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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报告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报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报告优秀范
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舞蹈兴趣小组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让孩子
从小就在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熏陶中受到美的教育，对
开发儿童智力，培养孩子的高尚情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此，我校开设了“一生一长，一生多长”的兴趣小组教学。

本学期由我担任舞蹈兴趣小组的老师，孩子是属于自愿报名，
自愿参加。本班是由一群活泼可爱、富有表现力的孩子们组
成的，班额比较大，最多时达33人。而孩子们的基础条件的
差距也非常大，有的是去年已经参加过舞蹈兴趣班的，已经
有了一定的舞蹈基础和相应的舞蹈知识。有的在幼儿园也经
过了一定的舞蹈培训的，也有了相当的舞蹈基础。有的却是
从没有接触过舞蹈的因为舞蹈兴趣小组学员们涉及到全校整
个年级，平均年龄较小，协调能力和对音乐的感受力又都是
刚刚开始发展，虽然学员们有较强的积极性，但是手脚并不
听使唤，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练习。于是我根据实际情
况策划出新颖适合的教学内容，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
耐心的教学态度，使学员们产生亲切感，提高对舞蹈学习的
能力。从一开始毫无基础的入门，到现在跟着音乐有节奏的、
并变化着不同复杂的队形完整的跳出一个个成品舞组合，我
想由衷的对她们送上我的一句话：“你们是最棒的！”平时，
有些孩子还经常自豪的跑到我跟前说：“崔老师看，我会下
腰了”、“我会做芭蕾手位了”、“崔老师，我最喜欢跳舞



了”、“老师，我是神气的小舞蹈家了”……我都看在眼里，
好象她们在描绘着她们美好的未来。

从担任舞蹈兴趣小组教学开始，我把她们分成几个小组，课
堂上分别进行练习。通过上一学期的训练，她们进步很快。
肩、腿、腰的软度在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对舞蹈有了一定的
了解和认识，在我的带领下刻苦练习各项基本功，认真学习
各种风格的舞蹈组合，在这个过程中，她们真正懂得了什么叫
“美”，怎样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去表现美；在这个过程中，
她们陶冶了情操，提高了自己的鉴赏能力以及表现能力；也
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感受到了学习舞蹈的辛苦。从原来的
不会听音乐、找不到节奏到现在的跟着音乐有节奏的跳舞，
她们的进步还是看得见的，我认为参加舞蹈兴趣班对她们受
益匪浅，对孩子的气质、审美能力、身心健康、培养音乐、
舞蹈的兴趣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对她们一生的发展都起着
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舞蹈文化占有重要的位置。舞蹈
教育自古以来就被先人所重视，我在教孩子舞蹈的时候，特
别注重培养孩子对舞蹈的兴趣、孩子的模仿力和想象力以及
她们的创造力。对舞蹈的方位、手型、手臂位置、脚的位置
等等这些基本的舞蹈知识，我都用趣味性的练习让孩子们在
玩乐中学到。有时我给一段音乐要她们自己创编舞蹈动作，
提高她们对学习舞蹈的积极性。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孩子
们的舞蹈知识和动作的协调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总
之，孩子们通过这一学期的了解、学习，有了明显的进步和
提高。同时，也让我从中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知道怎样当
好一名舞蹈老师，要做到耐心、细心、用心。

当然，回顾过去的一段日子，总有成功和不足所在。在工作
中，我也有些不足的地方，如：班额太大，一个人很难顾及
到角落里的每一个孩子，对她们的指导也就会有漏洞，同时
因为班额太大，这学期的教学内容也相应的随着个人指导时
间的加多而相应减少。不过我会不断的改进教学方法，不断



的完善自我，不断的充实自身专业理论知识，朝着舞蹈这方
面不断的发展，以期待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有更好的表现。

最后，在这里我要感谢校领导和各位家长一直以来对我工作
的配合、支持和信任，从中使我不断的成长。希望在今后的
舞蹈教学中，我能探索出更多的经验，将我校舞蹈兴趣小组
的教学送上一个新的台阶。

舞蹈兴趣小组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课外活动是我校地一面旗帜，对于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
一生受益。根据需要本学期我担任学校的舞蹈兴趣小组的训
练工作，每周五的下午进行训练。为了让舞蹈队的孩子能够
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我都对学生进行舞蹈基本功练习，
然后在进行舞蹈的编排的工作总结如下：

我校“乡村少年宫”工作成员团结一心，共同努力，面对实
际，动脑筋、想办法、挖潜力，使得学校教学工作和少年宫
活动开展秩序井然。

（一）、丰富了学生认知经验、欣赏民族舞蹈，激发学习愿
望。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在民族舞蹈中，我首先结合认知内
容向学生介绍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帮助学生了解少数民族
服装、生活习惯、民俗民风，增强他们的感性知识，知道蒙
古、维吾尔、藏族人民能歌善舞。其次要常带领同学们观看
少儿、成人的民族舞蹈录象，了解民族舞蹈的动作特点，丰
富舞蹈语汇。汉族舞蹈常用转手巾花、扇表现欢庆丰收的心
情。在观看过程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练习，教师要及
时鼓励、支持，并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机会跳上一段
供他们欣赏，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

