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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作为人类八大艺术形式（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电影、曲艺、杂技）之一，以

其特有的表现手段——肢体动作，生动地表达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学习舞蹈

不仅能够丰富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还能促进智力发展、增强形体姿态与个人气质的美感。为了使更

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舞蹈艺术的魅力，并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增强体态美感、发展舞蹈能力，提高

艺术素养，顺义区教委于 2007 年 9月 1日起在全区小学一年级学生中开设了《舞蹈》地方课程。在

几年的探索与实践中，《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课程背景 

（一）社会需求 

近年来，我区的经济实力迅速发展，新城建设逐步推进。在区域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亟需大力

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实践活动，从而培养更多学识广博、品质良好、仪表端庄、气质高雅的高素质

综合人才。 

（二）家庭需求 

随着我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认识到舞蹈在塑造孩子健全人格和良

好形象上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许多孩子也都愿意参与到舞蹈的学习和表演活动中。但由于种种

原因，能够享受舞蹈教育的孩子十分有限。因此，在小学阶段开设普及性的舞蹈课程就成为众多学

生和家长的热切期盼。 

（三）教育需求 

随着课程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体系的建设与管理工作越来越受到

教育同仁的重视。如何根据地区特点，落实好国家课程、建设好地方课程、开发好校本课程，是当

今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需要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开展实践研究，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课程性质 

（一）地方性 

《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对国家艺术课程的补充上。在现行的国家艺

术课程中只有音乐和美术两个学科，舞蹈地方课程的开设能够进一步丰富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提

高学生的综合艺术素养。 

（二）实践性 

《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的实践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引导学生在舞蹈实践中，感受舞蹈

美、塑造体态美、陶冶情操美。二是引导学校和教师在舞蹈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积

累经验，真正成为地方课程的实践者和课程资源的开发者。 

三、课程意义 

（一）理论意义 

目前，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实践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还属于研究阶段。本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将为地方课程的理论研究提供一定的实践基础和研究经验。 

（二）实践意义 

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能够完善我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

使其在感受舞蹈美的同时塑造自身的美好形象，还能有效地促进我区小学音乐（舞蹈）教师的专业

化发展水平和教育研究能力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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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开发 

（一）前期调研 

为避免课程开设的盲目性，2006年初，我区主管艺术教育工作的陈成国副主任召集教委相关科

室及全区小学校长，召开了“加强学校美育工作，提高学生审美素养”的专题会议，重点讨论了“在

小学各年级中开始舞蹈课程”的议题。后又对部分学校的学生及家长进行了相关工作的调研，并得

到了 1-4 年级学生及家长的积极响应。之后，区教委冯义国主任又先后组织了“顺义区小学舞蹈地

方课程”开设工作研讨会及专家论证会，并最终确定了在我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中开设舞蹈地方

课程，每个年级每学期 8 课时，由各校具有一定舞蹈能力的音乐教师担任舞蹈教学工作，由区教育

研究考试中心小学音乐教研员兼任全区舞蹈教研工作，确保舞蹈课堂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二）教材编写 

作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全员参与的普及性舞蹈课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教材的编写。为确

保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与实践性，我们聘请了中国舞蹈家协会的舞蹈教育专家、教师，我区部分

主管艺术教育的领导、优秀音乐教师及舞蹈教研员等共同编写了《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教师

指导用书》（1-4 册）。每个学年一册，每册包含 6 个表演舞段和 2 个欣赏舞段。其中表演舞段所用

的音乐大多是《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音乐》1—12 册中学生喜闻乐见且适合舞蹈表

演的曲目。另外，我们还组织本区舞蹈能力较强的小学音乐教师录制了《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舞

蹈视频资料》（1-4册）。 

（三）教室配备 

为顺利实施舞蹈课程，全区各小学均根据学生人数配备了一到两个舞蹈专用教室。室内的木质

防滑地板、把杆、墙壁镜、电脑多媒体等设备齐全。 

五、课程实施 

（一）实施过程 

我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的实施工作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课程研发阶段（2006年—2007年） 

