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舞蹈工作计划 舞蹈教学工作计
划(模板6篇)

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我们的工作又迈入新的阶段，请一起
努力，写一份计划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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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计划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舞蹈工作计划篇一

本学期舞蹈兴趣班是由一年级6人、二年级7人、三年级8人组
成。年龄差距较大而且二、三都年级已经有了一年以上的'舞
蹈基础，对音乐的感受力、协调能力的发展已比较完善。而
一年级只是刚刚起步，有些学生则对舞蹈一无所知。这样的
混合班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较大的难度。由于一年级人数较
少，因此我们准备把本次舞蹈兴趣班的教学重点放在对二三
年级的训练上。部分学生由于年龄较小，协调能力和对音乐
的感受力都是刚刚开始发展，虽然有较强的积极性，但是手
脚并不听使唤，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练习。但是一年级
的教学也不容忽视，在教学中我们开展分层次和以大带小等
等多种的教学活动形式，使每名儿童在舞蹈兴趣班的学习中
都能得到发展。

1、通过教师指导，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发展舞蹈潜能,促进儿
童身心健全发展.

2、训练学生协调,速度,肌力,耐力,瞬发力,柔软性等基本能
力.

3、进行形体训练并学会简单的舞蹈基本动作， 培养学生对
音乐的感受力和节奏感。

4、在训练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思想注意力，反映能力和动作协



调能力。

5、培养幼儿具备透过舞蹈, 提高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审美能力、
表达

思想、情意的创作能力。

（一）舞蹈专业训练中，不宜过早安排力量性练习。在力量
练习时，负重、练习次数过多、时间过长，会影响下肢的正
常发育，引起腰的变形，足弓下降，影响身高增长。所以应
以自身重量的练习为主，采取交替进行的方法。

（二）当儿童少年肌肉主要向纵向发展时，宜采取伸长肢体
的练习，如弹跳和支撑自己体重的的力量练习。把力量练习
安排在青春发育期后期较为合适。

第一周：熟悉学生 ，方位练习。

第二周：复习：方位练习 ，肩部练习，小碎步（一）。

第三周：肩部练习，小碎步（二）。

第四周：复习：肩部练习，小碎步, 芭蕾手位(二）。

第五周：复习：芭蕾手位 ，学习：走步和敬礼。

第六周：舞蹈《茉莉花开》。

第七周：复习：手位，学习：舞蹈《茉莉花开》。

舞蹈兴趣班教学计划

第八周：复习：手位，学习：舞蹈《茉莉花开》。

第九周：形体练习，学习：舞蹈《茉莉花开》。



第十周：学习：舞蹈《茉莉花开》。

第十一周：学习：舞蹈《茉莉花开》。

舞蹈工作计划篇二

本班幼儿年龄较小，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长，动作发展也不
十分协调，小班舞蹈兴趣班教学计划。所以本学期教学的主
要目的'是激发幼儿学习舞蹈的兴趣，同时让幼儿能在众人面
前大胆的表演，提高幼儿的自信心。在此基础上让幼儿学习
正确的站立、压脚背跪坐、盘腿坐、伸腿坐等基本姿势。认
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学习几种基本的舞步：如走步、小
碎步、小跑步、后踢步、踵趾步等。并通过多个小律动的学
习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及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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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多个小律动、歌表演、能
在众人面前自由地、愉快地表演。

第一课时：

（一）、教学工作：

学习正确的站立、压脚背跪坐的姿势；能自由地、愉快地随
老师学习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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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小班舞蹈兴趣班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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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7-8：左前方-右后方（双手平伸）

8-8：反复一次

第二课时：

（一）、教学工作：

1、复习上节课的内容，压脚背跪坐、正确的站立姿势、下课
常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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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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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课时：

（一）、教学工作：

1、复习上节课的内容，盘腿坐、正确的站立姿势、上课常规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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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舞蹈《两只老虎》：前奏：双手随节奏拍手、点头

