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实用8篇)
读书计划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为了提高知识水平而安排的读书
活动。请大家参考下面的教学计划案例，相信能够对你们的
教学工作有所帮助。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一

1、课程的性质、教学目的.：

舞蹈是一门专业技能课。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学生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掌握舞蹈教育和舞蹈表演专业舞蹈技能，掌握
训练方法，提高舞蹈素养，毕业后能胜任舞蹈教学和舞蹈表
演工作，成为合格的教师和舞蹈表演者。

2、教学任务：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具有适应舞蹈需要的正确身姿、完
整、流畅、正确、优美地表演各种风格的舞蹈，掌握舞蹈的
基本理论，具有创编幼儿舞蹈、组织幼儿舞蹈教学的能力。

3、教学基本要求

舞蹈技能是一门规范性、理论性、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教学
中，应按照幼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突出“三基”内容的
教学，使学生对教学内容全面掌握。融会贯通，达到培养目
标所规定的要求。

本课程应以舞蹈基本理论、舞蹈技能训练为基础，音乐教学
法相配合。

1、教学方法：

本课程不是纯理论性课程。其核心是解决实践的问题。在教



学中一定要结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工作的要求，加强技能训练，
提高学生的舞蹈素养。同时，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突出实
践环节。提高感性认识。

2、教学形式：

为使每个学生都能达到培养目标的要求，教学形式以教师讲
授、示范作为基础，同时，针对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进行小
组教学和个别指导与之配合。 第一学期(注重软开度的练习)

3、教学目的及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学习，要求初步掌握舞蹈的基本知识，具有正确
的身体姿态，掌握舞蹈的基本舞步。动作有一定的力度和节
奏感，舞蹈动作协调。

4、学时安排60学时

专业开设：民族民间舞(20) 芭蕾舞基训(20) 中国古典身
韵(10) 幼儿舞蹈考级(10)

教材(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 解放军艺术学院芭
蕾舞基训 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身韵 北京舞蹈学院幼儿舞蹈考
级)

5、教学内容：

1、掌握舞蹈的概念、种类，了解中国舞蹈发展简史。

2、了解舞台平面、空间、方位，懂得常用舞蹈术语，学会做
舞蹈记录。

1、学习中国古典舞基本手位、脚位。

2、进行不同节奏的脚位站立、脚腕训练、胯关节训练，腰的



训练、胯的训练，压腿和跑腿训练，走跑跳训练，基本舞步
训练，身段组合训练。

理解藏族舞的风格和动作特点，学习弦子基本步、平步、靠
步、撩步、拖步、退踏步、滴嗒步，以及常用手臂动作：撩
袖、摆袖、晃袖、献哈达、敬礼。学会弦子组合1―2个，踢
踏组合1―2个。

把上练习

双手扶把 檫地组和 节奏4/4

单手扶把 双腿蹲 节奏4/4

单手扶把 檫地 节奏2/4

单手扶把 小踢腿 节奏2/4

单手扶把 单腿蹲 节奏4/4

单手扶把 控制 节奏4/4

单手扶把 大踢腿 节奏3/4

地面元素训练

1、提沉

2、冲靠与旁移

3、含腆仰

4、云间转腰

5、横拧



6、旁提

1、走步 《吹吹拉拉》

2、音乐反应一 《大苹果》

音乐反应二 《看星星》

3、扩指 《保护小羊》

4、手臂动作 《你说可笑不可笑》

5、弯腰、转腰 《小钟》

6、前压腿 《小脚》

7、双吸腿 《弹弹唱唱》

8、脚位 《擦玻璃》

9、头的动作 《小鸟的歌》

10、摆臂 《伸出手》

11、蹦跳步 《小兔子》

12、平踏步 《开火车》

13、游戏 《万花筒》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二

在音乐教学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操为切入点，
通过规范的舞蹈基本功训练课，使孩子们外在优雅姿态的训
练，同时也通过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传播它们高雅的艺术精



髓，培养孩子们内涵修养，使其的精神和形体之美达到统一，
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良好气质和高雅风度。

