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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实际中，舞蹈是学

生需要掌握的必备知识技能，良好教学方式的运用，对

于学生学习能力提升有重要的促进意义。社会实践活动

能够帮助学生提升舞蹈能力，对于学前专业的学生而言，

是百利而无一害的。然而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学前教

育专业仍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想要培养学生舞蹈能力，

需要积极寻找教学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善。

一、现阶段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教学能力培

养的不足之处

现阶段，教育改革背景下，学前教育迎来了一定的

发展机遇，然而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不断

进行改善。

（一）学生基本功差，对舞蹈教学能力培养关注不高

学前教育工作者是学前教育的直接参与者和施教者。

学前教育工作者的素养以及技能水平与学前教育的质量

和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舞蹈教学是学前教育中较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和幼儿园学生兴趣培养以及全面发展，

产生着较为重要的关联。但是结合现阶段高职学前专业

学生舞蹈教学能力培养的现状来看，学生基本功相对偏

差，而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学前教育舞蹈教学将重点放

在各个技能大赛上，需要学生尽可能的掌握高难度、高

欣赏度的舞蹈，这样一来，学生舞蹈培养不再向着教育

教学的方向发展。

（二）训练时间少，舞蹈课时安排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高职院校学生发展过程中，需

要从事幼师或者与之相关的行业，授课的对象为少年或

者是儿童，若学习的舞蹈难度过高或者是过于复杂，对

学生的身体机能也是存在一定的要求的，这样一来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目前对学生的

训练时间一般比较少，相关舞蹈课时安排有限，影响舞

蹈教学效果。从根本上看，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需要

将培养学生的舞蹈教学能力以及舞蹈编排能力放在第一

位，培养学生良好的舞蹈素养以及道德品质，让学生在

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够成为拥有高专业知识的幼儿舞蹈

教师。各个高职院校需要从教学实际出发，重新创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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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教学目标，这样能够培养学生的舞蹈合格能力，让

其成为一名合格的幼儿舞蹈教师。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能力的培养策略

（一）基础训练软开度和舞感训练

软开度训练也就是柔软度训练，也被成为柔韧性或

者伸展性训练。软度是对人体单关节或者群关节的幅度

活动。对于高职学前专业的学生而言，软开度的训练让

他们的肢体变得更具灵活性，并且能够实现刚柔并济的

良好配合。在学习过程中，良好的软开度能够增强学生

动作的美感。若身体的软开度不能达到一定的要求，做

出来的动作就会变得丑陋，甚至无法准确做出动作。因

此，在舞蹈教学中软开度的基础训练对学生的发展是百

利而无一害的。其次，舞感是舞者对于动作和由动作组

成的舞蹈语言的理解和掌握，对学生舞蹈观赏度提升，

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然而无论是软开度还是舞感训练，都离不开良好的

基本功，只有打好基本功，才能保证动作的优美。在此

背景下，学生需要感受生活，通过生活的传递演绎舞蹈，

才能够给舞蹈增加一种别样的美感。

（二）少数民族舞蹈教学

在藏族舞蹈“旋子”组合的教学实际中，教师可以

一边采用口述的方式进行讲解，另一边用动作进行示范，

让学生能够从教师的表达中，准确的掌握动作要领。学

生需要正步脚尖稍开，双膝松弛直立、保持腰胯部位的

放松，稍稍含胸，将中心调整到一只脚上，双手松弛的

放在胯部，保证双手松弛但是不懈怠。膝盖部位要保持

柔软，呈上弧线慢慢移动，手随着身体慢慢的画圈摆动。

学习了教师的示范以及讲解后，学生们可以从视觉层面

感受到动作的形象，从听觉上掌握动作的重点之处所在。

（三）幼儿舞蹈及编排

在学习舞蹈创编技艺以及舞蹈调度之后，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通过舞蹈动作的队形变化，进一步实现点、线、

面的转化，让学生将静态的舞蹈活动转化为动态，构建

成一个舞蹈片段，再次进行情景教学，这样一来，学生

能够对大自然中的部分现象以及生活中的小事进行观察，

积极展开舞蹈情景的编排。比如，在上学的路上、在路

边小溪玩耍的场景之中，通过舞蹈短剧的编排以及设置，

对于学生想象能力激发，有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对于

学生编排能力提升也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借助多媒体教

学手段，通过舞蹈作品的赏析，对于学生舞蹈编排技巧

掌握有一定的促进意义，在舞台表演上，学生也能够掌

握到更加深入的技巧。比如，在教育教学的实际过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千手观音》作品进行深入的学习，