1-8：双手食指、拇指伸直，手肘弯曲后上伸，伸左脚做踵趾步
（反复一次）

2-8：双手曲肘夹在腰部，前后摆动（握拳），脚做小跑步

3-8：双手五指张开遮眼，伸左脚做踵趾步；

4-8：手按节奏拍手后双手打开，伸左脚做踵趾步（反复一次）

间奏：重点练习脚尖脚跟踢步

反复一次

第四课时：

（一）、教学工作：

1、复习上节课的内容，踵趾步、伸腿坐、上、下课常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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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课时：

（一）、教学工作：

1、复习上节课的内容，踵趾步、盘腿坐、正确的站立姿势、
上课常规等

2、学习勾绷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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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尖随音乐节拍做勾脚-绷脚，
提醒幼儿面带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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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随节奏左右摆动

2-8：双手前伸做放物状，双手翻掌后放在身体两侧

舞蹈工作计划篇三

一、教学目的：

1、学生初步掌握舞蹈的基本套路，知道基本的手位，脚位。

2、对学生要求基本功方面熟练掌握压腿、踢腿。软度不好的
同学可延长时间。

3、对个别素质好的学生在技巧方面可加深一些，同时学一些
简单的儿童舞蹈组合。



二、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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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成品舞蹈节目，培养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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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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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教学、个别指导、分组教学等。

四、教学安排：

1、时间安排。每周三、四下午的4:05—5:35。

2、教学准备。每次上课前点名，课后有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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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活动内容：

1、第一月首先学习舞蹈套路的基本动作，正确地掌握舞蹈的
基本要领，知

道头、眼、手、脚等部位的配合。



2、第二个月要求学生都能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基本功的训练，
对个别软度不好的队员可加深练习，挑选汇报演出的节目,
基本动作教学。

3、第三个月着重学习表演节目, 编排节目队形，和音乐。

4、第四个月节目汇报演出，总结学习一期学习情况，布置假
期练习内容。

舞蹈工作计划篇四

1、各关节活动：

(1)头部活动(2)手腕活动

(3)踝关节活动(4)膝关节活动

2、上身运动

(1)提肩(2)双提肩(3)肩绕环(4)振臂(5)扩胸

3、全身运动：

(1)体前屈(2)体转运动(3)体前屈涮腰

1、提高班课程：

(1)少儿拉丁伦巴，恰恰恰基本动作的复习

(2)少儿拉丁伦巴，恰恰恰基本步法的展开提高讲解

(3)少儿拉丁舞伦巴和恰恰恰套路，牛仔基本步的学习

2、初级班课程：



(1)伦巴基本步

(2)恰恰基本步

(3)适当加入牛仔舞蹈的教学

一季度每星期两节课

（一）、课程周期内容计划

1、少儿基本舞步的提高讲解，让学生将基本动作完成的更加
标准及熟练，提高及达到良好的的拉丁舞感。

2、少儿拉丁舞成套动作的提高教学，针对不同舞步讲解不同
的动作风格，使学生动作流畅性更好，建立刚好的拉丁舞框
架。

3、伦巴舞以及恰恰舞为重点提高舞种，适当加入牛仔，桑巴，
以及斗牛舞蹈的提到教学。

（二）、基本技术：

1、少儿拉丁伦巴：基本律动，库卡拉恰，摇摆步，方步，定
点转，手对手，纽约，四分之一转，以及套路组合。

2、少儿拉丁恰恰舞：基本律动，横移步，前进后退，四分之
一，定点转，纽约步，高位扭臀，以及铜牌组合。

（三）、基本素质：

1、协调性：基础动作协调，手脚配合协调，音乐和动作协调。

2、柔韧性：身体柔韧素质，拉丁舞感强烈。

3、表现力：情感表现、培养自信，舞蹈气质。



1、掌握少儿体育舞蹈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法和方
法，以及舞蹈动作难度的把握。

