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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例
祝居里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410205

摘　要：本文以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分析模本，针对高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

学生技能学习基础薄弱、学生在校学习科目内容庞杂、学前教育舞蹈课程教材繁多、幼师资格证考证与现实工作要求存在矛盾

是其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论文最后创新性地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供相关教育部门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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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Dance Teaching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Taking Changsha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s an Example

Zhu Juli
Changsha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Postcode： 4102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model of Changsha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dance 
teaching in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its development 
are the weak foundation of students' skills learning， the complex content of subjects students learn in school， the variety of dance 
curriculum textbooks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ertific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 qualifications 
and practical work require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existing problems， Finally， the paper creatively propose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educational departments to make decision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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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技能学习有助于高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形

成多才多艺、特色明显的各种教学能力，推进幼儿园各种教

学活动的开展。一般来说，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技能的培养主

要包括弹、唱、舞、美、说，五大类课程，而其中的舞蹈课

程作为幼师必备技能之一，是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学习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并且是构成学生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在

学习舞蹈的过程中，会很自然地体会到美与丑的区别，学会

用真善美的眼光去看待问题，从而形成与社会进步相适应的

正能量的思想观念；通过舞蹈教学让学生掌握舞蹈技能，培

养出感受美，表现美的舞蹈艺术素养，使其能够胜任幼儿园

舞蹈教学，成为幼儿美的引导者，艺术的启蒙者。总之，高

等职业学校舞蹈课程教学，能够培养出具有审美意识和表现

美的能力的幼儿教师，这对于推动我国现阶段高等职业学校

的技能教育与师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现阶段高等职业学校舞蹈教学面临的困难

高等职业学校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在经费投入、教师

待遇的提高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由于高等职业

学校的社会定位以及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造成现阶段高等职

业学校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技能学习基础薄弱

由于高等职业学校的定位，其生源大多来自省内农村

地区，由此导致学生的专业基础薄弱，先天不足。从长沙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招生情况来看，其招生对象主要面

向普高学生，学生在进校之前只有少数人接触过舞蹈艺术课

程，从招生学生构成比例来看，2021 年普通高中学生比例占

60%—70%，由于普通高中对于艺术教学未全面普及，尤其

是在舞蹈方面涉猎较少，大多数学生的舞蹈基础为零。

舞蹈作为一种表演艺术，需要使用身体来完成各种优雅

或高难度的动作，一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

艺术表现手段。普通高中学校的大部分学生由于没有经过舞

蹈专业条件的选拔和训练，身材比例不一定能达到合格的要

求，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在学习和表现舞蹈方面会有局限性，

从而产生厌学心理，影响了其专业技能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学生在校学习科目内容庞杂

学生在校期间除了完成文化知识的的学习外，还要根据

幼儿园的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的教学需

要，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完成与之相关的各个学科学习。据长

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统计，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完成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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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目如下表所示：

学年 授课科目

一年级上
语文、英语、美术、乐理、学前心理学、学前卫生学、

思修、信息技术、职业发展、普通话、体育、书法

一年级下

语文、英语、美术、乐理、钢琴、信息技术、体育、

普通话、毛概、形势政策、学前心理学、书法、学前

教育学、舞蹈（每周一次课 2 节）

二年级上

钢琴、手工、体育、幼儿语言教育、健康教育、科学

教育、社会教育、形势政策、毛概、幼儿园课程、舞

蹈（每周一次课 2 节）

二年级下

钢琴、环创、幼儿园艺术教育、幼儿园班级管理、幼儿

园生活教育、形势政策、毛概、创新创业、幼儿园游

戏、体育、舞蹈（每周一次课 2 节）

从以上统计表可以看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课程多，

每周在总课时限定的前提下，需要保证每一门课程的开课量，

学前教育理论课开设科目太多，最后留给舞蹈专业课的课时

就严重不足，尤其是学生还面临幼师资格证考试，由此导致

学前教育理论课程与专业课程学习在时间上的冲突。而舞蹈

课训练是一个天天练习，长期训练的过程，只有经过持续不

断的训练，才会有较好的舞蹈表现力以及基本的舞蹈创编能

力，而学校每周只安排一次舞蹈课，只能保证基本的教学任

务完成，学生得不到技能上质的飞跃，进步不是很明显，由

此导致学生的舞蹈专业学习兴趣大打折扣，专业技能难以全

面发展。

第三、学前教育舞蹈课程教材繁多

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也越

来越完善，但就舞蹈教学内容而言，仍然存在着许多不适应

的地方。如迄今为止，全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适合职

业技术教育需要的统编教材。从舞蹈专业教学来看，用全国

幼儿师范舞蹈教材不行，因为是三四年制，学习任务受时间

限制，其中许多内容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各类学校培养目标

一致，但普通高中学校的学生素质偏低、学习时间又有限，

接受专业知识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任选教材盲目学习、或

照搬专业舞蹈学校的一些内容，会导致学生学习缺乏目的性、

职业性，知识结构不系统，培养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的出现。

第四、幼师资格证考证与现实工作要求的矛盾

随着国家对幼师资格证的统一化管理，学生需通过需通

过综合素质、保教知识与能力两门笔试科目和面试，才能获

得幼儿教师资格证，才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幼儿园老师。

而在考证过程中，尤其是笔试考试，出现与舞蹈技能相关的

知识点不是太多，学生冲刺幼师资格证考证阶段，更多的是

注重理论知识的复习，从而忽略了舞蹈技能这一板块。而在

实际的幼儿园调查中发现，舞蹈这门技能对于学生毕业后，

在幼儿园的工位岗位上从事幼儿教学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如：每年的六一、元旦晚会，幼儿园的课间操、艺术

