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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融入高校芭蕾舞基训课程的实践研究
孔德慧

许昌学院  河南  许昌  461000

摘  要：芭蕾舞基训的课程教学是以舞蹈基础训练作为主要教育培养方向，针对学生的舞蹈基础进行各个方面的培训，在

现代教育过程中，思政教育作为育人的主要方向亦是对于各个课程之间提出了一定的教育指导。本文则以高校芭蕾舞基训

课程为例，对于“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进行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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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思政教育的充分实施在现代教育理念中，已不再局

限于思政课堂的本身，而是将其转化为课堂思政，使得

思政教育与学科得以充分的连接，从而全方位的将育人

进行有效地实现。芭蕾舞基训课程的开设亦是存在着诸

多方面的“思政”元素，其具体实施策略在下文中具以

详细的阐述。 

1 基于课程根本，充分发掘“思政”元素
思政的教育基础是以发现美、展示美进行展开教育

的，而这种美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美，更是体现在人性

的美、内在的美、道德的美等方面 [1]。在芭蕾舞基训课

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亦是可以结合这种美进行教育引

导，从而将“思政”有效的渗透到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芭蕾舞基训课程的设立是以塑造学生挺拔的身形，良好

的平衡力等进而为学生的舞蹈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在

此过程中，其在基本功训练的过程中，使得学生的形体、

精神、气质以及艺术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散发出美的形态，

教师则可以引导学生去感受这份通过训练所体现出来的

美，进而将其逐渐引导至生活中，促进学生学会发展生

活中的美，使得这一课程的学习与思政得以有效的连接。

2 将传统文化知识有效渗透于课程之中
芭蕾舞基训课程作为一门艺术性学科，亦是存在浓

厚的艺术体系与文化知识，因而教师在此过程中则可将

这一文化充分的渗透教育在基训课程中。例如，在这一

课程中，其训练的四大基本要素以“开、绷、直、立”

为主的四大方面进行培养，而在此期间每个动作都有其

练习的意义以及发展的渊源，那么其是由什么时代、因

为什么所形成的这一训练方式呢？教师则可将这一部分

作以引导教学，在历史文化的讲授过程中，教师可利用

多媒体的形式，将课程形式丰富化，进而将与之相关的

内容进行讲解，并在讲述过程中有效地将思想政治内容

进行融入，比如，世界芭蕾舞的伟大艺术家们之中，他

们的人生经历是如何，是靠什么信念将舞蹈坚持并发挥

光大，他们在此期间具备了哪些思想品质以及良好的品

德等等 [2]。从而在艺术文化知识的综合传承教育过程中，

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思政”意识，令其在感触艺术文化

的同时逐渐形成并梳理自身的道德价值观以及人生观，

从而将“思政”的渗透教育有效的发挥应用。

3 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发挥思政教育理
念

在现代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建立是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下得以有效的进行的，只有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够使得“思政”教育有效的教

育并实施于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在以往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里，教师仅仅是以理论性知识进行言传身

教，但在具体的实施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性，学生理

解并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政治内容，但在行为建设上却依

旧如此。因此，在芭蕾舞基训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

亦应当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进行教学引导，进而促进思政

的有效渗透，使得学生在以自身为主体的课程学习中，

逐渐与“思政”元素有效的结合 [3]。例如，教师可将教

学内容以视频的形式播放给学生，进而让学生探究其中

基本的动作，并通过与同学之间的沟通合作，从而自主

的将视频内容得以学习，进而在实际课堂中得以有效的

展示，同时还能够有效地促进教学效率。在此期间，学

生在自主探究合作的过程中，则是基于“思政”元素中

团结互助、自律性、尊重他人、文明沟通的培养训练，

使得思政教育充分的与课堂教学相互呼应。

4 “思政”元素的有效培养
4.1自律性
自律作为思想政治内容的一部分，亦是培养学生的

重点内容，在芭蕾舞基训课程的教育培养过程中，自律

的教育培养则是能够得以较好的培育。这是由于这一课

程的设置，本身是以学生形体的训练作为目标进行教学，

因而在基础训练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学生的自主

练习为主要课堂教学形式，这就需要学生在此期间具备

一定的自律性进行自主的练习训练。在此过程中，教师

则需要作为监督者，时不时地进行监督观察，从而改善

学生偷懒的意识，进而培养学生自律这一良好习惯。同时，

由于学生之间的能力水平不尽相同，因此，教师亦是需

要逐一帮助学生进行动作的调整，从而促进学生在自主

练习过程中的有效性。

4.2互助性
在这一课程的基本功练习训练过程中，教师并不能

完全地顾及到每一个学生的动作是否标准，为提高教学

质量，并有效地将“思政”元素与课程相结合，教师则

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交互性训练，并从中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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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基本功较为稳固的学生担任“助教”角色，进而帮

