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舞蹈工作计划 舞蹈社团工作计
划(大全9篇)

计划是一种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工具，也是一种组织和管理的
工具。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舞蹈工作计划篇一

舞蹈兴趣小组是学生非常乐于参与的一个兴趣小组，活动内
容与教育性和艺术性相结合，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它有利
于提高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形体姿态和
良好的气质，增强集体意识，培养学生的乐感，小学舞蹈社
团活动计划。活动面向部分学生，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
坚持自愿参加和普及提高的原则，让学生在唱唱、跳跳、动
动中去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启迪学生的智慧，
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1、对学生进行强化基本功训练，教师通过有趣的基训，使学
生腿的开度和腰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压腿、踢腿、下腰等内
容顺利完成。

2、当学生在地面完成软度开度的训练以后，可以进行把上规
范而且简化的芭蕾训练，使孩子们的形体、姿态、腿线条、
腰腿的软度、力度和控制进一步提高。

3、通过组合的练习，使学生加深基本功训练的系统性，更好
的服务于平日的舞蹈之中。

4、手、头颈、胯、胸肩、腰、腿等地面部分的练习：坐姿、
勾绷脚、腿的外开、肩和头部的练习、后背挺直的练习、伸
腿练习、压腿练习、胯膝屈伸、踢腿组合、背肌和腰肌的练



习、腹肌的练习。腿的练习：前压腿、旁压腿、吸腿、压胯。
身体协调训练：腰组合、头肩组合、手臂动作配合、步伐训
练。

5、舞蹈训练，这是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表演能力和技
巧的重要部分，这个训练主要解决形体、中心、控制和呼吸，
因为只有掌握这些才能完成舞蹈的表演。活动后重点排练六
一节目。

教学计划:在老师的组织下，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三字经》
舞蹈动作。

舞蹈工作计划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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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工作计划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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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训练和表演，锻炼学生身体，发展身
体素质质，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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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讲文
明、懂礼貌、爱集体、守纪律的好品格和团结协作的群体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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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掌握一定舞
蹈基本动作和初步具备对音乐的感受能力后，根据自身对音
乐的理解和感受，通过小组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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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热烈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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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力和创造能力，全面整体性地提升学生舞蹈艺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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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其名称。

4. 培养学生与同伴友好相处，竞争.合作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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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学生先参与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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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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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舞种介绍芭蕾古典舞蹈爵士舞种类，依据学生情况归
纳教学活动，感受舞蹈魅力，了解舞蹈发展，提升学生艺术
修养。

4、通过舞蹈让眼睛会说话提升学生自信。

1.舞蹈基训技巧的掌握。

2.动作的协调性。

3.舞蹈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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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工作计划篇四

1、 学生通过在培训班的一周一训练的学习课程，使学生用
一种最短的时间记住所学的小组合，提高舞蹈素养、提高综
合性的艺术素质。

2、 这学期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会并且掌握舞蹈的基本技巧
和考级的部分组合。

二、

在冬季来临，学生在上舞蹈课的时候，必须先让学生的身体
预热，如：高抬腿、蹦跳等等

1、

四级的学生在舞蹈基本功训练中就要注重学生的形体方面了，
在横、竖叉都可以的下，腰部训练就要强化些了，下腰、撒
手控腰、甩腰抓脚是重要的一部分了，在反应快和掌握好的
学生可以在开一下五级学生的知识。

五级的学生要比四级的学生思维方面更接受的快些，基本功
技巧方面要学的比较多些，这学期要开展前卷腰、后卷腰，
在训练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学生的规范性，安全性。

2、

(北舞)1走步、2音乐反应、4手臂动作、5弯腰、转腰、6前压
腿、8脚位、

(舞鞋)

(舞鞋)1小浪花、3游泳、4小帆船、6蝴蝶、8积木乐园



(舞鞋)1我和小鸟来唱歌、3花摇篮、5火鸡、7西班牙蝴蝶

每节课完成两个组合(北舞、舞鞋各一个)