此阶段的重点工作是，区教委领导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教育发展规划，提出相关议题；组

织相关人员的调研、论证，确定课程开发的必要性；部署课程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舞蹈教室的

配备，教材的研发以及教师培训等。 

2．课程实施阶段（2007年—2010年） 

2007 年 9 月 1 日，全区小学一年级全部开设舞蹈地方课程，以后逐年滚动进行，至 2010 年 9

月全区小学一至四年级全部开设舞蹈课程。在此过程中利用开学前的暑假时间进行一次舞蹈教师培

训，每学期组织一次舞蹈教学研讨会，每学年进行一次学生舞蹈展评活动，同时组织骨干教师开展

舞蹈课题研究，及时总结 1-4 年级舞蹈教学目标要求、不同课型的舞蹈教学模式、及行之有效的舞

蹈教学方法。同时组织专家对教材内容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3．课程总结阶段（2011年—2012年） 

整理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中教师发表和获奖的各类研究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课例、研究论文

等，汇集成册。开展总结表彰现场会，提升课程品质，促进课程推广。 

（二）实施策略 

1．加强教师培训 

由于我区的舞蹈教师大多都是由音乐教师兼任，为了保证舞蹈课程的顺利开展，我们对每位舞

蹈教师都进行了岗前培训。同时，我们还与区教育研究考试中心的师训科协商，聘请首都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的专业舞蹈教师来我区开办舞蹈教师基本功培训班。所有培训费用全部由教委统一出

资，并为参加培训的教师记录继续教育学分。另外，我们还鼓励舞蹈能力较强的教师积极参加北京

舞蹈学院等高等院校的舞蹈专业学习，不断提高教师的舞蹈技能；带领舞蹈骨干教师观摩舞蹈比赛、

走进专业舞蹈教学课堂，提高教师们的舞蹈欣赏水平及课堂教学能力。此外，我们还为舞蹈教师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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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流展示的平台。如组织顺义区小学舞蹈教师基本功比赛活动，组建顺义区小学舞蹈教师表演团

参加顺义区庆祝六一儿童节、九月十日教师节等文艺演出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舞蹈教师的整体素

质得到了提升，也为教学提供了丰厚的实践经验。 

2．开展教学导评 

为了更好地推动舞蹈地方课程的进程，我们除了提高学校领导对于该课程的认识，组织专家编

写教师指导用书，培训舞蹈教师外，还特别注重全区的舞蹈地方课程的教学视导及学校舞蹈展评工

作。从 2008 年 9 月起，我们制定了每学期一次的舞蹈教学视导及每学年一次的舞蹈课程展评活动。

对于舞蹈地方课程实施效果较好的单位和教师，我们都在区级层面进行表彰。对于学生舞蹈水平较

高的学校，我们还推荐其参加区里的文艺汇演。视导与展评活动不仅提高了学校及舞蹈教师的工作

热情，也使学生的舞蹈能力得到了更快地提升。极大地推动了《舞蹈》地方课程的有效落实。 

3．深化课题研究 

为了能够更大限度地提高我区《舞蹈》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我们采用了科研引领的方法，

使舞蹈教学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我们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9 年申报了顺义区“十一五”教育科研

课题和北京市美育协会的科研课题。课题的研究，促使舞蹈地方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从理性到实践都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我们根据我区学生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出了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一至四年级教学

