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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线上教学实录与舞蹈美育的渗透

——以江西 J 高校为例

赵紫浩

江西科技学院教育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98

【摘 要】：在防疫期间，为实切落实“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在线上舞蹈课程教学必需

调整固有的教学方式，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利用相关教学设计克服线上教学中出现的平面性与延迟性等相关问题，这样的教

学模式对于笔者及学生都是一个挑战，也是全新的尝试。本文将对学前教育舞蹈课程线上教学的实施进行阐述，并在线上教

学中将舞蹈美育渗透其中，探索舞蹈教育的根本目标与最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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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是为满足学前教育的对象、美育

功能和教师专业成长需求，具有很强实践性质的课程，该课

程主要任务是训练学生身体素质，养成良好体态，培养学生

的舞蹈技能以及舞蹈创作能力，为将来进行学前教育舞蹈教

学活动打下基础。根据我院的人才培养方案，此课程分别在

三个学期开设，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包括舞蹈基础训练、形

体训练、舞蹈动作素材积累、儿童舞蹈相关知识及儿童舞蹈

作品编创，而本学期学生所学习的部分为中国民族民间舞的

内容即舞蹈的基础训练与舞蹈动作素材积累阶段。因该阶段

课程的特殊性，在线下的课堂中主要是以教师动作示范加口

头讲解的方式进行，一直以来都以集体授课为主，主要为一

教多学的模式，其基本方式是口传身教，并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通过学生在学习时的动作模仿与肢体反馈，需检查学生动

作完成度与问题所在，并及时纠正错误动作。在防疫期间，

我校为积极响应省教育厅的有关文件精神要求，落实“开学

延期课不停”的指导思想，线上教学全面铺开。因课程的特

殊性，笔者也为线上的舞蹈课程进行调整，线上不同于线下，

必需根据线上课程的特性将舞蹈课程中固有的教学方式进

行调整，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利用相关教学技术克服线上教

学中出现的平面性与延迟性等相关问题。

一、线上舞蹈课程教学过程

为保证教学质量与教学的完整性，笔者选择不易出现网

络卡顿问题的录课教学，但是因课程的特殊性，学生在线上

学习舞蹈动作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在实施前教学

前，笔者对其进行分析并找寻解决方式，在实践的过程中不

断调整教学方式。

1.1 教学视频录制的多方位多角度

舞蹈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肢体是他的教学材料，肢

体是他的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部分，学生最主要的学习方

式是模仿教师的肢体动作形态以及运动路线。但是我们根据

视频的特点得知它是多帧快画面组成的，画面是平面的，从

前面拍摄便无法得知后面的内容，舞蹈动作是具有空间性的

特征，是多方位的，其动作形态与运动路线每个角度都是不

同的，如果学生只学习一面并不能很好的把握其动作要领，

因此在拍摄过程中，笔者进行了多方位的动作讲解，让学生

全面理解动作形态与运动路线。

1.2 组合动作分解的节奏与顺序

舞蹈课程的实践教学，是以元素组合为主的教学，让学

生在练习组合的过程中学会不同民族舞蹈的风格特点与动

作方式，组合基本由 8到 16 个八拍不等的动作内容或不同

元素短句所组成，所以在线上教学时，应根据组合特性将动

作讲解分开录制（元素短句或节奏）。如女孩傣族舞蹈组合

课程讲解顺序：（1）主要基本动律讲解；（2）分节奏（每一

个或两个八拍）为一组动作；（3）本节课所学所有动作串联。

每一个视频为一个学习知识点，这样让学生更容易将动作学

会，并在下节课课程内容中将本节课动作串联再次录制一遍，

可达到复习动作的效果。

1.3 错误动作纠正的途径与方式

因线上教学的特殊性，无法第一时间知道学生在学习动

作时出现的错误做法，因此笔者在录制视频中，仔细讲解动

作路线、动作形态以及动作发力点等，强调重点难点动作，

并将在做动作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提出，做出错误动作的示范。

虽然已将易错内容录制到教学视频中，但并不能以一概

全，学生通过观看讲解视频，反馈到自己身体上时还是会有

不同的表现，因此为实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笔者在课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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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课程进行分析，找到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并在课程

