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舞蹈艺考教学计划表(实用5篇)
时间就如同白驹过隙般的流逝，我们又将迎来新的喜悦、新
的收获，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写计划吧。因此，我们应该充分
认识到计划的作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应用。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体育舞蹈艺考教学计划表篇一

舞蹈课要以审美为中心。美的感染必须通过自身的体验才能
获得，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要以形体动作的美感来感
染学生，要以舞曲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进而使学生逐
步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必要的音乐
审美能力。

二、教学总内容

本学期将会带领学生学习中国舞蹈考级第一级及第三级教材。

三、中国舞蹈考级教材特点

1、动作设计简单、易懂

2、音乐欢快，贴近低段学生的心理。

3、教材以边唱边跳为主，更符合低年级的学生。

四、舞蹈的基本训练

1、学习中国古典舞基本手位、基本手形、脚位、手位、脚形。

2、进行不同节奏的脚位站立、脚腕训练、胯关节训练，幼儿
基本舞步训练，身段组合训练。



五、能力目标

1.舞蹈基训技巧的掌握。

2.动作的协调性。

3.舞蹈的表现力。

六、舞蹈课的重要性

通过学习要全面培养学生的视觉能力、听觉能力、动作协调
能力、形体表达能力、认识自我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使学生
的形象思维和科学思维得到协调发展，智力和创新能力得到
不断提高。

七、教学对策

教学重点：

1.舞蹈基训技巧的掌握。

2.动作的协调性。

3.舞蹈的表现力。

教学难点：

1.舞蹈眼睛眼神流动与舞姿的协调。

2.对歌曲情绪的理解和舞蹈动作的表现力

本学期的舞蹈课中要加强学生的实践与创造能力。要特别重
视学生的参与和实践，重视学生感受、体验、表现舞曲的情
感，重视学生感受、体验、表现舞曲的美。同时，还应该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探究与创造，应当把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潜质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

体育舞蹈艺考教学计划表篇二

舞蹈艺术具有鲜明的审美愉悦性。当学生“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的时候内心情感的抒发，人体动作的流动，性格气质
的表露，可谓进入了最畅快、最具审美意味的境界。特别要
指出的是，让学生学一点舞蹈，不仅有利于长身体，更可以
在协调动作中，一举手一投足都显示出文雅的气质，这也有
益于素质的提高。本学期我担任舞蹈校本课程的教学，根据
学生的特点我制定了校本课的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新课标》精神为指导，以我校“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
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根本，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个
性需求，使学生变知识为能力。大胆创新，主动探索，激发
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提高舞蹈表演能力，培养学生热爱民
族文化，热爱家乡，了解民间舞蹈，丰富校园文化。

二、主讲教师：才琳

三、教学材料：中国民族民间舞考级教材、网上查阅、自我
创编

四、授课时间：每周三下午第七、八节课

五、授课对象：二、三年级的部分学生、现在还有吸收一部
分新初一学生。

六、课程目标：

1、认知领域：通过舞蹈二课活动中了解身体的方位，舞蹈的
基本手位、脚位，把上、把下基本动作训练，基本舞步等，



从而丰富学生的艺术知识。

2、技能领域：学习、掌握基本技巧，提高学生的表演能力。

3、情感领域：通过舞蹈二课活动激发学生热爱艺术学习艺术
的热情，在舞蹈队节目的排练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团结，协
作的良好品质。

4、应用领域：学生进行表演，进行舞蹈欣赏、评价。

七、课程内容：

1、舞蹈的基本手位、脚位，把上、把下基本动作训练。

2、舞蹈种类介绍。

3、中国民族民间舞考级成品舞蹈。

八、课程实施形式及措施：

1、教学方法的选择：讲授法、演示法、欣赏法、讨论法、汇
报法等。

2、教学的组织形式：面向全体教学、分组教学、个别指导。

3、课时安排：30课时，共分10个单元。

4、教学场地：舞蹈室。

5、教学用品：录音机、各种舞蹈伴奏磁带。

6、活动队规模：40人左右。

7、授课对象：有一定的表演基础和舞蹈基本功的学生。



九、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总设想：本课程评价应充分体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精神，贯彻本课程目标，着眼于评价的教育、激励与改善
的功能。通过科学的课程评价，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激
励教师进取，完善教学管理，推动校本课程的建设与发展。