1、循序渐进地进行身体软开度的训练，培养孩子的兴趣、激
发孩子的快乐天性。

2、通过舞蹈组合培养孩子们跳、唱、说的综合能力。

3、通过舞蹈剧目的排练树立起孩子们的自信心，勇于去感受
美、学习美、表现美。

1、基础练习

2、成品舞教学

文体活动时间

初一年级到初三年级舞蹈兴趣小组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三

1、 培养幼儿喜欢跳舞和做音乐游戏。

2、 能按音乐节拍做动作，培养节奏感。

3、 认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学习正确的坐立基本姿势。

4、 学会几种简单的基本舞步，能在众人面前自由地、愉快
地表演。

1、练习队形，站立、压脚背跪坐的姿势。

2、交待舞蹈课的常规要求。

3、认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头、颈、肩肘手、跨、脚尖、



脚背、脚跟等）。

认识身体动作分解：

1－8：用手边指各部位边大声说，头头－胸胸－肚子肚子－
头胸肚子

2－8：反复一次。

3－8：肩肩－肘肘－腕子腕子－手手（左右各一次）

4－8：跨跨－膝盖膝盖－脚腕脚腕－脚脚

5－8：双手向左旁平伸，反复一次。

6－8：前伸手，低头－后伸手，仰头

7－8：左前方－右后方（双手平伸）

8－8：反复一次

1、复习上周的学习内容。（站立、压脚背跪坐、认识身体动
作）

2、学习盘腿坐，要求幼儿双腿盘坐、头向正前方看、背部挺
直。

手部动作组合分解：手放在腰后，站立。

1－8：双手前伸五指伸开，手（打开－合拢）

2－8：手腕左右转动，五指张开。手由前伸－双山膀（手转
动）

3－8：左手握拳－打开，反复一次



4－8：手画圈－手放背后－双手向前伸出（最后一拍）重复
一次

1、复习上周的学习内容。（盘腿坐、手部动作）

2、学习伸腿坐，要求幼儿双腿伸直并拢、双手轻放在身体两
边，头向正前方看、背部挺直。

3、学习小舞蹈《两只老虎》：前奏：双手随节奏拍手、点头

1－8：双手五指张开伸直，两臂上举，膝弹动两臂屈伸在两旁
（左右一次）

2－8：小碎步，两臂上举，小碎步，两臂侧平举

3－8：右手单指指眼睛，双手向后立掌同时小碎步

4－8：山膀位，击掌经头顶双手打开

间奏：跟随音乐点头

1、复习上周的学习内容。（伸腿坐、小舞蹈）

2、学习踵趾步，小八字步准备。

2－8：右腿直立，左脚向6点撤步，脚尖点地，脚面向外，身
体略前倾面向8点上方，反复一次。

1、复习上周的学习内容。（踵趾步、小八字步）

2、学习勾绷脚。

腰部动作组合分解：

前奏：手放在腰后，压脚背跪坐



1－8：双手曲肘上下叠放在胸前，身体随节奏左右摆

2－8：双手前伸做放物状，双手翻掌后放在身体两侧

3－8：重复第一个八拍

4－8：手放在嘴边身体前倾，脚压脚背跪坐

5－8：左手放在肩旁左右摆动，右手伸直放在身体旁，身体
向左转身面向2点

6－8：双手交叉画圈，压脚背跪坐

7－8：双手放在身体两旁，身体左右摆动，身体面向1点

8－8：双手合掌放在脸旁，做睡觉状

1、复习上周的学习内容。（勾绷脚、腰部动作）

2、复习小舞蹈《两只老虎》，鼓励幼儿在众人面前表演，进
行分组表演，给予幼儿最大的鼓励，培养幼儿的自信心。

1、复习所学的基本内容。（压脚背跪坐、盘腿坐、伸腿坐、
踵趾步、小八字步、勾绷脚）

2、学习小舞蹈《小青蛙》：

前奏：双手随节奏拍手、点头，动跨

1－8：双手曲肘，左脚向右斜前方伸出，脚跟落地，右脚向2
点屈膝身体向左倾斜，面向2点上方。

2－8：反面反复一次

3－8：双手五指张开曲肘，双脚做蹦跳步左－右



4－8：双手做游泳状，双脚做小碎步

间奏：双手随节奏拍手、点头后四个八拍反复一次

1、复习所学的基本内容。

2、复习小舞蹈《小青蛙》。

3、学习小碎步：正步准备，双脚跟抬起可有节奏也可无节奏
地双脚掌交替快速、均匀地小步行进或原地走动。强调膝关
节一定要放松。

1、复习上周的学习内容。（小碎步）

2、学习头部动作组合：

前奏：双手叉腰，双脚跪立，身体面前1点，强调幼儿面带微
笑

1－8：双手叉腰，低头－向前－仰头－向前

2－8：双手叉腰，左旁－向前－右旁－向前

3－8：反复第一个八拍；

4－8：反复第二个八拍

5－8：双手叉腰，左侧－向前－右侧－向前

6－8：双手交叉于胸前，手向两旁打开，双脚由跪立－跪坐，
头左右快速摆动

7－8：反复一次 8－8：反复一次

11、复习所学的基本内容（压脚背跪坐、盘腿坐、伸腿坐、



踵趾步、小八字步、勾绷脚、小碎步）

2、新授舞蹈组合：《爱我你就抱抱我》（一）

1、复习舞蹈组合：《爱我你就抱抱我》（一）

2、学习基本功三角架：讲解动作要求，并找幼儿做示范