（二）、学习基本舞步和动作，引导学生按规律组合工作，
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回到舞蹈课堂上，首先，我对学生进行
舞蹈基本功的训练，如:擦地练习、身体各部位活动、基本舞



步等。接着，我有对学生进行了民族舞蹈的学习。让学生了
解汉族民间舞的风格和特点。又进行了汉族舞蹈基本手位和
脚位的练习。秧歌基本舞步的训练。经过学习，我排练了舞蹈
《第二套全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

可以说我的每节课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孩子，孩子们在我的
课堂上学到的舞蹈不会是过时的，我也不是在吃自己的`老底
儿，而是把新鲜的果实摘给孩子们，让活力和激情在舞蹈的
课堂上涌动。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由衷的高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校“乡村少年宫”，在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提高少儿综合素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少
年儿童在知识技能、道德情感、文明卫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
提高，学习生活得到了充实。

1、进一步完善乡村少年宫机制建设，加大工作力度，发扬艰
苦奋斗的精神，把我校“乡村少年宫”建成示范基地。

2、加强学生培训，加强对外学习交流，学习兄弟单位先进经
验，把我校“乡村少年宫”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综合组：曲珍20xx年12月3日

舞蹈兴趣小组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龚娜

本期来，为培养聋生具有优美的体态，并逐渐形成高雅的气
质，为加强他们自身素质培养和艺术潜力的挖掘，在教学中
我们采用“融合式教学”，把教学趣味的、规格的、专业的、
融合在一起。以“兴趣式教学”为基础，在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教学前提下，让他们易于吸收，不会感到枯燥乏味，
同时还培养了她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全方位的、完整的培养
了孩子们健全、完美的品格。鼓励她们有自己的思考方法，



独立见解、个性特点、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这一年
的教学成果如下：

一、基本功训练：

1.进行了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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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耙上髋关节软开度训练：a、压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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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身韵的训练：在欢快的音乐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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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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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音乐创造力训练：舞蹈中、音乐里、引导启发孩子们

学会用肢体动作去模仿大自然的各种动物、人物和现象如：
小兔子、小花猫、雨、雪、老人、白雪公主。。。。

用身体语言最大限度的把她们的身体的动作源放到极限，有
残余听力的孩子学会听音乐做动作的表现自我的习惯，让她
们自信的、快乐的、在音乐里跳属于她们自己的舞蹈。

5.表现力训练（采用活泼轻快的音乐如：快乐宝贝、嘻唰唰
等）内容：（模仿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如：笑——分有大笑、
微笑、苦笑等、生气、伤心等）

二、完成的舞蹈组合与剧目

1.藏、古诗词的基本律动组合。



2.演出的成品舞蹈。《天路》《快乐宝贝》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舞蹈兴趣小组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20xx-20xx学年我担任学校的舞蹈兴趣小组的训练。舞蹈是学
校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感人肺腑的音乐、
富有诗意的构思、优美娇健的造型，形象逼真的道具，使学
生从中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活跃身心、锻炼意
志、增强才干，从而造就人才.通过一学期的努力已经取得了
以下几点成绩，现将总结一下。

课外活动是我校地一面旗帜，对于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
一生受益。根据需要本学期我担任学校的舞蹈队的训练工作，
每周四的下午进行训练。在班主任的配合下，我在一、二年
级选了有舞蹈功底的队员。为了让舞蹈队的孩子能够学到更
多、更新的知识，我经常对个别学生进行课外辅导，特别是
舞蹈基本功扎实掌握。

（一）、丰富了学生认知经验、欣赏民族舞蹈，激发学习愿
望。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在民族舞蹈中，我首先结合认知内容向
幼儿介绍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帮助幼儿了解少数民族服装、
生活习惯、民俗民风，增强他们的感性知识，知道蒙古、维
吾尔、苗族人民能歌善舞。其次要常带领同学们观看少儿、
成人的民族舞蹈录象，了解民族舞蹈的动作特点，丰富舞蹈
语汇。在观看过程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练习，教师要
及时鼓励、支持，并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机会跳上一
段供他们欣赏，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

（二）、学习基本舞步和动作，引导学生按规律组合工作，
发展学生的创造性。



可以说我的每节课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孩子，孩子们在我的
课堂上学到的舞蹈不会是过时的，我也不是在吃自己的老底
儿，而是把新鲜的果实摘给孩子们，让活力和激情在舞蹈的
课堂上涌动。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由衷的高兴。

舞蹈兴趣小组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一、指导思想：

1、紧紧抓住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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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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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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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动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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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要措施：（拟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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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活动
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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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第三个月要求
队员在能够下叉的基础上再加深一步下腰。同时学一些儿童
舞蹈中常见的舞步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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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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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