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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舞蹈创编课程教学创新改革探究

龚晓璇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 摘  要 ] 幼儿舞蹈创编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备技能，学前教育专业应重视实操与技能。对于零基础的学生来说易学、易教、易开展是

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幼儿舞蹈实践教学能力的全新理念。让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创作编排出更加适合幼儿园教学活动，实用

性更强的幼儿舞蹈。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掌握时代感强、不同种类的幼儿舞蹈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和需要，提升组织教学和舞蹈创

编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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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舞蹈创编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必备技能，但在实施的时

候，学生创编方面还是缺乏思路，不够大胆，方法局限。在学习的

过程中，无论是灵巧可爱的儿童舞蹈、还是风格各异的民族民间舞蹈，

学生都按部就班，没有将舞蹈更进一步开展起来。等到有创编的想

法时，一但实践要么达不到想像的效果，要么就是没有坚持自己想

法。希望学生在上课时更放松、更大胆、更投入，认真领会教学方法，

将舞蹈编创的一些方法能够掌握运用。

在过去传统的教学方法下，枯燥的学习使学生按部就班循规蹈

矩，以培养具有规范教学、快乐教学，易教易学、教学能力强的创

新型学前教育舞蹈教师为指导理念，旨在培养学生舞蹈理论和技能

综合素养：扎实的教学法理论知识，娴熟的术语、动作示范运用能力，

实操、组课、编创全面，从而实现学生运用本课程所学娴熟地开展

相关主题的舞蹈教学实践的目标。为更好实现上述目标，取得应有

的教学效果，我们将本课程内容设计为省外民族舞蹈和本省民族舞

蹈两个部分进行。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民族民间舞蹈风

格的了解和把握，将民族民间舞蹈的特色运用掌握 ，同时增加创编

能力，解决学前教育学生易学、易教、易编排的教学问题，提升专

业技能。

1 教学创新在于幼儿舞蹈创编方法的实际运用。

1.1 动作变化及开展。训练组合主要是将主干动作、舞蹈风格、

舞蹈特点等集中体现，规格要求方面比较有针对性。将理论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把单一枯燥的训练组合经过开展丰富起来。首先，要

从单一的舞蹈动作开始做出一些变化，让学生通过方法来体会感受

创编的基础过程。（1）动作的对比。上下空间的对比、动作的大小

对比、左右前后的对比、高低的空间对比。要求 :以一个动作为元素，

依次添加动作高低、大小、方位的对比，发展成三个不同的舞姿。例如：

抬踏步可以用上下空间的对比方法将动作开展出来。两人一组，其

中一人双手到旁斜上位、掌形相对、上身直立，形成高度空间的动作。

另一人双手到旁斜下位、掌形向前、上身向前倾 45 度，形成中度空

间的动作。两人都做抬踏步，高者原地完成，另一人围绕高者转动，

体现高低空间的对比，两个 8 拍后换交换动作。同样的方法还可以

将组合中很多动作进行开展。例如：退踏步前后摆臂、踩踏步转方

向、砸青稞等舞姿动作。 （2）动作重复。段落形式、单一动作元素

开展形成组合段落。要求 : 通过变化动作对比形式或组合形式形成

段落连接。例如：将变化开展好的动作先连接起来，8个八拍为一段。

再将段落组合连接，形成舞段效果。（3）动作节奏。通过前后、快

慢、方位、大小的组合编成完整的段落。要求 : 先按顺序依次做动

作，再错开顺序做。可用快的、慢的一个连续动作再变快慢。例如：

有的动作可以两拍里完成两次，可将动作节奏变化成三次等。

1.2舞段的形成。动作开展好之后，有顺序的连接起来，形成舞段。

就好比写一篇文章，先是词，再是句，接着才是段落。形成舞段时

要注意与音乐的配合，可以逐步进行。例如：首先，将开展好的舞

蹈动作连接起来作为示范段落进行展示，让学生清楚感知舞蹈动作

从单一到舞段的变化，然后把开展好的舞段再根据音乐、节奏、情景、

情绪等进行调整连接。假如原有组合中有三个舞段，可以将原有的

舞段加上开展后的舞蹈段落的连接展示，最后看一下效果，这样有

了明显的层次感学生在之后的舞段形成中也懂得如何更好的开展了。

1.3 队形的加入。在整体舞段进行完毕后，可以带领学生感受舞

蹈中队形加入后的效果。通常接触的行规队形，圆形、三角形、满天星、

扇形都可以尝试。

2 教学改革在于《幼儿舞蹈创编》课程的教学内容调整。

据了解很多大中专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中的舞蹈类课程教学很

杂乱，有的按照艺术类专业院校的水平开展课程，有的则是大量时

间留给学生“自学成才”，很少结合实际的学情和行业需要来制定教

学计划和教学内容，造成学生想学学不会、学不懂，老师教的很枯

燥，最终用人单位也不接纳，实际教学中小朋友根本没有受益。这

样的局面值得思考，到底在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最严重？在教授《幼

儿舞蹈创编》课程中，我觉得除了教授学生编排、创作的方法以外，

还有更总要的就是《幼儿舞蹈创编》这门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的实

质体现。根据实际教学情况，我尝试改革了教学内容，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在进行与幼儿舞蹈相关工作时，教学、编排、创作、组织等

能力的提升。

例如从以下几方面内容进行教学改革：

1. 幼儿舞蹈题材的选择方法。

2. 幼儿舞蹈音乐的选取方法。

3. 动作的创编过程

4. 道具的运用

5. 演出服装的设计与选择

6. 排练与演出的具体实施

7. 创作方案

8. 作品反思

在当代潮流的文化冲击下学生学习不同民族、不同种类的舞蹈

可以进一步体会到舞蹈的魅力与特色，积累更多的元素和舞蹈知识，

这在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非常珍贵。如果学生能够从生活中寻找

灵感，从幼儿身上挖掘动作，将单一的舞蹈组合进行开展，运用创

编技法丰富舞蹈组合，编创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让学生掌握

方法从学习中创作舞蹈动作，能够完成作品，在舞蹈教学工作岗位

能够不断创新，那么，幼儿舞蹈会得到很大改善。此篇文章提出的

方法探究是为解决学前教育学生易学、易教、易编排的教学问题，

提升专业技能。将枯燥、单一、缺少方法的幼儿舞蹈创编课程改进

的更加丰富，体现实用性。提出的创新方法与改革内容是为全面系

统地体现学前教育舞蹈教学活动的理论基础、教学法导入和教师培

养要求，并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结合丰富的实操、实训

活动，帮助学生掌握学前教育舞蹈教学活动的基本组织方法和技巧，

使学生能够运用科学的理论知识，有效地开展幼儿舞蹈创编教学实

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