3、新授舞蹈组合：《爱我你就抱抱我》（二）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四

技能、知识培养目标：

1、训练少儿身体各个部位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

2、训练少儿的舞蹈想象力、创造力；

3、提高少儿的表演潜力；

4、让少儿掌握中国舞的基本脚位；

1、培养少儿的音乐节拍感；

2、培养少儿舞蹈的方向感；

3、培养少儿的模仿潜力；

让少儿能够独立完成舞蹈组合及成品舞蹈，并进行表演。

第一周：

教学目标：

学习《打花巴掌》组合，让少儿掌握节拍的快慢变化，在舞



蹈中熟练应用节拍；

活动主题：

学习《打花巴掌》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在舞蹈组合中，透过动作、音乐与儿歌的配合，提高少儿的
节拍感。

第二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熊舞》组合，学习中进行手眼配合练习，提高表演
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熊舞》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小熊舞》组合主要是锻炼少儿在舞蹈中的手眼配合潜力，
同时模仿动物形态，从而培养少儿的模仿力和表现力。

第三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练习少儿的手脚协调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小蝌蚪变青蛙》组合是一个表演性的组合，透过表演锻炼
少儿手脚配合的协调性。

第四周：

教学目标：

学习《飞吧，小蜜蜂》组合，学习中锻炼少儿手腕的提、压；

活动主题：

学习《飞吧，小蜜蜂》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飞吧，小蜜蜂》组合是一个蒙族风格的简单组合，练习中
让少儿初步掌握蒙族舞蹈中手臂的动作，主要对手腕的提、
压进行练习。

第五周：

教学目标：

学习《我的小小手》组合，学习中进一步加强对舞蹈手位的
掌握；

活动主题：

学习《我的小小手》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我的小小手》组合主要训练少儿对舞蹈手位的掌握，上学
期的学习中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手位，本节周主要是透
过更丰富的手臂动作加深少儿对手位的记忆。

第六周：

教学目标：

学习《我是小画家》组合，训练少儿的表演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我是小画家》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我是小画家》组合透过儿歌及音乐的配合，训练少儿的表
演潜力和模仿力。

第七周：

教学目标：

巩固所学组合，从而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活动主题：

复习巩固所学组合；

教学概述：

进一步规范所学的组合，加强对身体柔韧性的练习。



第八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透过练习让少儿掌握三个基本
脚位，并加以应用；

活动主题：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小蝌蚪变青蛙》组合首先让少儿掌握中国舞的基本脚位，
其次要求少儿对小青蛙的形态进行模仿，加以表演，提高少
儿的表演潜力。

第九周：

教学目标：

学习《吐泡泡的小鱼》组合，简单了解傣族舞蹈，学习鱼形
手和傣族舞蹈其他简单的手型；

活动主题：

学习《吐泡泡的小鱼》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吐泡泡的小鱼》训练少儿初步掌握傣族舞蹈的手型、臂型
及节奏，动作时眼神要与之配合。



第十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鸡啄米》组合，训练少儿的手脚配合潜力，模仿潜
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鸡啄米》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小鸡啄米》组合透过少儿想象小鸡形象，配合音乐进行舞
蹈。在练习中发挥少儿的想象力，加强少儿模仿潜力；练习
少儿手脚协调配合的潜力。

