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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市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师资队伍现状调查研究 
1.彭  剑  2.丁  蕊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通过调查，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教师队伍女多男少；2.年龄相对年轻；3.大学生兼职老师偏多，教师稳定性差；4.教课

经验不足，教学水平不够。根据发现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1.加收男教师；2.实现体育舞蹈教师老中青三结合；3.提高入职门槛，

增加全职教师的比例；4.定期组织教师外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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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选题依据 

本研究以宁乡市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队伍为研究对象，根据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找出其教师队伍存在的不足，并根据相关

理论知识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为宁乡体育舞蹈

培训机构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行业的持久发展，也为今后相关研

究提供理论参考。 

1.2 研究目的 

选择湖南宁乡具有代表性的体育舞蹈俱乐部和培训机构的管

理者、老师以及学员开展深入的调查，总结宁乡的体育舞蹈俱乐部

和培训机构的发展经验和问题，分析俱乐部和培训机构发展的利

弊，提出今后体育舞蹈培训的理论设想，以促进宁乡体育舞蹈的发

展。 

1.3 文献综述 

1.3.1 与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的相关研究 

陈庭香、唐文俊在《铜陵市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教学能力的

调查研究》中指出：铜陵市体育舞蹈教师男女比例失调，男教师数

量偏少，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教师学历水平分布总体一般。 

姜央在《少儿体育舞蹈培训机构发展的制约因素与优化路径》

中表示：兼职教师的教学经验及与家长的沟通能力等有待加强，教

学经验的缺乏也容易导致教学方式方法的陈旧。 

综上所述，全国各地体育舞蹈培训机构教师队伍都有男女比例

失调、年轻化、兼职居多的问题，那么，我也将着重从这些问题去

调查宁乡市体育舞蹈培训机构的师资现状。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宁乡地区体育舞蹈俱乐部的教师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大量阅读研究有关体育舞蹈俱乐部师资队伍情况的参考

文献，获得有关体育舞蹈教师发展的理论依据。阅读了有关舞蹈教

育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了解国内外有关体育舞蹈师资队伍的现状

及发展趋势。 

2.2.2 问卷调查法 

按照研究需求，对宁乡市部分体育舞蹈俱乐部的教师作为调查

的样本。 

2.2.3 数理统计法 

将通过问卷调查所得资料及信息建立数据库，采用 EXCEL 数

据处理软件对所获得数据和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得出定量结果。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3.1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的师资情况 

3.1.1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的性别情况的调查 

表 3-1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性别统计表（n=24） 

 男 女 

人数 7 17 

所占比例 29% 71% 

根据表 3-1 所示，在进行对 12 家体育舞蹈俱乐部中 24 位老师

的性别调查中发现，男老师有 7 名，占调查总人数的 29%，女老师

有 17 位，占总人数的 71%。通过调查发现：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

的性别比例失衡。体育舞蹈是由男女搭档同时表演的一种舞蹈。缺

少男步或女步都是不完美的。在课堂上，男教师的缺位影响了学生

对体育舞蹈的观察和理解，也影响了男学生对男步学习的基本模

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宁乡市体育舞蹈的教学和未来的

发展。 

3.1.2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年龄情况的调查 

表 3-2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年龄统计表（n=24） 

年龄 16-22 岁 22-30 岁 30-40 岁 40 岁以上 

人数 11 9 3 1 

所占比例 46% 38% 12% 4% 

根据表 3-3 所示，在调查的 24 位体育舞蹈教师中，16-22 岁年

龄段中有 11 位老师，占调查总数的 46%，在 22-30 岁的年龄段中

有 9 位老师，占调查总数的 38%，在 30-40 岁的年龄段中有 3 位老

师，占调查总数的 12%，四十岁以上的老师只有 1 位，占总数的 4%。

舞蹈教师的年龄与其经验密切相关，在宁乡市有 84%的体育舞蹈老

师都是在 30 岁以下，说明教师都比较年轻，相对老教师来说经验

不足，耐心和信服力也没有那么足。长株潭地区多所高校都有开设

体育舞蹈专业，而大部分这专业的学生都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出去担

任俱乐部舞蹈老师，所以教师队伍会年轻化。 

3.1.3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的学历情况调查 

表 3-3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的学历统计表（n=24） 

学历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大专及以下 

人数 1 9 12 2 

所占比例 4% 37% 50% 9% 

根据表 3-3 所示，调查的 24 位体育舞蹈教师中，有 1 位是教

师研究生学历，占调查人数的 4%，有 9 位教师是本科学历，占调

查总数的 37%，有 12 位教师是大专学历，占调查总数的 50%，还

有两位老师是大专及以下学历，占调查总数的 9%。在这些数据中

可以得知，宁乡市的体育舞蹈教师学历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有学历

很高的，也有一般的，而且这本科生和大专生里面有不少兼职的大

学生，这会对体育舞蹈培训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素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教师的思想修养、

技术水平、组织管理能力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学生水平的提高。尽管

考虑课堂质量有很多方面，但以学历为代表的教育程度可以成为一

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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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的教师类别调查 

