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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前教育中，儿童舞蹈教学是最为活泼、表达力

最强的组成部分，做好儿童舞蹈创作是学前教育中不可

忽视的环节与技能。1 学前教育从事者应具备舞蹈创编能

力，能够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创作出符合幼儿教学目标的

舞蹈，但现实是大多数的学前教育工作者并没有舞蹈基

础，并缺乏对舞蹈教学的重视，缺乏创作激情与创作兴

趣，无法创编出具有教育意义以及适合幼儿的儿童舞蹈，

加之由于儿童舞蹈教学仅仅是学前教育的一部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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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时无法满足教学效果。基于以上事

实背景，本文作者根据已有的文件指导精神与学前教育

专业舞蹈课程的实际安排情况，对教学儿童舞蹈创编的

能力培养提出有针对性地培养策略。

一、队形创编训练

儿童舞蹈的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队形变换，欣赏一

个儿童舞蹈最为引人注意的就是整段舞蹈当中是否存在

不同的队形，通过队形变换来展现作品主题有助于塑造

舞蹈人物形象，舞蹈中是否有新颖的队形变换会影响整

体舞蹈的美观程度，因此，良好的队形编排能更好地实

现教学目的。在舞蹈教学的第一阶段，大部分初学者并

不具备舞蹈功底，对舞蹈专业知识理解较浅显，但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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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舞蹈教学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前教育学生必备的专业技能，儿童舞蹈教学的意义深

远，不仅可以帮助幼儿通过舞蹈来感受自然、感受生活，还可以引导幼儿通过舞蹈来表达其内心世界，将儿童舞

蹈作为幼儿内心与外界的沟通桥梁。因此，作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其必须通过一定程度的学习掌握适当的舞蹈

创编技能，提升儿童舞蹈创编能力，同时，掌握扎实的儿童舞蹈创编策略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适应未来幼儿园中

的工作，在面对儿童舞蹈创编时不畏惧，以及对于不同领域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也能运用基本的知识技能进行有

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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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储备量足够，具备几何基础，因此可以尽快理解如何

掌握队形的排列组合与调度安排。

（一）教学过程中要向学生传达如何理解舞台布局，

如何构建舞台架构，如何根据舞台基础来变换队形，实

现线条的流动变化。更重要的是根据不同配乐选取适合

的队形，在不同节奏的音乐中改变不同的队形，这就要

求学生们对各式队形都应有所了解，多观看不同种类舞

蹈的表演视频，以及多听适合创编儿童舞蹈的音乐，这

一阶段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常见的队形与安排技巧，

在课堂中适时检查学生的掌握情况。

（二）教师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通

过组织小组活动，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将课堂知

识进行实践，并通过小组实践，帮助学生理解当面临不

同人数的舞蹈队伍时，可以以怎样的方式组合变化效果。

教师要对各小组及时进行点评，让学生自己分析小组中

的不足之处，同时分析别组的优点，互相学习，帮助学

生发掘创作优点，发现创编缺陷，及时改进，增加学生

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多加练习。

（三）后续教学阶段可以适当增加难度，简单的舞

蹈创编不能很好提升学生的创编技能，教师应根据学生

掌握情况将舞蹈队形人数进行逐个增加，并加大连接变

化难度，教师要及时跟进，善于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并在过程中给予意见指导，帮助学生理

解连接变换对于队形的重要性。教师对于时间中发现

的卡点问题与队形变换问题要及时总结分析，帮助学

生纠正节奏问题与动作不适宜的问题，更好地理解掌

握学习内容。

二、改编动作训练

改编训练需要学生运用发散思维，利用其想象力与

创造力，从原有作品的主题与动作出发，结合所学知识，

对舞蹈队形、结构进行改编，创作出符合教学内容的新

舞蹈。学生在改编之前，需要明白什么是改编，改编的

原则与改编的技巧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积累，学生

应掌握基本的舞蹈技能与素材，能够完成简单的改编动

作训练。

（一）改编动作不是重新创作，改编是要在原作品的

基础上、不会改变原有作品主题的情况下进行的。学生

舞蹈基础薄弱，改编之前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先学习原作

品，对原作品的动作进行分解，在熟知原作品的基础上

根据音乐、队形等进行初步变动。课堂上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大胆运用自己的发散思维，不要墨守陈规且拘泥于