第十一周：

教学目标：

活动主题：

学习《燕儿飞》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燕儿飞》组合运用少儿熟悉儿歌为素材，透过手臂的上下
运动锻炼少儿手臂的灵活性，加强掌握舞蹈中提、压腕的动
作。

第十二周：

教学目标：



学习《蹦蹦兔》组合，练习少儿的表演潜力和模仿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蹦蹦兔》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蹦蹦兔》是一个小的表演性组合，主要训练少儿的表演潜
力以及对动物形象的模仿潜力。

第十三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鸭嘎嘎》组合，简单了解苗族舞蹈，进一步练习少
儿的表演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鸭嘎嘎》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小鸭嘎嘎》组合是让少儿简单了解苗族舞蹈，透过对动物
形象的捕捉从而进行表演，增强少儿表演潜力，要求少儿动
作时要有较强的表现力。

第十四周：

教学目标：

巩固所学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活动主题：



复习巩固所学组合

教学概述：

进一步规范完成的组合，巩固所学知识，要求能够独立完成。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五

为了更加合理的安排教学时间，更加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
根据我校音乐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本教学计划。

知识与技能：认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学习正确的站、立、
行的基本姿态。学会几种简单的基本舞步，及民舞组合、能
在众人面前自由地、愉快地表演。

过程与方法：通过舞蹈课的学习，加深对所学知识的拓展和
基本技能，舞蹈步伐音乐韵律感的掌握。情感态度价值观：
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舞蹈学习过程培养身体的协调性及团队
精神。

1、教材分析

在整个教材的设置上，充分考虑到本校学生的生理特性并结
合我们的心理特点，把知识性、训练性、娱乐性及表演的适
用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训练上强调了学生训练舞蹈的科
学性、系统性及多样性，使之促进学生在德、智、体、美诸
方面得到了协调发展。本学期主要是针对学生所能掌握的舞
蹈基本能力和基本动作。主要练习民族民间舞蹈的组合，力
求充分挖掘学生的天性，使学生的舞蹈动作能够达到高一层
次的协调流畅。从而启发学生用肢体去表达情绪、抒发感情。
增进学生的合作意识。

2、教学重点、难点分析



教学重点：掌握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基本功技巧。身
体的软开度。

教学难点：舞蹈动作要注重手、脚、头的协调；

3、要注意舞蹈的舞步流动、身体配合。

大多数学生没有经过正规舞蹈训练，动作发展也不十分协调。
所以本学期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同
时让学生能在众人面前大胆的表演，提高自信心。对于有些
基础的学生，舞蹈学习会增加难度。

1、注重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鼓励学生参与课堂活动。

2、适当进行成品舞蹈的学习。注重舞蹈课堂的实用性。

3、注重导入部分的设计，以“引趣”贯穿整个课堂教学过程。

1、评价的原则

以激励为主，关注学生学习活动的全过程。

2、评价的方式主要以“学习过程+期末成绩”的形式进行。

3、评价的方案

（1）平时成绩，满20分。学生在课堂表现，出勤率有小组长
进行登记，学期末统一统计。

（2）期末考试成绩，满80分。考试内容：所学知识的掌握，
成品舞蹈的表演。

（3）成绩以平时为主，期末为辅，既要看结果，更注重看过
程，以减轻学生期终的课业负担与心理压力，提高平时课堂
效率。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六

学期总目标：

技能、知识培养目标：

1。训练少儿身体各个部位的灵活性、柔韧性、协调性；

2。训练少儿的舞蹈想象力、创造力；

3。提高少儿的表演潜力；

4。让少儿掌握中国舞的基本脚位；

学习常规培养目标：

1。培养少儿的音乐节拍感；

2。培养少儿舞蹈的方向感；

3。培养少儿的模仿潜力；

社会认知培养目标：

让少儿能够独立完成舞蹈组合及成品舞蹈，并进行表演。

学期计划

第一周：

教学目标：

学习《打花巴掌》组合，让少儿掌握节拍的快慢变化，在舞
蹈中熟练应用节拍；



活动主题：

学习《打花巴掌》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在舞蹈组合中，透过动作、音乐与儿歌的配合，提高少儿的
节拍感。