目标要求。（见表 1） 

表 1  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一至四年级教学目标要求 

年级 目  标  要  求 

一 

1．以挺胸、抬头、立腰、拔背的直立状态、精神抖擞地进入舞蹈课堂，并用舞蹈的形式表现课堂礼仪。 

2．在头、手、脚等动作和步伐节奏中感受 2／4、3／4 的节拍特点。 

3．简单的手、脚配合动作基本协调，多人的动作配合基本整齐。 

4．用简单的动作模仿动物、植物或生活情境等。 

5．了解芭蕾舞的基本特点，感受《四小天鹅舞》的动作特点及其舞蹈形象。 

6．了解蒙古族舞蹈的基本特点，并模仿简单的舞蹈动作。 

二 

1．认识教室的八个方位，了解常见的手臂位置，并能准确表现。 

2．在动作中进一步感受 2／4、3／4 的节拍特点。 

3．简单的手、脚配合动作协调，在走动与变化中保证队形的基本整齐。 

4．平踏步、跳踢步、吸跳步等节奏准确、动作规范、姿态挺拔。 

5．在舞蹈表现中增强表现力和角色感。 

6．了解民族舞和芭蕾舞的异同，能用简单的动作模仿表现。 

三 

1．在动作中准确表现 2／4、3／4 的节拍特点，感受 4／4 的节拍特点。 

2．手、脚配合动作协调，舞蹈动作的跳跃性、轻盈性增强。 

3．感受新疆舞蹈的基本特点，舞蹈时重心稳定、节奏准确、姿态挺拔有美感。 

4．舞蹈的表现力增强，模仿时动作准确、形象可爱。 

5．能与同伴一起，合作表演具有一定情境的舞蹈片段。 

6．进一步感受民族舞和芭蕾舞的异同，用简单的动作模仿表现。 

四 

1．身体姿态挺拔有美感，单一动作准确、节奏感强。 

2．脚下步伐轻快、有弹性，节奏清晰准确。 

3．舞蹈表演中，头、手、脚及全身动作整体协调。 

4．了解侗族和藏族舞蹈的基本特点，并在舞蹈中尝试表现。 

5．有舞蹈特长的学生能够表演较大规模的综合性舞蹈。 

6．了解手语（哑语）的一般特点，能用简单的动作表演手语舞蹈。 

其次，我们归纳出了适合班级舞蹈课堂教学的三种模式，即“模仿练习型”新授课、“编创展示

型”新授课和“表演欣赏型”复习课教学模式。三种舞蹈教学模式的教学流程图如下表： 

表 2  顺义区小学舞蹈地方课程基本教学模式与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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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 教    学    流    程 

模仿 

练习型 

新授课 

 

编创 

展示型 

新授课 

 

表演 

欣赏型 

复习课 

 

此外，我们还总结了三种常用的舞蹈教学方法，即模仿法、小组练习法和对比体验法（见表 2）。

模仿法是指教师亲自表演、借助视频资料或个别学生的舞蹈表演等课程资源，将新授舞蹈相对完整

地呈现给学生，然后引导学生模仿练习舞蹈动作，从而学会整个舞蹈。这种方法主要适合于舞蹈内

容相对简单、动作比较统一，队形变化不大的舞段。小组练习法指的是，学生根据舞蹈音乐的特点，

结合教师的动作、队形等提示，以及之前学过的舞到动作，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一起编创并练习

舞蹈动作。这种方法适合于形象性较强舞蹈，同时要求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舞蹈能力。对比体验

法是指学生通过观看自己或他人的同一段音乐的不同舞蹈动作而体验到哪种动作更有表现力，从而

更好地舞蹈。这种方法适合于学生只能表现舞蹈的基本内容而缺乏应有的表现力时，教师引导学生

用不同的动作表现同一段音乐后，再让学生欣赏自己的多种表演。使学生在参与的基础上，在对比

欣赏的过程中发现更有表现力的动作与表情，进而更加自觉主动地提高自己的舞蹈表现力。 

舞蹈这门以音乐为伴奏、以有节奏的肢体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不仅能使人们在欣赏的

同时产生视觉及心理的美好体验，更能让人们在参与的过程中体态更优美、气质更高雅、心情更愉

悦。我区的小学舞蹈地方课程正是以学生的舞蹈欣赏和舞蹈实践为主要内容，借助生动有序的舞蹈

课堂教学和丰富多彩的舞蹈展演活动，实现塑造学生优美体态、培养学生高雅气质、提高学生艺术

素养的课程目标。在该课程的开发与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地方课程建设方面的经验，

并为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体制建设与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

不断深入做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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