原有框架，对动作与队形等应在适当的范围内最大程度

地进行改编，每完成一次改编后，学生应在教师指导下

进行系统排练，教师应在学生平时排练以及排练成果的

展示中发现不足，进而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改进完善。

（二）当学生可以做到独立完成改编后，教师应适

当增加教学难度。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

自学，引导学生多多积累舞蹈素材，自学自编，并让小

组与小组之间进行比赛，引导学生在比赛的过程中互相

学习，赛后教师应及时针对每组的不同情况予以点评，

对每组提出恰当的建议，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热情。

此外，在改编不同风格的舞种时，教师应告知学生不

能随意变换原来舞蹈的舞蹈风格，以免整段舞蹈看上

去混乱。

（三）儿童舞蹈要符合学前教育的目的，从幼儿的

心理与生理出发，在改编时不宜超出幼儿的接受范围。

例如《洗手绢》这个舞蹈，最主要的是体现出“洗”、

“搓”、“晾”这几个动作特点，在对这个舞蹈进行改编

时，可以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增加舞蹈人数，体现儿

童积极互动，欢乐劳动的心理。在舞蹈人数较多时，可

以考虑将所有人围成一个圆，大家一起做动作，并注意

在舞蹈中变换队形，增加互动乐趣。

三、创编动作训练

学生在积累一定的改编经验后，接下来可以尝试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创编舞蹈。在一开始的创编尝试中，大

部分学生可能会出现没有思路、或无法按时完成创编的

情况，导致这类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是学生本身的

创造力薄弱，也有可能是缘于学生平时的舞蹈素材积累

较少，需要学生勤加练习，不断提升其创编能力。

（一）根据歌词创编动作训练

创编的重要基础是选择合适的舞蹈音乐，舞蹈音乐

需要具有较强的节奏性，且篇幅不宜过长，音乐要朗朗

上口，富有动作性。儿童歌曲可以作为舞蹈音乐的创编

音乐，且儿童音乐的歌词简单，主题明朗，内容积极，

学生可以根据儿歌进行改编。

儿歌《课间十分钟》节奏轻快，朗朗上口，通过旋

律，听者可以感受到孩子们下课后的轻松与欢快。在进

行改编时，首先需要熟悉歌词内容，熟悉音乐旋律，通

过国瓷内容进行构思。例如“叮铃铃铃铃下课铃声送来

十分钟”这句歌词可以创编出一个八拍动作，前四拍体

现铃声，后四拍体现时间。而“叮铃铃铃”是声音，可

以考虑通过模仿乐器声音来体现，或者通过将手放在耳

后，做出聆听的动作来表达声音，也能够体现出童趣性。

“送来十分钟”的“送”字是一个动词，如何体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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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可以鼓励学生发散思维，比如可以通过交通工具