每节课完成两个半组合，(北舞、舞鞋各一个 在学完两个组
合的时候，开始引入北舞的下个组合，这个组合可以先学一
下组合的基本动作，这样以便下节课的学习)

每节课完成两个半或三个组合，(北舞、舞鞋各一个 在学完
两个组合的时候，开始引人北舞的下个组合，这个组合可以
先学一下组合的基本动作，这样以便下节课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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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动目标：

舞蹈兴趣小组是学生非常乐于参与的一个兴趣小组，活动内
容与教育性和艺术性相结合，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它有利
于提高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形体姿态和
良好的气质，增强集体意识，培养学生的乐感，小学舞蹈社
团活动计划。活动面向部分学生，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
坚持自愿参加和普及提高的原则，让学生在唱唱、跳跳、动
动中去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表现音乐。启迪学生的智慧，
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二、活动内容：

1、对学生进行强化基本功训练，教师通过有趣的基训，使学
生腿的开度和腰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压腿、踢腿、下腰等内
容顺利完成。

2、当学生在地面完成软度开度的训练以后，可以进行把上规
范而且简化的芭蕾训练，使孩子们的形体、姿态、腿线条、
腰腿的软度、力度和控制进一步提高。

3、通过组合的练习，使学生加深基本功训练的系统性，更好
的服务于平日的舞蹈之中。

4、手、头颈、胯、胸肩、腰、腿等地面部分的练习：坐姿、
勾绷脚、腿的外开、肩和头部的练习、后背挺直的练习、伸
腿练习、压腿练习、胯膝屈伸、踢腿组合、背肌和腰肌的练
习、腹肌的练习。腿的练习：前压腿、旁压腿、吸腿、压胯。
身体协调训练：腰组合、头肩组合、手臂动作配合、步伐训
练。

5、舞蹈训练，这是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表演能力和技



巧的重要部分，这个训练主要解决形体、中心、控制和呼吸，
因为只有掌握这些才能完成舞蹈的表演。活动后重点排练六
一节目。

三、活动时间：每周六上午。

四、活动对象：一、二、三、四年级部分学生。

教学计划:在老师的组织下，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三字经》
舞蹈动作。

舞蹈工作计划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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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工作计划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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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工作计划篇九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进一步推动校园文化建设，营造
良好的艺术氛围，为此我校开展了舞蹈社团活动。通过每周
一次的训练，要求学生在学期末掌握一定的舞蹈知识，软度、
开度得到一定的训练，在音乐舞蹈中表现美、感受美，尝试
不同风格的舞蹈组合。在进行技能技巧训练的同时，激发孩
子们的创造性思维，增强自信，学会展现自我。

舞蹈社团的活动必须与音乐教育的基本任务合拍，坚持普及
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面向全体学生，做到在普及的基础上
提高。凡参加舞蹈社团的学生，不论水平高低，要保护其积
极性，使其认识到兴趣小组活动的意义和作用，从而主动积
极地参加。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精心组织，实施分层指导
并采取多种形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让学生产生强烈的
求知欲和竞争感，使潜在的智慧和舞蹈才能得到自由地发展。

培训目的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增强学生身体协调能力、
审美能力，陶冶学生情操。在训练内容中，每节课都会穿插
基本功训练，之后会选择成品舞蹈进行学习（舞蹈暂定《娃
哈哈》）。

第一周：地面前压旁压腿、肩的开度训练；

第二周：胸腰和腹肌的训练、后腿和背肌的训练；

第三周：踢腿和力量的练习、勾绷脚练习；

第四周：半蹲、全蹲训练；

第五周：擦地练习；

第六周：脚位训练；



第七周：小踢腿训练；

第八周：腰组合训练；

第九周：踢腿训练；

第十周：小跳练习；

第十一周：中跳练习；

第十二周：呼吸的训练；

第十三周：大跳训练；

第十四周：平转训练；

第十五周：总体训练；

第十六周：总结；

每周五下午第一、二节课

少年宫舞蹈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