗透到少儿舞蹈的教学中，由于其可快速激发少

儿参与兴趣，可使得少儿在参与的过程中主动进行舞蹈的训练以及

探究，提升少儿动作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将游戏渗透到少儿舞

蹈的教学中，可使得少儿的模仿能力和创造能力得以快速提升。少

儿处于身心快速发展时期，将游戏渗透到舞蹈教学中可使得少儿思

维能力得以快速提升。由于游戏化的舞蹈教学在动作指向上较为明

确，可为少儿逻辑思维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更可使得少儿在舞

蹈学习的过程中丰富其情感体验，对于树立其正确三观，提升其审

美水平等均可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2]。 

二、少儿舞蹈教学渗透游戏中存在的问题 
（一）游戏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 

在传统开展少儿舞蹈教学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

影响，舞蹈教学受重视程度较低，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模式极

为单一，仅以灌输式教学模式为主，要求少儿反复模仿教师的动作。

而少儿年龄仍旧较小，喜爱追求新鲜事物，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无

法激发少儿学习积极性，更使得其参与感和体验感均下降，导致教

学质量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在素质教育的促进下，越来越多的教师

开始认知到舞蹈教学的重要性，也开始将游戏内容渗透在教学中，

以期激发少儿学习兴趣。但部分教师在应用游戏教学的过程中没有

及时对游戏内容进行更新，也没有结合少儿身心发育特征来对游戏

进行设计，导致游戏同质化现象极为普遍，少儿很快缺失了学习兴

趣，也降低了教学效率[3]。 

（二）缺乏教学评价 

将游戏渗透到少儿舞蹈的教学中，对于提升舞蹈教学质量可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当下舞蹈教学渗透游戏的现状来看，部分

教师除在游戏模式和游戏内容上没有进行更新之外，在教学评价体

系上也并不完善，没有对游戏渗透在舞蹈教学中的成果进行全方位

的总结，无法及时发现在游戏化舞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进行

改正，导致在教学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并且在教学评价主体上也较

为单一，仅以教师点评学生为主，缺乏少儿之间的自评以及互评，

更缺乏对于教师的评价，也给教学质量的提升造成较大影响[4]。 

三、少儿舞蹈教学中游戏的融合渗透策略 
（一）创新舞蹈游戏形式 

针对传统开展少儿舞蹈教学中内容和形式均较为单一，且游戏

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需提升重视程度，及时对舞蹈游戏内

容和形式均进行创新，来使得少儿始终保持学习舞蹈的积极性，提

升舞蹈教学质量。在具体的实施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角色扮演游戏 

少儿尽管年龄较小，但模仿能力极强，在将游戏渗透到少儿舞

蹈教学的过程中，即可利用角色扮演游戏来开展教学，可有效激发

少儿学习兴趣，跟个看在模仿的过程中实现少儿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全面提升。并且由于角色扮演游戏通常需要少儿进行合作才能完成，

对于提升少儿的合作意识与合作能力也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而

在具体应用角色扮演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将其分为三个步骤进行。

首先为准备环节，教师可带领少儿进行各类的舞蹈游戏，使得儿童

能够尽快了解不同的游戏角色所需要进行的舞蹈内容；其次为基础

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需带领少儿学习不同角色所需承担的舞

蹈动作，并为每个角色设计出不同的动作以及表演内容，并带领少

儿进行排练； 后为提升环节，教师可为少儿设计出表演内容，使

得少儿可利用游戏的方式来将舞蹈内容进行展现，并针对少儿的表

现进行鼓励与评价[5]。 

以《小燕子》为例，在正式开展教学之前，教师需结合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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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以及教学环节进行备课。在具体的实施中，教师需结合教学内容