评价包括：原型评价、课程本身评价、学生学业评价三方面，
这三方面的评价将依据学制指定的评价建议制定具体的评价
办法。

评价要求：

1、评价目的是否明确、科学、切合实际。

2、课程目标的制定是否合理、现实。

3、课程内容的选择是否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可实施性。

4、课程实施是否切合实际，活动反馈如何。

评价方式：随机评价与过程、结果评价相结合。

评价方法：观察法、面谈法。

评价者：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有关人员。

本学期，我将继续本着“在探索中前进，在实践中成长，在
改革中发展”的策略，边学习边实验，边实验边反思，边反
思边整改，边整改边学习，有效地推进学校新课程的顺利实
施，促进学校教育的变革。

舞蹈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的。气质的培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培养孩子的一项特殊才能的同时，教会他们克服困难的能
力，只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坚持，就会获得成功!



体育舞蹈艺考教学计划表篇三

启蒙舞蹈班授课资料针对才接触舞蹈幼儿不能长时间集中注
意力、好奇心强、缺乏身体协调性的特征，以激发孩子对舞
蹈及音乐的兴趣，培养孩子的身体协调性及乐感，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为教学目的。在资料设定上，坚持儿童的天真、活
泼的天性，为进一步的舞蹈教学打好基础。

二、教学任务

1、培养幼儿喜欢舞蹈和做音乐游戏。

3、学会正确的站姿和双跪坐、交叉盘坐、伸腿坐等几种基本
姿态。

4、能按照音乐节拍做动作，培养节奏感。

5、学会几个简单的舞蹈，能在众人面前自如地表演，培养自
信心。

三、教学资料安排

1、活动部分

第一部分：排队带着孩子们绕教室四周活动，放欢快的音乐，
经过快慢不一样的走步，拉手绕圈小跑，变换不一样的造型、
步伐，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导入上课的气氛。

第二部分：师生共同热身，将孩子插空排成两排，教师应对
孩子，带领他们做动作，活动头、颈、肩、腰、臂、膝等部
位。

2、软开度初步训练



简单的压前、旁腿，弯腰等。

3、舞蹈组合

d、模仿及观察本事练习。让孩子模仿平时见到的小动物，跟
着音乐进行练习，培养孩子的想象力。

e、让孩子学习按照音乐节奏一拍做一次动作，训练孩子的节
奏感。

体育舞蹈艺考教学计划表篇四

一、按时完成教学资料

本学期计划完成必须的教学资料，使学生到达必须的舞蹈表
演水平，学年教学资料安排：舞蹈组合及成品舞教学课堂资
料安排：

1、活动训练：

头、上肢、躯干、下肢各关节柔韧性的练习，并配上轻快活
泼的舞蹈动作，中间能够加入芭蕾手位组合1~8位，练习站、
立、重心练习。

时间安排：在10分钟。

2、软开度训练

（1）、把上髋关节软开度训练：a、压腿+滑叉（前、旁）b、扳
腿训练（前、旁）c、踢腿（前、旁、后）

（2）、肩腰部软开度训练（拉肩、掰肩、耗腰、下腰）

时间安排：30分钟



3、身韵的训练：

在不一样音乐节奏中，使学生用呼吸带动脊椎学习古典舞中
身体的韵律训练（提、沉、冲、靠、含、仰、移）学会身手
相随、头眼相跟。松弛、自然、协调的进行舞姿柔美的训练。