领域的活动设计等，都离不开舞蹈技能，所以在校期间加强

舞蹈技能学习，在现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三、推进高等职业学校舞蹈课教学改革的对策思考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高等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

课程教学，目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基于幼儿教育事业发展

的市场需要，以及促进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改革的思

路，特提出以下推进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舞蹈课程教学改革的

具体思路与对策。

第一、教学中分梯队教学，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

每一个班级中总会有一部分专业基础较好、接受能力强

的同学，教师要充分发挥这一部分人的优势和长处，在教学

过程中挑选出舞蹈技能较为突出的学生担任组长，并进行班

级分组，由组长带领本组同学进行有效的学习和复习。尤其

是在课余时间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指导，这样一来

既可以加深学生们对于学习内容的印象，又可以让学生扮演

“小老师”的角色进行模拟教学，从而达到将来更好的与幼教

工作岗位实现无缝衔接的效果；要充分利用学生课余时间，

尤其是晚自习时间，安排进行舞蹈技能的训练和复习，这有

助于教学内容的落实；在布置学习任务的时候，必须严格要

求学生达到老师既设的标准，从动作到节奏、再到表现能力，

都要能体现出学生对于舞蹈技能训练精益求精的专业追求。

第二、转变教学理念，提高教学效率和针对性

学前教育专业不是培养专业的舞蹈演员，而是为了培养

将来能够胜任幼教工作的幼儿园教师，因此应该以职业需求

为导向，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为宗旨。幼儿园工作内容繁

多复杂，不但需要幼师能够进行幼儿律动的教学，而且需要

幼师能够编排文艺晚会节目，能够上台进行舞蹈展示等等，

这就要求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要结合幼儿

园对幼师舞蹈基本技能的要求，结合岗位实际需要，突出重

点，多方面的培养学生的基本专业技能与素质。尤其注意不

能按照单一的教师教授、学生模仿的教学方法去组织教学过

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的培养，练就学生审视大自

然和社会生活中真善美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编能力培

养；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老师引导的原则，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着重提升学生的舞台表现力以及自主创编能力，以

适应现代幼儿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三、把握地域标杆，制定校本教材

建设校本教材， 是一个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和教学

内容的过程。建设校本教材，可以为学校的课程建设体系的

发展积累经验，有利于丰富学生经历， 开拓学生视野，推进

学生个性发展，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事业发展自主选择。建

设校本教材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从本校学生和社会需求的

实际出发，构建系统的专业教材体系。具体可以通过对当地

幼儿园统计的用人需求、以及岗位设置情况的普查，撰写出

适合本地幼教工作岗位需要的教材；也可以通过与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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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共同制定出点对点的园所教材；还可以通过邀请企

业幼儿园的专任教师，进行教材的汇编，以及在课堂教学实

践中试用，然后进行总结完善，这样汇编的教材更能切合幼

儿园实际，又能够让学生提前感受到幼儿园一线教师的教学

魅力，鉴定专业信心。总之，通过汇总区域幼儿园的用人需

求情况，科学合理的制定校本教材，能够让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习更加有针对性与实践操作型，从而培养出幼教事业发展

的合格人才。

第四、进行多元整合，提升教学的趣味性

多元整合就是把多方面（或是多种有联系）的事物整理

合并在一起。舞蹈课进行多元整合，就是把联系紧密的课程

进行整合，并在课程中互相渗透，从而达到有效提升学习效

率的效果。舞蹈课程可以与音乐、体育和幼儿文学等多种课

程相互渗透，实现多元整合的目标。首先，舞蹈课与音乐课

的整合，需要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不仅能跳，而且还要能唱，

唱跳结合更加有感染力；而在音乐课儿歌板块学习的时候，

也需要学生能够相应的律动辅助，这样在幼儿教学的过程中

会更有带入感。其次，舞蹈课与体育的整合，集中表现在大

课间活动方面，需要学生有能力进行课间活动的开展与组织，

熟悉大课间的基本原则，并能够根据小、中、大三个阶段的

班级特点，创编出与之相应的课间操等。再次，舞蹈课与幼

儿文学的整合，体现在学生在进行故事表演时，能够根据故

事情境创编出合乎故事情节的简单动作，能够使故事的呈现

更有感染力。由此可见，以上三个学科整合的过程中都需要

较好的舞蹈基础，将舞蹈技能训练融入到以上的三个科目中，

大大丰富了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的趣味性与学

习效率。

总之，高职院校学前教育的舞蹈技能课是一门与幼教工

作岗位联系紧密的学科，它不仅能够培养学生身形体型，舞

蹈能力和舞台表现力，提升学生气质，而且还能够很好的与

音乐，体育、幼儿文学等各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发展，从

而达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效率的目的。面对未来高

职教育发展的大好机遇，以及幼教事业发展对优秀人才的需

要，我们更加需要在教学中保持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

最大限度的提升学生舞蹈技能水平，为我国充满希望的幼教

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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