或者飞过来的鸽子来体现。在进行动作创编时，可以适

当增加动作，体现出小孩子下课后，急于冲出教室，急

于玩耍的心情。

（二）根据主题创编动作训练

根据主题进行创编需要老师带领学生多加练习，根

据不同主题进行练习，在练习中帮助学生发散思维，体

会不同主题的表达方式。老师需要适当地进行引导，帮

助学生创编出符合主题的舞蹈动作，帮助学生进行素材

积累。

例如《小蜗牛》。主题是小蜗牛，那怎样通过动作来

体现出蜗牛的特点？老师可以鼓励学生对蜗牛进行细致

观察，对蜗牛的形态特征进行描述总结。紧接着，老师

可以对学生进行引导，如何通过舞蹈动作表现出蜗牛的

形态特征与运动特点呢？例如，蜗牛都有一个活动的壳，

那我们可以通过弯腰，虚扶住后背，慢吞吞地走路来体

现蜗牛壳与蜗牛壳的重；再比如蜗牛探出头时总是有两

个触须，我们也可以通过将拳头放在头顶来体现蜗牛的

触须。通过对原型的观察，将原型动作进行精简加工，

变换动作。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小组，通过多人合作

来组合舞蹈动作，例如两人前后站立，前面的人可以用

拳头来表现蜗牛的触须，后面的人抱住前面人的腰，尽

力将头低下，假装是蜗牛的壳，两人慢慢前进，前面的

人不断伸长胳膊来展现蜗牛前进时触须的摆动。教师应

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多加练习。

四、创编故事情节训练

舞蹈也是讲述故事的一种方式，观看者可以通过舞

蹈动作与舞蹈音乐的变化，来了解故事的发展情况，传

达故事的中心思想，巧妙的故事情节走向能够引起观众

的情感共鸣。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发散思维，鼓励学生想

象，拓宽创作思路，积累创作素材。另外，根据故事情

节进行练习创作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创作思路，进一步完

善学生的创作灵感。

根据故事情节进行舞蹈创编可以根据已有的舞蹈素

材进行组合，选择以往舞蹈组合中的段落引导学生进行

创编，可以仅创编一两个情节，通过完整的舞蹈动作进

行情节展示，在情节的展示中注意情绪的高低起伏，在

完成整部作品的诠释后，老师应针对作品进行点评。例

如《洗手绢》这个舞蹈，老师可以要求仅根据最后一段

音乐进行创编，创编的舞蹈需要符合主题情节。另外，

舞蹈创编可以添加动静对比的手法，例如《洗手绢》，可

以增加老师教导学生洗手绢的情景，老师先出洗手绢的

动作，此时学生应处于静止，观察老师，老师示范完毕

后学生进行动作重复，此时老师静静看着学生。当学生

可以根据故事情节进行简单的舞蹈创编后，便能增加其

创编积极性，更好地将作品诠释出来。

五、创编成品舞蹈训练

通过以上教学训练，学生已掌握基本的创编技能，

教师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给学生下达作业任务，并针对作

业任务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学生自行进行组合排练，在

排练过程中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教师应提前向学生阐

明，如在创编过程中遇到问题，学生也应及时向老师请

教，老师需要对排练的作品进行点评指导，提出适宜性

建议。

（一）明确舞蹈主题，选择合适的音乐作品

教师下达创编任务后，学生首先应根据班级人数划

分小组，各小组的人员安排应公平合理，组员之间合理

商量该作品应以何种方式最终呈现，再根据小组中学生

的舞蹈基础商量并选择合适的舞蹈音乐，善于听取小组

中每位成员的意见。选取音乐后认真聆听音乐并根据舞

蹈音乐确定舞蹈种类以及基本的舞蹈风格，学生之间应

用心体会音乐所包含的情感变化，最后应确定该舞蹈的

具体时长。

（二）根据主题进行情节设计

小组成员认真多听几遍音乐，感受音乐的风格变化，

讨论该音乐可能设计出的相关情节，讨论并在音乐中划

分段落，可根据音乐的起伏确定哪部分作为高潮，高潮

应重点编排，且应设计亮点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学生们

还可以在音乐中自主创编舞蹈情节，使得整段舞蹈好似

一个完整的故事，并设计各情节之间的衔接动作，衔接

动作应做到自然不僵硬，增加舞蹈的整体连续性。

（三）根据确定的情节进行内容动作设计与角色动作

设计

在确定好整段音乐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后，

应根据每段情节音乐的不同节奏，选取适合该段音乐风

格的动作素材，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地进行动作设计；

同时根据情节设计舞蹈中的人物，并根据小组成员的特

点分配其适宜的角色，每个角色应有其标志性动作，更

应保证每位成员的动作数量相当。在排练过程中，应细

心揣摩每位角色的塑造方式，小组成员应共同合作，使

作品得以完美呈现。

（四）设计舞蹈队形变换

整体舞蹈动作编排完成后，应设计其中的队形变换，

可以在音乐节奏变换的节点上变换队形，经过尝试看该



89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6)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队形是否适合这段舞蹈。首先，队形也银行遵循由易到

难选择，刚开始的队形可以简单些，然后根据故事情节

的推进变换复杂的队形，讲舞蹈推向高潮，待舞蹈将要

结束时设计适合结尾的队形与动作以适宜地结束整段舞

蹈。结尾应不突兀，且让观众有意犹未尽的感受。

培养学前教育学生进行儿童舞蹈的创编需要长时间

的练习，需要不断积累相应的舞蹈素材，同时，也应互

相帮助，互相分享自己的创编技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需要发散思维，开阔眼界，对生活中的细节进行观察积

累，能够走进幼儿的生活，找到幼儿生活中的亮点，并

以此为创作思路。因此，创编儿童舞蹈对没有舞蹈基础

的学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不仅要在短时间内掌握

创编技能，还需要加强练习，积累经验，总结过失。学

生应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儿童舞蹈创编的方法，能够独

立完成初、中难度的舞蹈创编，在创编过程中不断完善、

不断探索，贴合幼儿生活，提升艺术形象，以增强自身

的舞蹈创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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