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与学习 4卷 11 期
ISSN: 2705-0408(Print); 2705-0416(Online)

222

翻转课堂在高校舞蹈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冯江海 张 瑶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随着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猛提升，各行各业对于计算机和多媒体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高校

舞蹈教学也逐渐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将信息技术运用到日常教学模式中。这一教学模式的改变也符合了新教育体制的

改革，信息技术与舞蹈教学的融合也催生出了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这一教学模式也改变了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角色。

使学生富有主动性，老师则更富有引导性。本文将对于高校舞蹈教学中翻转课堂的应用进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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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 dance teach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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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improv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and multimedia in all walks of lif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Danc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gradual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appli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daily teaching mode.The

change of this teaching mode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reform of the new education system.The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nce teaching also gives birth to the teaching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The teaching model also changes the rol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Make the student full of initiative,the teacher is more full of guidance.This paper will study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danc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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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传统教育方式使得高校舞蹈在课堂上的效率

并不高，课内的宝贵时间也并不能让学生们专注主动地进

行学习舞蹈，教师也需要占用课堂的时间来讲授信息，课

下自己完成复习和学习的教育模式，并不能让学生们个性

化主动化的进行学习，翻转课堂可以让学生们的课上和课

外时间重新划分，最大限度的让学生们通过实践获得更加

真实的学习。

1 翻转课堂的含义

翻转课堂是指重新调整学生们课上和课下的时间，将

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学生的课堂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学生可以拥有绝对的决定权来决定自己是否主动专注

的学习当前进度的课程，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们可以

互相讨论，互相研究。并且通过相应的资料来进行辅助的

查阅主动性的进行学习，也可以通过，看视频，听讲座和

利用多媒体等各种手段来充实自己的知识，丰富自己的文

化内容[1]。在课堂上教师的角色更多是答疑解惑，引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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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们去探索运用知识而不是传统的灌输式讲授知识。学生

通过这种课堂也可以拥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不是被动学

习。

2 舞蹈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区别与特点

与其他课程相比，舞蹈课程是具有明显的特殊性的，

其他课程例如：语文、数学等，学科新课程则更加注重学

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也就是说其他课程的理论重于实

践，而舞蹈课程则相反，舞蹈课程要更加注重于学生们的

实践方面的能力，重点在于培养学生们肢体动作的协调和

美观。实际上舞蹈课程是一种体力和脑力并用的训练科

目，它不仅需要肢体的表现，也要根据节奏、表演、构图

等多种要素，形成一种强调情感表达的舞台艺术，它具有

直观性和动态性的美感。教师在进行舞蹈教学时，不仅要

抓好学生们的基本功，也要对学生们新学到的课程内容进

行耐心地指导和训练，也要根据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和节

奏进行指导，让学生们更好的将舞蹈中展现的情感和风格

表达出来，使学生们的舞蹈更具有表现力和吸引力[2]。舞

蹈教学需要教师将语言表达和动作演示两种方式最大限

度的结合在一起，以便学生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动作的要领

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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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翻转课堂对于舞蹈教学的意义