表 3-4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类别统计表（n=24） 

职业类别 兼职 全职 

人数 19 5 

所占比例 79% 21% 

根据表 3-4 所示，在宁乡市 12 家体育舞蹈舞蹈俱乐部中，俱

乐部兼职老师有 19 位，占调查总数的 79%，俱乐部全职老师有 5

位，占调查总数的 21%。俱乐部中兼职老师过多，对俱乐部的发展

有较大影响，兼职老师中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利用

课余时间，在各家俱乐部中通过教课一定的费用，因为还是在校学

生，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这会导致课后无法与学员进行

更多的交流以及教学质量的下降，会影响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的

发展。 

3.1.5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的级别调查 

表 3-5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级别统计表（n=24） 

教师级别 省级 国家级 国际级 无 

人数 8 5 0 11 

所占比例 33% 21% 0 46% 

根据表 3-5 所示，12 家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中，省级教师有

8 人，占调查总数的 33%，国家级教师的人数有 5 人，占总人数的

21%，没有国际级的教师，没有考取舞蹈教师证的老师有 11 人，占

总人数的 46%。通过数据可以得知，高级别教师较少，还没有考证

的老师较多，高级别老师多少几乎决定着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学质量

的好坏，而且高级别的老师能更加让学生信服和喜爱，高级教师的

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觉得了俱乐部的发展。 

3.1.6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教学能力的调查 

表 3-6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教学中应加强部分的统计（n=24） 

 人数 所占比例 

舞蹈创造编排 2 8% 

教学能力 11 46% 

师生沟通交流 10 42% 

管理能力 1 4% 

根据表 3-6 所示，调查的宁乡市 12 家体育舞蹈俱乐部中的 24

位老师，有 2 人认为自己需要加强舞蹈创造编排能力，占调查总数

的 8%，有 11 人认为自己需要加强教学能力，占调查总数的 46%，

有 10 人认为自己需要加强师生沟通交流能力，占调查总数的 42%，

有 1 人认为自己需要加强管理能力，占总数的 4%。 

根据数据可以得知，宁乡的体育舞蹈教师最需要的是提升师生

沟通交流能力和教学能力。 

3.1.7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参加大师集训的情况 

表 3-13 宁乡市体育舞蹈俱乐部教师每年参加集训情况统计表

（n=24） 

次数 无 一次 两次及以上 

人数 7 11 6 

所占比例 29% 46% 25% 

根据表 3-7 所示，调查的宁乡市 12 家体育舞蹈俱乐部中 24 位

老师，有 7 人每年不参加大师集训，占调查总数的 29%，有 11 人

每年参加一次大师集训，占调查总数的 46%，有 6 人每年参加两次

及以上的大师集训，占调查总数的 25%。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宁乡

市体育舞蹈教师进行自我提升的比例较少。一方面可能是俱乐部对

于教师集训提供的经费不足，导致教师没有足够的经费去参加大师

集训营；另一方面是兼职老师时间不足，大部分教师因为是在校大

学生，可能与学校上课时间冲突。 

第四章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宁乡体育舞蹈教师男女比例失衡、男教师严重缺少 

教师男女比例失调会限制双人舞的教学，从而限制体育舞蹈的

全面发展。 

4.1.2 宁乡体育舞蹈教师年龄结构不合理 

教师队伍年轻化会导致部分教师教学经验的不足，难以激发学

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动力和潜力。 

4.1.3 宁乡体育舞蹈教师学历水平一般 

专科教师学习过程中大多数只重视舞蹈技术而忽略理论知识

和教育学理论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限制了学生能力的进一步发

展。 

4.1.4 大学生兼职教师占一半以上 

宁乡市体育舞蹈教师大部分教师都是兼职大学生，每年参加进

修的次数较少，而且由于双重身份的特殊性，他们不能全身心投入

到教学中去，大学生教学时间短，缺乏课堂经验，连续代课的状况

不稳定，容易更换，长此以往会影响教学效果。 

4.1.5 教师集训次数少、教师教学能力不够 

体育舞蹈教师集训次数少，会影响老师不能及时了解到世界前

沿的跳法，并且失去和同行交流分享教学经验的宝贵机会，从而限

制自己的技术能力和教学水平，继而降低自己以及其舞蹈机构的竞

争力。 

4.2 建议 

4.2.1 招聘体育舞蹈男教师和吸收更多的男学员 

招收男教师开展双人舞课堂，以及吸引更多的男学员实现可持

续发展。 

4.2.2 体育舞蹈教师队伍实现老中青三结合，老教师传授经验 

招募体育舞蹈的有资历的老教师，或者请老教师给年轻教师培

训，老教师向年轻教师传授教学经验，增加年轻教师的经验，避免

教师从一开始就摸着石头过河。 

4.2.3 招聘已毕业的体育舞蹈教师，增加全职教师的比例，并严

格考核教师，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书 

提高体育舞蹈教师入职门槛，增加全职教师的比例以及保证全

职教师的利益，使教师们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当中，做好舞蹈教学工

作以及课后和学生家长的沟通交流，使教师在招生和留生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4.2.4 俱乐部要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师技术理论

培训，最大限度地拓展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教学能力 

体育舞蹈教师参加集训是一种很好的提升自身技术和教学水

平的方式，可以在学习前沿跳法的同时，和众多舞者分享交流教学

经验，提高舞蹈技术水平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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