通过舞台调度的分析，学生能够真确认识到队形从竖线

向立体的圆的变化，在视觉上，观众能够收到一定的冲

击，进一步吸引观众的眼球。队形竖线上直冲向前，有

一种较为紧张的逼迫感，逐渐从一只手变成两只手再向

多只手过渡，众多的手组成一个立体的圆，视觉效果上

的压力也得到一定的缓解，观众的心理也会感受到舒缓、

圆润。这也就是舞台调度转换过程中的魅力所在。通过

作品分析，学生的创编能力得到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

也得到提升。

（四）艺术实践培养学生舞蹈能力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通过文艺汇演以及社区慰问演出

的参与，充分彰显学生的艺术特长，让学生自身的舞蹈

知识能够得到充分展现。除此之外，还可以让学生进入

幼儿园中进行实习，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培养，

这样一来学生能够充分发掘自身潜能，对学生自主能力

提升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三、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舞蹈教学能力的培养

策略

（一）结合教学目标，创新教学内容

首先，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充分展现幼儿

园教学的知识结构以及能力结构，幼儿教师需要进一步

掌握舞蹈能力、教学能力以及编排能力。基于此，教学

内容的选择实际上，选择多元化的舞蹈种类内容，选择

的技巧难度需要保持一定的适应性。其次，作为学前教

育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基本功软开度训练及古

典舞身韵，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在保证安全的舞蹈过程中，

展现优美的舞姿，具备一定的柔软度，同时注重根据教

学特征第一年学习舞蹈基础中融入古典舞身韵元素，让

学生有好的体态软开度已经感受舞蹈的美感学会用呼吸

带动自己的肢体。然后，学生要学习中国民族的民间舞

蹈，通过不同舞蹈风格的学习，学生才能够掌握不同舞

蹈中舞姿的魅力。再次，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必

须要学习幼儿舞蹈，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掌握了幼儿舞蹈

的特征以及律动，才能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发挥自身

的优势。最后，作为学前教育专业的幼儿来说，对于舞

蹈创编基本技法的掌握是十分有必要的，让学生具备幼

儿舞蹈编排的能力。根据上述内容的学习，才能够让学

生掌握更多的舞蹈内涵，对学生视野拓宽有重要意义，

学生的创造性学习以及想象力都能够得到充分的激发。

其次，实际教学活动中，重点突出教育教学的目的

性以及方向性。比如，高职一年级学生主要学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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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舞蹈基础以及幼儿舞蹈，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舞蹈