2、掌握基本的练习方法，培养音乐感，将舞蹈套路完成的熟
练，有强的表现能力。

3、培养学生具有一定表演比赛能力和欣赏比赛能力。

4、在少儿体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还将逐渐养成高贵、典雅
的艺术气质。

舞蹈工作计划篇五

为了秉承“丰富社团活动，繁荣校园文化”的宗旨，我系将
成立舞蹈社团，为工作的顺利展开，现制定计划书：

舞蹈社团，是由系内广大热爱舞蹈的'学生组成的文艺性组织，
具有先进性和广泛性。

丰富和活跃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进步学生的艺术修养水平
和审美观，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健身娱乐，营造多元化结构
氛围，繁荣校园文化。

1、开展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舞蹈教育教学活动。

2、为各种文艺晚会或活动提供节目。

3、定期的开展舞蹈社团，让学生们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4、联系外系相关社团，相互交流、学习经验，筹办联谊活动
等等。

1、本社团成员由一二年级学生自愿报名，艺术老师推荐，择
优录取。



2、本社团由指导老师每周定期训练，社员自主开展社团活动，
以提高我校音乐舞蹈水平。

3、通过社团活动，参加系、校各项演出，以及校外、社区的
展示活动。

1、总负责人：1人，全权负责舞蹈社团的大小事宜，起主导
和治理作用。

2、宣传职员：1人，负责传递舞蹈社团各项信息，扩大舞蹈
社团着名度。

3、街舞队：学习各类型街舞，体现流行色彩。负责人：1人。

下午两节课后。

1、维护舞蹈社团形象，在工作中生活中，社团队员要团结友
爱，相互学习，相互帮助，文明礼貌。

2、队员在会议和活动过程中，必须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
缺席。常规练习须准时到场签到，不得代签，有特殊情况，
不能参与活动，应提前向负责人或指导老师作出书面请假。
一学期内多次缺席或请假者，给予退会处理。

3、负责人每一个月，对本队学习、活动进行一次书面总结，
记录每次学习内容，以及会员的学习情况和要求。

4、在常规练习过程中，必须以认真、严厉的态度对待；不可
打闹、嬉笑，不可做与练习无关事情。

舞蹈工作计划篇六

幼儿园舞蹈班教学计划新学期新的开始，本学期由我担任舞
蹈班的教学工作，通过 一周的教学实验课，我对各年龄班的



幼儿基本情况有了大致了解，下面我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制定
了本期的教学计划。

小班舞蹈课教学计划由于小班幼儿刚接触舞蹈，对一切都特
别好奇，且兴趣较浓。因此在教学中要激发和保持这种兴趣。
但小班幼儿的自制能力和接受能力较差，所以教学活动要形
象、生动有趣。对于初学者，我们适当加入一些形体，如芭
蕾手位，幼儿舞蹈的手位等。动作简单易懂，孩子易学会。
针对这些，我在小班教学中采用游戏的形式，让幼儿在玩中
学、在乐中学。

1、律动练习、节奏练习。根据不同的练习来选择相应的歌曲
来表达游戏或律动，和模仿一些飞机、汽车、自行、车火车
来激发幼儿对舞蹈的兴趣掌握身体协调，培养幼儿的节奏感。
例如《拍手》、《动作模仿》、《小雨滴》等。

2、律动《娃娃》培养幼儿节奏与手脚动作的协调性。要求幼
儿掌压垮的动作

3、律动《小雨点》模仿下雨动作。学习按照音乐的节奏使手
臂和身体动作相协调，并进行勾绷脚练习。

5、律动《蜗牛》模仿蜗牛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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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能力，陶冶幼儿的兴趣和品格。学习压垮和双腿跪
等动作。

6、《小星星》学习 双腿跪和手握紧放开等一些基本动作。

7、《我们不怕大灰狼》模仿敲打大灰狼的动作。学习双手上
下拍打和双腿跪等基本动作。

8、律动《头部动律组合》学习基本动作：低头与仰头、扭头 、
探头、乌龟 头、加手臂式绕头等。



9、律动《手臂律动组合》学习压腕与提腕、手指练习、屈手
练习、攸臂练习。

10、舞蹈《小雨滴与小雪花》学习基本动作：踮步、跳点步、
旁点步等。

根据幼儿掌握和接受的情况还会适当的添加一些形体舞训练如
《 波浪腰》、《 跪下腰》、《地面神身韵组合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