助其他学生得以以正确的姿势进行练习。在此过程中，“助

教”这一角色可以轮换担任，不同的学生具有不同的优

劣势，有的学生在脚背绷直的基础上做得很好，有的学

生则在开肩的部分做得很优秀，教师则可以让学生发挥

其优势相互进行帮助，从而将互助性“思政”元素充分

渗透于课程之中，有效培养学生的思政品质。

4.3集体意识
基于舞蹈类艺术课程，无论是练习课程还是表演课

程等，其都具有集体性特征，因此，这一特征直接影响

着“思政”元素的教育渗透，由此可以看出，思政与舞

蹈艺术类课程具有紧密的结合性，在渗透教学过程中亦

是可实行的。在芭蕾舞基训课程中，除了基本功练习之外，

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相互配合作用，如此，在教学展示过

程中才能有效地将芭蕾的训练得以体现出来，在此期间，

在编排的过程中则需要关注学生的高低胖瘦等各个因素，

使得学生结合个人不同的身体素质进行队形的调整，从

而以优美的姿态进行教学展现。进而培养学生在训练过

程中逐渐形成集体意识，从而促进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4.4民族意识
在芭蕾舞基训课程中，不难发现，其主要是以训练

学生的舞蹈基本功，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舞蹈基础。通

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事实上，这一课程的肢体训练与

我国民族舞之间亦是有着微妙的练习，其基本功之间具

有相通性，基于此，教师则可以将不同的舞蹈进行知识

的普及，如此，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舞蹈类艺术知识领

域的拓展，同时还能够使得学生了解我国民族舞的文化

传承，从而在了解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的民族意

识，焕发出强烈的民族荣誉感以及自豪感。这一方面的

教学渗透，亦是充分融入了“思政”这一元素的渗透作用，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4]。

4.5关心他人
此外，思想品德教育过程中，学生情感能力的培养

亦是重要且关键的内容部分，是学生建立正确人生观价

值观的基础。因而在芭蕾舞基训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除了基本的教学之外，更应当将“爱”充分融入到

教学过程之中，关心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平等的对待

学生等，从而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教师的关心，以潜移默

化的影响并培养学生的情感，从而树立正确的健康心理

发展。例如，在基训课的教育培养过程中，当学生出现

不良的身体反应，比如发烧、感冒、由于练习姿势不正

确导致的肌肉拉伤、抽筋等等，教师则需要展现出真切

的关心与关爱，让学生得以充分的休息，在身体恢复健

康的状态下继而进行基本功的训练。当学生感受到教师

的关心时，亦会在同样的情况下学会去关心爱护他人，

从而使得学生成为一个热心肠、善良的人。如此，则有

效地将“思政”元素充分融入到了教学之中。

5 结合当下适时教育
思想政治内容还体现在时政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教师在进行基训的过程中，亦应当将现实条件下发生德

育课程相关的内容进行渗透教学。在此过程中，教师可

将其具体的事件内容以多媒体的形式进行播放，进而在

学生观看了解的同时，促进学生的交流与看法，使得学

生得以发表自身的见解，进而在此基础上，将其有效的

引入到教育过程中，从而使得当下的内容与课程得以有

效的结合。通过与当下时政内容的思考教育，则能够对

于学生的思想政治得以充分的教育，使得基训课程与思

想政治有效的集合。此间，教师亦可以在每节课堂教学

之间开设五分钟的时政分享交流会，从而促进学生关心

时政内容，进而养成在时政分析的过程中反思自身，进

而培养并建立良好的道德价值观。

6 教师基本素养的提升
即便是在高校院校的教育过程中，教师毅然具备着

模范作用，因而教师在培养教育学生“思政”内容时，

首先应当从自身做起，从而有效的树立良好的“思政”

形象。其中，师德亦是重要的部分之一，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除专业能力素养的提升之外，师德更是作为教师的

基本需加以重视，同时亦是基于学生楷模的示范性效果。

教师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明灯，背负的重要的责任作

用，因此，教师在自身形象的树立过程中，亦要严于律己，

在与学生讲授思政内容的同时，亦需要树立良好的示范

作用，继而为学生创建良好的思政教育环境。

7  结束语
通过上述分析，“思政”元素的渗透教育于芭蕾舞

基训课程中是行之可行的，在具体渗透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可充分挖掘思政与这一课程之间的主要联系，进而

将其作以培养目标进行教学渗透的开设，从而使得二者

之间得以充分的呼应，使得思政教育不仅仅体现在思政

课堂，而是将其课堂思政化，从而全面培养学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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