第二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熊舞》组合，学习中进行手眼配合练习，提高表演
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熊舞》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小熊舞》组合主要是锻炼少儿在舞蹈中的手眼配合潜力，
同时模仿动物形态，从而培养少儿的模仿力和表现力。

第三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练习少儿的手脚协调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小蝌蚪变青蛙》组合是一个表演性的组合，透过表演锻炼
少儿手脚配合的协调性。

第四周：

教学目标：

学习《飞吧，小蜜蜂》组合，学习中锻炼少儿手腕的提、压；

活动主题：

学习《飞吧，小蜜蜂》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飞吧，小蜜蜂》组合是一个蒙族风格的简单组合，练习中
让少儿初步掌握蒙族舞蹈中手臂的动作，主要对手腕的提、
压进行练习。

第五周：

教学目标：

学习《我的小小手》组合，学习中进一步加强对舞蹈手位的
掌握；

活动主题：

学习《我的小小手》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我的小小手》组合主要训练少儿对舞蹈手位的掌握，上学
期的学习中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手位，本节周主要是透
过更丰富的手臂动作加深少儿对手位的记忆。

第六周：

教学目标：

学习《我是小画家》组合，训练少儿的表演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我是小画家》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我是小画家》组合透过儿歌及音乐的配合，训练少儿的表
演潜力和模仿力。

第七周：

教学目标：

巩固所学组合，从而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活动主题：

复习巩固所学组合；

教学概述：

进一步规范所学的组合，加强对身体柔韧性的练习。

第八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透过练习让少儿掌握三个基本
脚位，并加以应用；

活动主题：

学习《小蝌蚪变青蛙》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小蝌蚪变青蛙》组合首先让少儿掌握中国舞的基本脚位，
其次要求少儿对小青蛙的形态进行模仿，加以表演，提高少
儿的表演潜力。

第九周：

教学目标：

活动主题：

学习《吐泡泡的小鱼》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
习；

教学概述：

《吐泡泡的小鱼》训练少儿初步掌握傣族舞蹈的手型、臂型
及节奏，动作时眼神要与之配合。

第十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鸡啄米》组合，训练少儿的手脚配合潜力，模仿潜



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鸡啄米》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小鸡啄米》组合透过少儿想象小鸡形象，配合音乐进行舞
蹈。在练习中发挥少儿的想象力，加强少儿模仿潜力；练习
少儿手脚协调配合的潜力。

第十一周：

教学目标：

活动主题：

学习《燕儿飞》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燕儿飞》组合运用少儿熟悉儿歌为素材，透过手臂的上下
运动锻炼少儿手臂的灵活性，加强掌握舞蹈中提、压腕的动
作。

第十二周：

教学目标：

学习《蹦蹦兔》组合，练习少儿的表演潜力和模仿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蹦蹦兔》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蹦蹦兔》是一个小的表演性组合，主要训练少儿的表演潜
力以及对动物形象的模仿潜力。

第十三周：

教学目标：

学习《小鸭嘎嘎》组合，简单了解苗族舞蹈，进一步练习少
儿的表演潜力；

活动主题：

学习《小鸭嘎嘎》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教学概述：

《小鸭嘎嘎》组合是让少儿简单了解苗族舞蹈，透过对动物
形象的捕捉从而进行表演，增强少儿表演潜力，要求少儿动
作时要有较强的表现力。

第十四周：

教学目标：

巩固所学组合，进行身体各个部位的柔韧性练习；

活动主题：

复习巩固所学组合

教学概述：

进一步规范完成的组合，巩固所学知识，要求能够独立完成。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七

兴趣培养是音乐学习的基础的前提。没有兴趣的技能学习是
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如果说形体学习是目的，那么兴趣培
养是手段、是过程。所以要发展 小学生的形体水平，必须培
养浓厚的、稳定的兴趣。让学生在有趣的形体活动 中实现小
学音乐教学的目标，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要将每一个
学生带进 形体美好的境界中，在感受美和表现美的过程中纯
洁他们的心灵，陶冶他们的 性情，促进他们身心和谐发展。