在传统舞蹈教学模式中，在启发和引导学生方面教师

所使用的教学手段相对有限。比如一般通过动作演示和语

言描述，让学生了解一下本节课要学习的舞蹈内容，然后

再按部就班地将固定的动作演示给学生们，让学生们记下

来，在课后再回去练习第二天上课在验收学习结果，这样

的教学方式虽然具有时效性，但是却缺乏了创新性，如果

一节课的任务量大，就会导致有许多同学记不住舞蹈动

作，给学生们的舞蹈学习也增添了许多难度。翻转课堂的

运用，对于高校的教学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改变作用，教

师在课前将下节课学习的内容布置下去，学生们可以通过

看视频，查阅资料等方式来对舞蹈动作进行研究，而教师

则负责在课堂上对学生们的动作学习进行点评和拆解。学

生也可以在学习舞蹈动作时，也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让

学生们自行去看大量的学习视频和查找大量的文献的同

时，也可以开拓学生们的眼界和见识从他人的舞蹈视频中

汲取经验，学习如何提升自己的舞蹈水平，而教师在授课

时也可以将一些相关的舞蹈赛事添进课件讲解中，吸引学

生们的兴趣和注意力，在讲解舞蹈动作时，也可以添加对

于舞蹈相关方面的讲解，例如舞蹈所应用到的服饰、妆容、

人文、编创背景等等。作为授课要点，让学生们可以多方

面的认识和了解舞蹈[3]。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们从他们自

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舞蹈动作进行一些改变和调整，同

一个舞蹈展示出不同的情感和表达方式。而这种教育模式

的改变是传统教育模式所满足不了的，而翻转课堂，则正

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用翻转课堂激发学生对于网络工具

和技术的最大限度的应用，让他们依靠自己的主观兴趣来

带动他们学习，并通过课前预习，自主研究合作探讨的方

式来丰富每个同学对于舞蹈的感知，理解不同的舞蹈动作

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和效果。

在学生完成自主学习后，教师也可以通过以小组为单

位的方式进行展示，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和指导，学

生们在舞蹈表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提点和针

对性的技术指导，让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不足加以改

正，对舞蹈的动作和技巧有更好的把握。学生们在观摩学

习舞蹈视频时也可以不断的通过回放和重播的方式来找

出自己舞蹈方面的问题并且加以改正。翻转课堂不仅可以

提升学生们的舞蹈水平还可以加强学生们的创新能力和

合作能力为学生日后步入社会奠定基础。完整课堂也很大

程度上的改变了。教师对于学生的评价方式，教师的评价

方式并不仅仅只局限于以往的，只看成绩评价学生们的日

常表现和课后学习情况和课堂上的态度都同样都属于评

价体系，另外也可以增加同学互评的模式，让同学们在互

相评价和自我评价的过程中，发现别人的长处，学习并弥

补自己的不足，也发现自己的不足，并且加以改正，通过

不断的交流来进行更好的提升和激励。

4 翻转课堂在高校舞蹈教学当中的应用

4.1加强了课前预习的重要性

以往的高校舞蹈教学。课程课时较短，学生们对于课

程内容只能进行一些粗略的学习，教师在有限的课程内是

无法对学生们进行细节的深究和系统的教学的，因此大部

分学生在进行舞蹈课程训练时，也只能对动作进行简单的

模仿，并不能领会其中的深度和内涵，也无法掌握节奏的

重要性一切，就只能靠自己课下的时间来进行研究，但是

这样就导致了许多的学生即使在课后的学习遇到了问题

也无法及时解决，导致舞蹈水平没有很大的提升。由此也

产生了一些学习舞蹈的压力和情绪，又因为快速的课程进

度，导致学生们无法调整和适应这种情绪，最终导致高校

舞蹈教学收效不大。而翻转课堂可以最大限度的解决这种

难题，教师在上课前将本节课要学习的舞蹈内容布置下

去，并且给予学生们充足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和观摩，在课

上时让学生们单独表演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展示，并针

对每个人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指导，使学生们能针对自己的

问题获得进步，提升学生们对于学习舞蹈的热情和兴趣
[4]。视频中舞蹈技术含量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给

学生们布置每节课的舞蹈视频学习内容时，也应当注意其

中的技术含量，让学生们每学习一个动作都能真正的对其

进行理解和掌握。

4.2在舞蹈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翻转课堂在高校舞蹈课堂教学中有同样明显的作用。

首先教师需要先借助上节课所使用的教学视频让学生进

行回顾，让学生们根据上节课的学习视频来回顾自己学过

的内容，并且回顾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并

向教师提出，教师根据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来进行答疑和指

导，同时也要注重引导学生们对于舞蹈理论知识的深层理

解和掌握，不能仅仅指教舞蹈动作而忽略了理论知识，并

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舞蹈动作当中。其次，高校

舞蹈学习主要看重于学生们的肢体语言的表达，所以技能

的掌握情况是非常关键的，教师应当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

加强学生肢体功能性的锻炼。让学生们在一系列的不断重

复练习中提升动作的熟练度，掌握舞蹈技巧，并且不断发

现自己在练习中存在的问题，并随着一遍遍不断的重复练

习来改善自己在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升自己的舞蹈艺

术表现力。在课后的交流与讨论也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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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间的交流讨论要比老师直接指导要更有效果，也更让

同学们印象深刻。例如在《中国古典舞身韵》的教学课堂

中，教师先在课堂上播放已经给同学们提前安排下去的预

习舞蹈视频，然后带同学们进行 10分钟的热身训练，接

着让学生们进行大概 20分钟的课程内容练习。接着让同

学们进行自行练习，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可以找老师进行

讨论和研究，发现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以在同学之间

取长补短，然后让学生们根据刚才的练习提出一些难度较

大的舞蹈动作的技巧问题和一些在舞蹈中出现的其他问

题，最后再让同学们进行动作展示，老师根据同学们的展

示成果进行评定和指导。

4.3在教学评价中体现翻转课堂

教学评价在整体教学活动中处于末位环节，但却也是

最不可缺少的环节，一个有效的教学评价可以让学生清楚

的认识，了解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便做出及时的

改正也可以帮助高校教师更有效的了解学生们的学习情

况。在大学里面，由于学生很多，所以老师并不见得能在

课上照顾到每个学生。所以一个良好的评价体系可以更好

的帮助老师来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质量。学生在了

解自己的学习成果后，也可以更好的去反省自身出现的问

题，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发现互相之间的优势也可

以发现学生自己发现不到的问题。更加客观的去调整自己

的学习进度和学习目标。例如对于《中国古典舞身韵》课

程的考试课，教师可以先带学生们进行一遍复习，然后在

通过让学生们分别单独表演的方式来进行成果展示，然后

让同学们来对这位同学的舞蹈进行一些评价，在同学们评

价过后老师再对该同学的表演成果进行评价打分，并对该

同学的一些优点进行表扬，不足进行指出和引导帮助同学

在舞蹈方面取得更加客观的认识和提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对于高校舞蹈教学的运用有着不

可忽略的好处，无论是在课前的预习还是教学课堂上还是

最后的教学评价上。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翻转教学让学生

们能够主动去研究学习，变换了老师和学生在床头，舞蹈

课堂上的角色是灌输式教育，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让学

生们以兴趣为引导来进行舞蹈方面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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