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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舞蹈教育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协调发展，培养学生高雅的审美情趣和健康的身心素质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学里都开设了舞蹈课。但在我国大

部分地区，中学的舞蹈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自开设舞蹈课程经过七年多的实践，已基本发展成熟。 

一、高中舞蹈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促进身心健康，提高审美情趣 

中学阶段的学生精力旺盛，情感丰富，在学生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舞蹈课程的开设适时地为

学生打开一个健康的窗口，为学生抒发情感、释放精力提供了舞台。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同时，

舞蹈课可以丰富学生的审美体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艺术素质培养。 

（二）培育团队精神，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是当今社会对人才能力要求的重要部分，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合作机会，培养学

生合作能力成为学校和老师关注的重点。舞蹈实践在这一点上拥有强大优势，在舞蹈课的实践练习

和登台表演活动中，团队合作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学生心里，这将是学生今后人生道路上的一

笔宝贵财富。 

（三）提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创新型

人才 

舞蹈创作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发挥创造想象

的良好媒介。我校希望借助舞蹈创作，激发学生的

创造兴趣，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我校培养创新

型人才提供助力。 

二、构建多元舞蹈校本课程体系 

我校为实现开展舞蹈普及教育的目标，积极探

索舞蹈教育的有效模式，构建起多元的舞蹈校本课

程体系。我校针对不同学生设置灵活的舞蹈课程，

包括面向全体学生的舞蹈必选课，面向舞蹈爱好者

的舞蹈选修课，以及面向舞蹈特长生的舞蹈训练课。

多样的课程设置在完成普及教育的同时也满足了

各类学生的需求，至今已经形成了以舞蹈必选课（选修课中的必选）为主，选修课和训练课为辅的

全方位、多层次的课程体系。 

（一）多维度的课程目标 

我校舞蹈课程主要围绕知识、能力、情感三个维度设立了多元目标： 

1．了解舞蹈基本知识，提升鉴赏能力； 

2．学习与他人交流合作的技巧，培养形体表演和创作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3．培育良好的审美情趣，能欣赏美、热爱美、表现美、创造美。 

（二）多层次的授课对象 

考虑到舞蹈课程的特殊性，我校对不同舞蹈课的授课对象进行了一定的区分： 

1．设为必选课程纳入学生课程体系，对学生进行普及教育。 

2．针对不同程度学生开设舞蹈选修课和活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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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舞蹈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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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角度的课程内容 

目前必选课《舞蹈赏析》已经基本发展成熟，建构了独立形态的课程资源，选修课《舞蹈形体

与气质》与训练课《校园舞蹈》的课程资源整理筛选也基本完成。具体情况参见表 1 

表 1  多元舞蹈校本课程体系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与形式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必选课 

《舞蹈赏析》 

面向全体高一学生（约 1000

人）；每周 1 课时，每学期 18

课时 

以舞蹈知识介绍，作品赏析为主，

教授校园集体舞蹈 

以舞蹈审美为核心，培养兴

趣爱好为基本理念 

选修课 

《舞蹈形体与气质》 

面向高一高二舞蹈爱好者（约

40 人）；每周 1 课时，每学期

18 课时 

以形体训练为主，教授流行舞蹈，

模仿精品舞蹈 

以实践为主，解决学生的肢

体训练，帮助学生矫正形体，

培养气质 

训练课 

《校园舞蹈》 

面向初一到高三舞蹈特长生

（约 60 人）；每日下午活动课，

每周 5 课时 

以基本功训练为主，创编具有中

学生特点的校园舞蹈 

培养拥有较高专业水平的特

长生，为高等院校输送人才 

（四）独立的课程资源 

近年来，我们从舞蹈的内涵、学生学习规律、学生对舞蹈的认识程度等角度综合考虑，开发舞

蹈教材，遵循由浅入深的准则，编排上从“认识舞蹈、走近舞蹈”，到不同舞蹈种类的特点精髓，并

注重个性发展，使那些有天赋的学生对舞蹈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在欣赏舞蹈、认识舞蹈的基础上，