1、紧紧抓住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从“为
了中华民族的 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高度，着力
构建一种开放的、民主的、科学 、 的艺术课程，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建立起坚实丰厚的生产点。

2、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
的体验情感、 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求
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 和进取意识，促进孩子健康
而有特色地成长。

1、使学生正确的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手位，脚
位。 2、对队员们要求基功达到下叉，下腰。软度不好的同
学可延长时间。 3、对个别素质好的队员在技巧方面可加深
一些，同时学一些简单的儿童舞 蹈。

1、初步掌握舞蹈的基本动作，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动作技术，
养成良好的姿 态。

2、学习成套的舞蹈基本动作，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协调性和灵
敏性。

3、发展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增强学生的体质。 4、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1、把学生的差异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开设形体活动小组。

2、由培养特长向启发创造延伸。着眼培养学生挑战困难，开
拓进取的精神。

3、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自信。课堂学习活动中一些基础教育，
能力较弱的 学生，在艺术活动中获得了成功的机会，改变了
孩子被动的心态，激发他们的 自信心和成功欲。

4、让活动成功孩子享受生命的时空。我们的艺术课堂充满了
生命的气息， 一双双高举的双手，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有如
自然界中的花草树木，充满着蓬 勃的生机。

1、教学方法：讲解法、示范法、分解法、完整法、对比法、
预防预纠正错 误法、练习法等：

2、教学手段：影象教学、个别指导、 、分组教学等

1、定时活动。

2、活动规划。每次活动前点名，活动中学生积极性高涨，活
动后有记载， 有成果积累。

3、不断交流和研讨。总结得与失，借鉴成功的经验，不断丰
富完善，提升 教育与活动的艺术，使特色更鲜明。

1、第一月教会学生正确地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
手位，脚位。 2、第二个月要求全体队员都能在辅导员的训
练下基功达到下叉，对个别软 度不好的队员可加深练习，训
练有基本手位，脚位，一位的擦地，蹲，丁字位 的前擦地，
旁擦地，腰部的训练、腿部的训练的撩腿、弹腿、踢腿。

4、第四个月训练内容，对个别好的队员进行个人素质的提高，
技巧方向可 加深一些。例如：虎跳、前后桥、抢脸，同时要



学一些简单的儿童舞蹈。

舞蹈室的教学计划表篇八

(初级班)舞蹈基本功地面训练包括：头、肩、勾绷脚、地面
压腿、地面压胯、地面旁腰等。

中间站立训练包括：半蹲练习、提踵立半脚尖、屈膝跳、半
脚尖行进、拍手行进步、手的节奏训练、跑跳步、小马跳等。

基训小组合：《卷缩与伸展》、《灵敏的手》、《有力的
手》。舞蹈小组合：汉族舞蹈《邀请》、《找朋友》黎族舞蹈
《赶海去》。********舞蹈《好朋友》藏族舞蹈《开火车》。

(提高班)舞蹈基本功训练：地面部分的训练包括：地面抬腿
及大踢腿、竖叉及横叉、地面下腰、前软翻等。

中国民族舞把上训练包括：把上基本站姿、一位擦地、一位
蹲、单腿蹲、小踢腿、大踢腿、控制等。

中国民族舞身韵训练包括：轮指训练、手眼训练、盘腕与小
五花手训练、双晃手训练、波浪手花梆步组合、民族舞手位
组合训练、圆场步、跑跳步、三步舞步、十字步等。

基础班：拉丁舞简介、拉丁舞五个舞种音乐的区别、拉丁舞
的基本手位、基本站姿、伦巴舞的基本舞步、恰恰舞的基本
舞步、伦巴及恰恰舞的花样组合。

提高班：捷舞的基

基本舞步、斗牛舞的基本舞步、桑巴舞的基本舞步、捷舞、
斗牛舞、桑巴舞的花样组合。

基础班：头、颈部训练，手指、手腕训练，手臂、肩部训练，



胸、腰、髋部训练，下肢腿部训练，脚跟、起胯训练，地上
压腿训练，跑跳训练，手位、伸展训练。

提高班：《球操组合》，《腰胯组合》，《手位、波浪组
合》，《步伐跑跳组合》。

基础班：基本功训练：包括地面、中间部分。舞蹈组合：
《呼吸韵律组合》，《现代爵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