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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关于小学生校内课后舞蹈培训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赖杯容 

（普宁市梅塘镇涂洋小学  515342） 

 
摘要：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满足新时代广大家长对中小

学生校内课后服务的迫切需求。落实《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小学生校

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和《揭阳市教育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
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精神。当我看到上网发这份文件的时候，我很

激动，因为我教了 17 年小学音乐课，我知道这对小学生未来有非常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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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技建设水平不断发展的今天，电子产品走进千家万

户，而现代小学生一放假过于依赖和使用电子设备，缺乏体育运
动，从而造成偏胖或偏瘦等身体情况，甚至出现性格孤僻，不喜
欢与同学交际等坏习惯养成，而在小学开设课后舞蹈培训的学习
将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应培养学生的兴趣，这个任务就得靠老师去引导教师
可以借助生活上的事与物去激发，在课堂中利用孩子们喜欢动画
角色，好听的儿歌，教一些模仿小动物的动作，使音乐融汇其中，
将基本功的训练尽量变得投其所好，趣味横生，尽量开发孩子们
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活童心、拒绝呆板。例如：我想训练孩子
们的头部，首先我会把自己当成是“一只鸟”正等待妈妈给我带
来可口的食物，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妈妈终于带着虫子回
来了，小鸟儿开心的吃起了虫子。经验告诉我孩子们喜欢这样的
训练方式，在课堂中，有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时而会走神，我
用一些特别的小方法，让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我从舞姿
上和语言上引起学生观光。例如：我会以肢体语言去跟学生在课
堂上搞小互动，求讲个笑话给他们听，在讲到关键的时候，我故
意把声音降低，让他们关注我将要说什么？此时孩子们都会看着
我。迫切的想知道我到底要说什么？这时就该抓住最佳时期进行
教学，我上课常用孩子们喜欢的语言方式，我常模仿《小小智慧
树》主持人语言来跟孩子们交流，例如：这节舞蹈的主题想学的
是上腰部练习，我会让孩子们两个人组成一组。一个同学当蚂蚁，
引一个同学进入蚂蚁洞，让一个小朋友撑腰，另一个小朋友从腰
下爬过。让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在游戏中接受舞蹈。舞蹈来源
于生活，只要你细心去观察就能从生活引起舞蹈教学。 

1、创设学习氛围感受音乐律动 
创造激发小学生音乐兴趣的环境，利用小学生好奇、好玩的

心理特点，把音乐教学的每个环节趣味化，生活化，音乐是人本
能的一种需要，是享受快乐的过程，小学生需要心理和环境的宽
松自由。在日常生活中多提供小学生感兴趣的游戏，可以使小学
生的审美感处于积极活跃的状态，每一节音乐课问号语我都参考
律动音乐，诱发小学生对音乐的兴趣，鼓励学生回到家里多听音
乐，让小学生的倾听兴趣慢慢的提高。耳濡目染的接近音乐。熟
悉音乐。从而喜爱，体会音乐，让他们成为一种无论在什么场合，
只要听到音乐歌曲，他们都能沉浸其中进退有度。儿歌《狮王进
行曲》这是一首关于动物园的儿歌。让学生来模仿动物进行律动，
学生边听边模仿森林里所有小动物都聚在一起，他们正要给狮子
大王庆祝生日，大家拿起各种乐器（孩子们或拿起笔用笔盒当成
了小鼓，跟着节奏打起来，有的用尺子拍起桌子等），气氛完全
热闹起来了，整个教室俨然一幅动物们为狮子大王庆祝生日的热
闹景象。在模仿的过程中学生们都沉浸在音乐元素里，这样能帮
助他们去掌握音乐的节奏、韵律，还能启蒙他们对音乐的思想力
和表现力。让他们沉浸于音乐的意境中。 

小学生富有情感性的音乐活动对小学生的性感发展具有明
显的促进潜力，小学生是能够有机会接触各种音乐作品，参加各
种音乐活动，就越会进步，懂得爱、温柔、同情、自豪、身体精
神，懂得真善美，远离憎恶丑。在律动活动中，首先需要欣赏音
乐作品，了解音乐性质，从中引起共鸣激发情感。才能在此基础
上创编动作，例如儿歌《自己跌倒自己爬》这是一首励志的儿歌，
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同时启发学生认真听完让小学生讲