中发送贴子，让学生学习完此知识点后，通过拍照片或录制

视频的方式发送到贴子里，并及时的进行点评指正，在教学

群里总结所有易出现的错误动作，提醒学生在课下练习时应

注意的问题。并在每堂实践教学后，都会有相应的课堂作业，

在对作业点评的同时会将错误动作再次记录下来，下节课上

课前会给学生先讲解作业中所出现的问题，使学生及时改正。

二、舞蹈美育在线上教学中的运用

我国著名舞蹈家、美学家吕艺生先生曾提出“舞蹈作为

审美教育的一种，多数受教育者，不是为了未来成为舞蹈专

门家，而只是一种文化修养。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知识性教

育，素质性教育，是提高审美力，提高艺术鉴赏力。并且在

群众性舞蹈教育活动中尤其不可忽视幼儿舞蹈教育。”[1]由此

可以看出学前儿童舞蹈教学活动的重要性，而对于未来所研

究和教育学前儿童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来说，舞蹈课程的学

习更是重中之重，它不仅能为学生带来在未来工作中所需的

舞蹈技能及相关教学知识的能力，而且通过舞蹈美育教育，

能引导学生强化自我修养，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笔者

在本学期将舞蹈美育渗透到教学中，在基础教学的同时培养

学生的审美能力，建立学生诚实、公正、谦虚、自信、热情、

毅力、责任心等健康的心理特征。

笔者一直在思考如何在课程中将舞蹈教育的美育功能

发挥出来，将审美教育贯彻到教学活动中。经过思考，笔者

决定将在实践教授相关民族舞蹈之前加入理论知识的学习，

主要从文化背景、舞蹈类别与风格特点这三点出发，让学生

在实践学习前对此民族舞蹈的发展与风格特色进行简单的

了解。并从每个民族中的舞蹈类别出发，选择了相关舞蹈作

品，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每种舞蹈的风格特点，在调动学生兴

趣的同时，通过对作品“具象性”的欣赏过程，让学生领悟

到不同舞蹈的表现形式，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并在上课时发

布贴子与学生共同探讨对民族民间舞蹈的理解和看完舞蹈

作品的理解与感受。实践教学录制课程中，在传授动作的同

时，讲解其动作的要领，并介绍了动作产生的原理与机制，

如：傣族舞勾踢步产生原因，藏族舞体态的形成原因等。让

学生理解动作发生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伴随着人类生存

意识、生命活动而产生的，而自己在练习动作时更应该知道，

动作表现需要由心而出，是身心的结合。

三、发挥舞蹈美育功能，养成学生持之以恒的原则

众所周知，舞蹈的展现如同我们所看到那样动作漂亮，

光鲜亮丽，熟练的运用肢体动作表现思想讲述故事，但是越

美好的事物付出的精力就会越多。因为舞蹈教育是身体的教

育，是对身体的塑形，身体塑形是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砺与持

之以恒的练习才能奏效，是品格养成教育。所以笔者坚持在

每一次上课结束后布置课后练习作业，让学生复习动作的同

时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塑造身体形态，更熟练的运用肢体

完成动作，磨炼学生的专注力、观察力及毅力。在私下有学

生反映“组合难，学不会”的问题时，笔者在调整教学方式

的同时不断的鼓励学生，调整学生的心态，在作业点评时也

会激励学生，建立学生自信与毅力，造就其意志的品格。

通过舞蹈美育教育，能引导学生强化自我修养，培养学

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建立学生诚实、公正、谦虚、自信、热

情、毅力、责任心等健康的心理特征，强化其心理优势，进

行道德的自我完善，真正达到教育育人的作用。贯彻舞蹈美

育的宗旨“以感觉的方式认识世界，提升人的智能；以律动

性的形体锻炼身体，增强人的体能；以审美的方式解放心灵，

开掘人的创作潜能；以身心一体化的形体训练，塑造完美人

格。”[2]完善个人健康的身心发展，使学生建立具有自觉性与

目的性的个人行为，能够根据社会不同要求，合理调整自己，

建立适合社会规范的完美人格。

结语

本文主要对普通高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进行思考，

主要阐述线上教学的教学过程，并在线上教学中将舞蹈美育

渗透其中，探索舞蹈教育的目标与追求，经过实践教学发现，

学生提升了对舞蹈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为第三学

期的创作课程打下基础，今后笔者将继续将舞蹈美育教育渗

透到教学其中，并在以后的教学中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贯

彻舞蹈美育宗旨，引导学生塑造完美人格，更要通过舞蹈美

育教育，建立学生良好的动作习惯，启迪学生的审美情感和

对爱的信念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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