教学中我们还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初步的舞蹈创作尝试。具体内容参见表 2 

表 2  《舞蹈赏析》校本教材纲要 

单元 课程 内容 目的 

舞蹈

的 

欣赏 

认识舞蹈 走进舞蹈 介绍舞蹈的定义、起源及分类 
通过对舞蹈艺术门类的综述，

带领学生初探舞蹈艺术之美，

培养学生对此学科的兴趣。 

用感知美的眼睛欣赏舞

蹈 
通过欣赏培养兴趣 

舞蹈的审美类型 介绍舞蹈艺术审美特点及如何欣赏舞蹈 

舞蹈

的 

种类 

民间舞 

简介国内外代表性民间舞，以汉族舞和爱尔兰踢踏

舞为主要学习对象，学习汉族舞手巾花的使用及简

单的踢踏舞动作 

通过讲解不同舞蹈种类，使学

生细致全面的了解舞蹈艺术

的丰富性，多样性。通过对舞

蹈动作进行学习，活跃课堂气

氛，规范体态，使同学们体验

不同舞蹈体系的区别。最终使

学生们能够辨认舞蹈的种类，

且用不同的方式欣赏不同的

舞蹈种类。 

古典舞 
介绍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学习古典舞基本身形、

手型及步伐；芭蕾舞手位与脚位 

现代舞 介绍现代舞特点及发展历史，学习现代舞呼吸组合。 

当代舞 
介绍当代舞特点及其与现代舞区别，以“飞翔”为

主题分小组进行舞蹈编创 

交谊舞 介绍交谊舞及其分类，男女分组学习集体舞恰恰。 

舞蹈

的 

体裁 

舞蹈与音乐 
简述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欣赏音乐剧《猫》。进行音

乐情绪编创 
通过学习舞蹈的体裁，使同学

们初步探寻舞蹈编创的过程，

进行多元的理解，最终完成校

园舞蹈短片创作。 

舞蹈与美术 
简述舞蹈与美术的关系，欣赏舞蹈服装和舞剧舞美。

学习辨认不同民族舞蹈服装 

舞蹈与戏剧 欣赏剧情性舞剧，体验舞剧中的戏剧情节发展 

舞蹈与影视 欣赏歌舞片，分组进行校园舞蹈短片创作 

舞蹈

与 

潮流 

爵士舞 介绍爵士舞与流行舞，简单学习太空步 对流行舞进行简单的学习，拉

近舞蹈与学生间的时代关系，

舞蹈就在我们身边，最终让学

生学会欣赏舞蹈并喜爱舞蹈。 
街舞 介绍街舞及分类，学习简单的街舞舞步 

2010年，我校舞蹈教师根据多年课堂实践经验，编著出版了高中舞蹈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舞蹈

赏析》（人民日报出版社），用以指导辅助日常教学。该教材图文并茂，是一本适合舞蹈初学者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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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读物，得到学生和同行们的一致好评。 

三、有效实施多元舞蹈校本课程体系 

（一）立足校内，打造舞蹈小课堂 

我校面向全体高一年级开设舞蹈必选课。每周 1课时，学制一学期，共 18课时。为了提高教学

质量，我们在教学中实行小班教学，20人左右为一班。授课地点在我校艺术楼舞蹈专用教室。舞蹈

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多样，课堂采用欣赏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教师讲授和学生实践课时基本相等。 

在我校上年度的教学评价中，舞蹈课总体满意度达 99.6%。如此高的评价说明了学生对舞蹈课

的认可以及对我校舞蹈教育的认可。 

（二）扎根艺术，活跃舞蹈大课堂 

在日常的舞蹈课堂之外，我校积极开设“舞蹈大课堂”，包括专题讲座、现场观摩、校际交流、演

出等等。在培养普通学生舞蹈基本素质的基础上，为学生搭建多元展示平台。多样的实践活动丰富了教

学组织形式，让学生全方位体会到舞蹈艺术的魅力，将舞蹈融入学生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具体内容见表 3 

表 3  搭设多样化的舞蹈课程实践平台 

面向全体学生的

活动平台 

学校重大演出活动 开学典礼、教师节、运动会等 以年级为单位展示舞蹈课程学习成果 

学校艺术节 每年年底举办校艺术节 每班选送优秀节目参加艺术节演出 

学校舞会 
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校园集体舞

比赛 

2008年“华尔兹”比赛；2009年“快乐恰恰恰”

比赛；2010年“红灯笼”传统民间舞比赛 

面向舞蹈爱好者

的展示平台 
学校艺术节、舞会 

模仿流行舞蹈（以街舞、爵士、踢踏为主），

创编舞蹈作品，参与演出 

面向特长生的表

演平台 

国家级、市、区级艺术节 学生艺术节舞蹈比赛 

全国、北京市、朝阳区重大活动演出 奥运会、2010 年文化部春晚等 

社会公益性演出 爱鸟周、地球日、植树节等 

专场演出 

2008《青春外传》 

2009《在国旗下成长》 

2010《时光》 

国际艺术交流 （德、美、日、韩等）艺术交流 

（三）开放性的课程评价方式 

根据舞蹈课的课程特点，设置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考勤评价占 10%；每人独立完成一