时间安排：30分钟

4、舞蹈组合与剧目：

（1）、民族舞的基本律动组合。

（2）、成品舞蹈学习时间安排40分钟

二、在按时完成固定的教学资料的前提下，组织学生开展丰
富多彩的展示活动，让学生在舞台中展示自我，更好的提高
孩子的自信心和舞蹈表现力！

以下是我们下半年的小班舞教学计划了，让孩子们在开心中
学习，练习是最好的了，孩子最好的教师就是兴趣。

九月份：

目标：吸引幼儿兴趣，激发幼儿对舞蹈的兴趣。

资料：

a、律动练习、走步练习。

根据走步的方法和节奏、速度、力度来表现不一样的人物及
情绪，不一样形象的走，能够慢慢的走，雄壮的走，欢快的
走。

b、碎步练习、蹦跳步练习。



根据幼儿步伐来选择相应的歌曲来表达游戏或律动，来激发
幼儿对舞蹈的兴趣。

十月份：

资料：小跑步、后踢步、点步

目标：根据舞蹈和幼儿发展水平的变化，让幼儿能够在歌表
演以及游戏中进一步体会各种舞蹈步伐的特点。

十一月份：

踮步、踏点步、小跑步

目标：经过幼儿在对这三种步伐的学习，培养幼儿的形体，
增强幼儿足尖、足踝的力度及准备部位的协调性。

十二月份：

资料：模仿动作：打鼓，吹喇叭、小鸟飞、小兔跳、开火车、
摘果子

目标：初步培养幼儿对音乐、舞蹈的兴趣和节奏感，发展幼
儿对音乐的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表现本事，陶冶幼儿
的兴趣和品格。

一月份：

基本功练习勾绷脚、地面压腿、一位练习、一位。

手位练习：兰花指、提碗、压碗、双晃手、单晃手、虎口掌、
芭叶掌。

目标：



1、训练幼儿手位的同时，锻炼幼儿身体的协调本事及动作韵
味的培养。

2、加强幼儿地面形态动作的练习，要求幼儿学习正确的吸气、
呼气。

体育舞蹈艺考教学计划表篇五

一、教学设计理念：

舞蹈，是一门综合的富于动感的艺术，舞蹈教学是根据学生
身心发展的要求，经过训练和表演，锻炼学生身体，发展身
体素质质，提高学生的动作协调性和动作美感，同时陶冶学
生的情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讲礼
貌、懂礼貌、爱团体、守纪律的好品格和团结协作的群体意
识。

二、教学设计特色：

小学自主合作舞蹈教学模式就是在课外音乐活动中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合作创编为主线，让学生在掌握必须舞
蹈基本动作和初步具备对音乐的感受本事后，根据自我对音
乐的理解和感受，经过小组讨论、组际交流的形式，集思广
益共同为歌曲或音乐形象较鲜明的乐曲创编动作及队形。使
学生在自主愉悦的气氛中，闻乐而动，闻歌起舞，在“练中
逐步感知音乐语言，在“乐”中掌握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
“动”中发展身体各个部位之间的协调性。经过热烈活跃、
自主合作的教学活动，使学生的视觉、听觉、肤觉，运动得
到充分协调均衡的发展，这部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肤觉运动得
到协调均衡的发展对舞蹈的兴趣，还进一步增强了群体协作
的意识，促进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开发学生的想象力、表
现力和创造本事，全面整体性地提高学生舞蹈艺术素质。

三、舞蹈教学计划与资料：



1.培养学生对音乐舞蹈的兴趣和节奏感。

2.发展学生的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和表现力。

3.能随音乐协调地做形体动作，明白其名称。

4.培养学生与同伴友好相处。

四、学情分析：

我所带领的舞蹈班是低年级，舞蹈基础一般，身体协调性及
舞蹈表现力均差，所以，我所设计的教学环节以先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为主，仅有学生先参与进来，才能实现教学的有效
性，在此基础上，弱化动作知识点，强化舞蹈感觉，突出重
点。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看、练、想、跳为主，教师的
示范、激发、启发、点拨为辅，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使学生获得本我的学习体会和本事。

五、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使学生掌握舞蹈的基本体态、基本动作。

2、了解舞蹈艺术的基本特点，引导学生对舞蹈艺术产生浓厚
兴趣开发发学生对舞蹈艺术的热情。

3、经过舞种介绍芭蕾古典舞蹈爵士舞种类，依据学生情景归
纳教学活动，感受舞蹈魅力，了解舞蹈发展，提高学生艺术
修养。

4、经过舞蹈让眼睛会说话提高学生自信。

六、教学重点：

1.舞蹈基训技巧的掌握。



2.动作的协调性。

3.舞蹈的表现力。

七、教学难点：

1.舞蹈眼睛眼神流动与舞姿的协调。

2.对歌曲情绪的理解和舞蹈动作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