以及游戏内容选择合适的背景音乐，使得少儿在音乐中可快速进入

到自己的角色中。同时，教师还需结合教学内容针对不同的舞蹈动

作均进行游戏化设计，并利用游戏来进行课程的切入，使得少儿快

速提升学习兴趣。同时，由于游戏化的舞蹈教学通常还需要较多的

教具，教师可做好教具的准备工作，提升游戏的趣味性，例如在《小

燕子》的教学中，教师可为学生准备燕子的翅膀以及尾巴，可利用

道具翅膀进行，提升角色的真实性。其次，在进行基础环节的教学

中，教师可带领少儿学习一系列的基础动作，可让少儿围成圆圈，

引导幼儿模仿小燕子在飞行时的动作，并依照圆圈来模拟其飞行时

的姿态。在 后的提升环节，教师可利用竞技的方式来提升舞蹈有

序的趣味性。可将少儿进行分组，每两个人作为一组，并为每位少

儿分配一个道具翅膀，并要求少儿利用两人三足的游戏方式进行竞

赛。而在比赛的过程中，教师需提醒少儿不仅脚步需保持较快的速

度，手臂还需做出相应的动作，来使得少儿的协调能力得以全面提

升。在应用角色扮演游戏之后，少儿学习舞蹈的积极性得充分激发，

并且可加深对于所扮演的角色的了解程度，教学有效性得以全面提

升[6]。 

2.情境教学模式 

在将游戏教学应用到少儿舞蹈教学的过程中，情境教学模式也

极为常用，其可围绕游戏内容构建出教学情境，适合少儿在情境中

加深对于学习内容的了解，并开动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利用游

戏的方式来完成舞蹈教学内容。相较于传统舞蹈教学模式来说，情

境教学模式可使得少儿的肢体、语言和情感得以充分调动，并在情

境中得以协调统一。同时，情境教学模式还可为少儿营造出丰富多

彩的舞蹈情境，并更好的展示抽象的舞蹈知识，降低少儿舞蹈学习

难度[7]。 

而在应用情境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也可将教学设计为三个

环节进行。首先为准备环节，来引导少儿快速进入到学习状态中，

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其次为基础环节，在这一环节中，教师需带

领儿童学习情境中的舞蹈动作，并在游戏的过程中对动作强化。而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还可为学生讲解情境中的故事内容和背景，使

得学生理解游戏的基本内容。 后为提高环节，在游戏结束之后，

教师可对学生的表演进行点评，并记录下学生的学习情况，为后续

开展教学提供参考[8]。 

在具体实施中，以《小老鼠上灯台》为例，教师在准备环节时，

可带领少儿共同布置游戏环境，可利用道具将场地的一面围起来作

为游戏的洞口，并要求少儿均在这一片区域中进行集中，然后利用

道具布置出灯台。在基础环节中，教师需对游戏所涉及到的一些基

础动作进行演示，例如踏步走以及原地踏步等，并对一些重点动作

进行强化，如双膝需保持放松且微弯曲的状态等。然后带领少儿进

行热身，利用点头以及摇头的方式来活动少儿的头部以及颈部，并

模仿出小老鼠的动作。教师在带领少儿进行热身之后，还需要求少

儿排列整齐准备偷油。在少儿出发之前，利用“上看”“下看”“左

看”“右看”的方式来活动头部与颈部，然后利用踏步走的方式移动

到指定地点。在到达之后，由两名少儿组成一组面对面的原地踏步

走，并在灯台的周围进行踏步走。在提高阶段，教师需要求少儿学

习小老鼠跳上灯台的动作，来锻炼少儿弹跳力，并演示如何在跳跃

中保持美感。在少儿试跳之后，需利用侧面跳以及正面跳的方式来

到达灯台。利用这种方式，可使得少儿在学习的过程中将舞蹈游戏

以及舞蹈动作进行有机结合，更可使得少儿的舞蹈动作得以巩固。 

3.利用游戏中的情节开展教学 

在将游戏化的教学模式应用到少儿舞蹈的教学中，需选择符合

少儿身心发展的内容进行，避免难度过大导致少儿无法完成，影响

其学习积极性。在选择游戏的过程中，可选择一些难度较低且情节较

为趣味性的内容来开展教学，降低少儿理解难度，并结合游戏情节选

择道具来进行设计。以《两只老虎》为例，教师可在带领少儿进行舞

蹈时在每个少儿的头上贴上老虎的“王”字，并想象自己也成为老虎，

并模仿各种动态的老虎，如静态状态或动态状态等，使得少儿在练习

和想象中准确的展示出老虎的姿态，提升其学习质量[9]。 

（二）完善舞蹈教学评价 

针对在应用游戏化的舞蹈教学中存在的缺乏教学评价的局限

性，也需重视教学评价在教学质量提升中可起到的重要促进作用，

对游戏化的舞蹈教学模式进行点评，来 大限度的发挥游戏在舞蹈

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在具体的实施中，也可利用游戏的方式来进行

点评，以《虫儿飞》为例，教师可展示不同昆虫的图片，并要求学

生结合图片以及自己的想象力来进行表演，并引入学生自评以及学

生互评的方式来进行点评。但由于少儿接触舞蹈的时间较短，并且

少儿的肢体动作并不协调，教师在设置点评时，也需降低难度，并

利用规则的方式来使得少儿在评价的过程中真正有所收获。除引导

少儿进行自评以及互评之外，还可鼓励少儿对教师的教学内容以及

教学模式均进行点评，使得教师可明确自身在应用游戏化的舞蹈教

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便于今后加以改正，来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升[10]。 

结语： 
将游戏渗透在少儿舞蹈的教学中，对于提升教学质量，提升少

儿综合素养均可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从当下游戏化舞蹈教

学的现状来看，部分教师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游戏内容上

较为单一，并且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给教学质量的提升造成

较大影响。针对于此，需对游戏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应用角色扮

演游戏以及情境游戏的方式进行。还需对教学评价体系进行完善，

引入少儿自评以及互评的方式进行，使得少儿学习舞蹈的积极性得

以充分激发，并在学习的过程中促进少儿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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