美感，在自然状态下存在的姿态不优美的问题也能够得

到有效改善。舞蹈基础训练主要是对于学生的腰、腿柔

软度和技能训练作为辅助训练，进一步结合手位组合、

姿态组合以及幼儿基本舞步展开良好训练。在对学生形

体进行训练的同时，还能够让学生感受舞蹈艺术，对学

生学习兴趣提升以及后续教学展开都有着一定的促进意

义。

再次，高职院校第二年的教学活动中，学前教育专

业学生需要学习我国民族的民间舞蹈，这些舞蹈更具实

用性以及代表性。比如，东北秧歌中的“手绢”、藏族

的“踢踏”、蒙古族的“硬肩”等舞蹈组合，都具有一定

的训练价值。将这些舞蹈融入在学前专业的教学活动中，

对于学生舞蹈灵活性以及协调能力提升，都有十分重要

的促进意义，同时学生还能够从中掌握更加富有内涵的

舞蹈词汇，对于学生舞蹈表演能力提升有重要的促进意

义，对于后续教学展开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高职学

前教育专业三年级的教学活动中，较为重要的舞蹈内容

为舞蹈创编技法，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技术的应用，结合

对于舞蹈作品赏析以及理论知识讲授等内容，进一步实

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学生舞蹈编排能力提升有十

分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教学目标掌握，创新教学方式

首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加强对教学语言的艺术

性以及通俗性的掌握，对于学生舞蹈能力提升有一定的

促进意义。教学活动中，授课教师需要进一步保障语言

的精准性，保证语言的逻辑性，这样有助于构建条理清

晰、难度适中的教学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理论

知识传授还是舞蹈知识传授，都需要保证语言的简单易

懂，确保教师的语言具有丰富性以及启发性，与学生建

立起情感上的有效联系，对于学生积极性提升有重要的

促进意义。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自己在站立

时的体态，用口诀“顶天、立地、沉肩、夹背、立腰、

提跨”等。比如在《幸福拍手歌》的教学过程中，教师

带领幼儿一起通过拍手和跺脚进行舞蹈姿势的练习。这

样生动形象的舞蹈形象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促进学生想

象力发展，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舞蹈训练中理解起来

较为困难的内容进行掌握，对于学生而言，掌握动作要

领较为简便，对于教学质量提升也有所帮助。

其次，还需要加强对舞蹈教学直观性的重视，进一

步帮助学生提升舞蹈动作的准确性。舞蹈教学的实际教

学活动中，教师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示范功能，教师的

示范能够给予学生一个整体印象，学生也能够形成对于

舞蹈动作的全面理解，对于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有重要

的促进意义。在教学实际过程中，教师需要做到精讲细

练、将讲、练、辅、查结合在一起。在民族民间舞蹈的

教学实际中，教师的示范较为重要，通过教师的示范，

学生能够实现对舞蹈基本体态、基本风格特征以及基本

动作规律的掌握。

比如，教师可以利用情景代入的方式进行教学，学

生充当幼儿、幼儿教师，让教师以幼师的专业标准展开

教学，学生才能够掌握教学形式，促使学生在课堂上不

光会跳还能教。比如在《三只小熊》的舞蹈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三只小熊的不同特征表现出来，让

学生深入的代入小熊的特征，指导学生作为本节课的

“老师”进行舞蹈教学练习，促使学生教学能力得到提

升，而且，在日后教学过程中学生也能够创设更具趣味

性的教学内容。

再次，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实际教学活动中，还

需要重点关注舞蹈的对比性，帮助学生通过对比，促进

自身的舞蹈教学能力提升。众所周知，没有对比就无法

实际发现问题，那么问题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解决。教学

活动中，教师可以借助对比以及比较教学方式的运用，

对于学生的思维进行培养，这样对学生求知欲望激发有

重要的促进意义。比如，在芭蕾知识的教学活动中，芭

蕾基础知识的训练特征为“开、绷、直、立”，舞姿长且

舒展并且具有一定的延伸感，动作也主要用下肢部位进

行体现，线条清晰而具备美感。在中国古典舞的教学活

动中，其特征为“圆曲、圆弧以及回旋”，古典舞的特征

为舞姿婉转修长，需要上下身紧密配合在一起，保障线

条的曲折。藏族舞蹈松弛有度、维吾尔族舞蹈挺拔美妙，

借助舞姿以及风格的对比，能够实现对学生观察能力以

及分析能力的培养。在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实际过

程中，教师需要通过夸张对比方式的运用，模仿学生舞

蹈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引导学生对其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观察，再由老师及时进行纠正，这样一来学生

对于动作要领的掌握能够变得更加深刻，对学生自我能

力不足认知提升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学生也能够通过反

复的观察和对比，帮助舞蹈能力较差的学生不进步，并

向舞姿优美的学生进行学习。

最后，需要正确认识到舞蹈教学的创造性，进一步

促进学生舞蹈创新以及编排能力的发展。创造力是以想

象能力为基础的，如果学生缺乏想象力，那么对于学生

创造力培养是较为困难的，更不要说学生舞蹈能力的发



157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3)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展了。基于此，教学实际过程中，教师需要加强对学生

舞蹈想象力培养，鼓励并且启发学生尝试创造性的技能。

（三）艺术实践，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通过三年的学习，学生对于音乐基础知识以及舞蹈

基本技能掌握的已经较为深入，此时高职院校学前教育

专业舞蹈教学活动中，需要进一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

行培养。对学生学习能动性提升，以及学生压力感提升

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压力也能够让学生转换成为动力。

只有给予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学生才能够获得成功的

感受，只有学生认识到自身的进步，才能够实现对学生

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也有重要的促

进意义。

比如，在教育教学的实际过程中，高职教师可以借

助情景模拟的方式，通过多媒体技术对音乐的播放将学

生带入到情境之中。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可以利

用《谢谢你好》《爱上幼儿园》和《超人宝宝》等具有趣

味性的音乐的播放，让学生自主深入其中了解音乐需要

配合的舞蹈动作，引导学生自主创设舞蹈动作，对学生

编排舞蹈能力提升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加强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能够实现

对学生舞蹈教学能力、表演能力、创编能力提升的推动。

幼儿教师在学前教学活动中，充当着责任人的身份，对

幼儿的全面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教育教学工作者需

要努力上进，促进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素养提升，为促进

学前教学专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赵晨羽 . 试论学前教育舞蹈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 [J]. 中外交流，2021，28（6）：884.

[2] 刘小杰 . 论高职学前教育专业舞蹈创编教学的现

状及改革 [J]. 魅力中国，2021（30）：190-191.

[3] 叶晓雨 . 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中对学生幼儿舞蹈创

编能力的培养策略 [J]. 戏剧之家，2022（10）：139-141.

[4] 朱源湖 .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幼儿舞蹈创

编能力的培养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19，2（8）：

166-168.

[5] 龚治豪 . 高职学前教育舞蹈教学方法与学生职业

技能的提高刍议 [J]. 情感读本，2015（8）：11-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