次专题演讲占 20%（自选主题，制作 PPT，面向全班演讲，时长 10-15 分钟）；每人完成一篇舞蹈作

品评论占 20%（见解独立，2000字以上）；以小组形式表演一个舞蹈作品占 50%（最少 2人，鼓励原

创、改编，时长 3分钟以上）。学生的优秀作业存档，优秀舞蹈作品在每年的学生艺术节上进行展示。 

四、多元舞蹈校本课程教育成果与影响力 

令人欣喜的是，在七年多的舞蹈课程实践中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舞蹈已成为我校师生全员

参与的艺术门类。同时，舞蹈课程作为我校特色育人的重要体现，吸引了众多国内外的院团来我校

参观交流。 

（一）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008年至今，在学校的支持下，舞蹈教育教师带领学生们积极与友好学校（美国、日本、德国、

韩国等）走出国门交流，参与国际艺术教育交流活动。2008年，我校与斯里兰卡著名女子学校进行

交流。2009年，我校参加印度、斯里兰卡艺术团对外交流。2010年，美国十位校长来我校参观并观

看了我校学生的舞蹈表演。在与国内外中学进行交流切磋的过程中，学生们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艺

术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学校在学生培养上成绩突出，我校学生连续参加国际、国家，市、区级舞蹈比赛获一等奖共计

集体奖项 10 余次。国际获奖人数 40 人，全国获奖人数 100 人，市级获奖人数 300 人。区级获奖人

数 800人。一等奖获奖人数 700人，二等奖获奖人数 440人。已毕业的 40名舞蹈特长生签约率 100%，

本科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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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 名学生考入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专业艺术院校。20 名学生

以舞蹈特长生的身份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国内优秀院校，其余学生均升入国内其他

大学。已毕业的 70 名非舞蹈特长生签约率 100%，本科率 100%。20名学生以舞蹈特长生身份考入学

校，50名学生均升入国内重点大学，为普通高等院校及专业艺术院校输送了艺术人才。 

（二）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 

多年的课程开发与实践，大幅度提升了我校舞蹈教师的专业水平：舞蹈教师获“朝阳区优秀青

年教师”称号，个人独立承担的课题《高中舞蹈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获 2011年朝阳区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奖。 

舞蹈教师的舞蹈创编成绩突出，创编了适合普及性舞蹈课程的校园舞蹈，以及适合舞蹈特长生

的艺术舞蹈。至今我校已拥有原创舞蹈作品 18部，多部反映中学生校园生活与内心情感的作品均得

到了学生的喜爱与社会各界的肯定：《把森林带回家》获第十四届北京市学生艺术节舞蹈展演一等奖；

舞蹈《借我一双翅膀》获第十三届北京市学生艺术节舞蹈比赛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一届舞蹈比赛业

余组创作一等奖；舞蹈《中学时光》获首届新加坡国际音乐舞蹈比赛金奖，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文艺作品征集十佳作品奖。 

（三）推进学校特色发展 

我校作为首个将舞蹈课程纳入必选课程的中学，开创了我市在高中开展舞蹈普及教育的先河。

我校先后成立学生舞蹈团、教工舞蹈队，形成师生热爱舞蹈、乐于赏析舞蹈、喜欢跳舞展示的氛围。

本项“舞蹈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研究”2011年被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批准立项为青年课题（课题批准

号 ELA110403）。我校在 2010 年被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同年荣获“北京市金帆艺术奖”，

2011 年评为“北京市金帆舞蹈团”，并被清华大学授予“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艺术教育基地”称

号。我校艺术教育的突出成绩和独特风格，为我校营造了生动活泼的艺术氛围，体现了学校育人特

色。 

（四）扩大课程影响力 

我校舞蹈课的开设不仅在校内引起很大反响，同时引起了其他学校和教委领导的关注。我校舞

蹈课多次作为特色课程进行区级公开课和市级公开课的展示，每学年都有国内外的各类交流团体来

观摩我校的舞蹈课，与我校进行舞蹈普及教育的交流探讨。作为艺术教育先进校，我校学生每年都

参与北京市艺术教育展示会，在舞台上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扩大舞蹈课程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学校参与到中学舞蹈课程的研究中，

早日实现在中学开设舞蹈普及课程的目标。 

五、反思与展望 

开设舞蹈课程的七年，是探索和研究的七年，是挑战与自我激励的七年，也是伴随学生快乐成

长、学校培育艺术品牌的七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舞蹈教育和舞蹈课程的开发研究在国

内没有成型的模板可依，我们的探索不够严谨、不够完善，我们将进一步开阔国际视野，增强与国

内外中学艺术教育的交流和合作，继续构建中学生喜爱乐学的舞蹈课程体系，探索多样有效的舞蹈

课程教育模式，积累原创舞蹈课程资源，为着力培养中学生对舞蹈艺术的感受力和创造力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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