故事，根据歌词的意思用故事形式讲出来。你会发现学生讲故事
能力超出你所预料的层次，他们还会边讲边加上手语，根据歌曲
“跌倒了，爬起来，向前冲，对自己说加油，继续走，胜利在前
方等我”，而其他学生也不由自主的跟着做手语，表情很认真，
很专注，让我感受到正是每一个学生都有抗日战士的精神，这种
精神把我深深打动了，为此我采用多种音乐律动教学形式，通过
欣赏、舞蹈、游戏等多种教学形式来引导，把音乐的感受和身体
的运动密切的结合起来，让我的课程变得更精彩。 

无拘无束的想象是培养和提高幼儿创造力的基本前提，欣赏
活动是音乐律动教学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倾听，从而运用身
体的动作去表现音乐，进而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
重要形式，小学生律动教学跟舞蹈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是把音
乐的感受和身体的运动密切结合起来，让他产生更好的教学效
果。律动和音乐的语言是一致的，把舞蹈放入律动中，根据教材
的特点来设计，例如小学生三年级《丰收之歌》首先让学生在聆
听乐曲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去感知庄稼收割的整个过程，并让小
学生了解收割麦田的特点。三年级音乐课本《孙悟空打妖精》学
习律动，让音乐边听边想孙悟空大妖精过程遇到什么困难，然后
又被唐僧和老猪误会。最后孙悟空排除困难，然后消灭了白骨精，
听完，让学生自愿上台当角色来演戏，大家纷纷上台争着当孙悟
空，这是我会引导学生猴子的形象动作怎样去表现。老猪呢，你
们想当这个角色得对他的形象表现出来。我对他们动作给予表扬
和肯定。再一步吸取和提炼学生的动作。进行舞蹈动作示范，引
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和自豪感，把教鞭当成了金箍棒。学生们想
象力是无边无际的，我将音乐律动改编成律动游戏。再把律动升
华成舞蹈动作。让他们在舞蹈律动中体验、感知、接受美的熏陶。
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 

2、由兴趣引起创造性 
快乐是孩子的天性，这是创造的源泉。玩不仅仅是玩，而是

玩想象、玩把戏、玩水平和玩美感。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抓住孩
子们的虚张声势和撒娇天性，用嬉闹的场面向他们展示。例如，
我在幼儿园创作了一首关于小睡的舞蹈。我用这样的故事语言告
诉我的学生:在阿浅来了的幼儿园里，男孩们带着他们最喜欢的
汽车玩具，女孩们带着漂亮的“美丽芭比公主”和精致的蝴蝶结，
其他孩子整整一个上午都静静地喜欢别人的东西。等到午睡时间
很容易。老师安排孩子们睡觉后，他认为孩子们可以安静地休息。
他不认为一个小男孩会以去厕所为借口。他强烈的好奇心让他溜
进了之前喜欢的车前，打开了遥控器。结果小汽车满地跑，小朋
友们一下炸开了锅，呼啦一下子全爬了起来，追的，抢的。胆子
小的躲在角落怯怯的看，小女孩趁机摸了别人带的“芭比公主”，
美滋滋的抱在自己怀里，模仿妈妈平时抱弟弟妹妹的姿态，一边
手抱着，一边抚摸着哄着娃娃进入梦乡。而另一边的小女孩则拿
了蝴蝶结戴在自己的头发上，还顺手拉起了小床单，变成蝴蝶翅
膀，飞呀飞呀，引来了一群小天使随着她飞起来，清脆的笑声伴
着男孩子激动的叫喊声。讲完故事我就分别角色让音乐课堂变成
好玩的的扮演游戏，学生变成演员，从准备午睡，嬉戏打闹，这
样一个模拟场景让学生进行模仿，创作，把孩子们的心灵世界想
象空间激发得淋漓尽致。多创造激发小学生音乐兴趣的环境。同
时利用小学生好奇、好玩的心理特点，把音乐教学的每个环节趣
味化、生活化。 

结束语 
舞蹈是孩子们的必修课。少儿舞蹈的教学和训练应结合儿童

自身的身心发展素质水平，不应盲目训练。少儿舞蹈目前的培训
存在许多相关问题，导致少儿舞蹈的培训效果不佳。根据调查数
据，少儿舞蹈的训练缺乏多样性和趣味性，从而失去了舞蹈训练
的基本内容。因此，本文首先考察了少儿舞蹈教育培训的总体情
况，进一步分析了少儿舞蹈教育培训中存在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希望能有效促进少儿舞蹈教育培训的
改革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