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 舞蹈兴
趣小组活动计划(汇总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一

先对参加兴趣小组的同学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同学们目前的
基本状况，分成两个进度不同的班，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同
学分为一个班，即初级班；而有一定舞蹈基础的同学分为另
外一个班，即中级班。然后再制定出具体的活动时间。

1、通过参加活动增强学生对舞蹈的兴趣

2、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舞蹈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动作，动作基
本准确

3、发展学生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树立学生大胆自信的'个性

4、增进学生灵活的形体，提高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及音乐的
感受力

5、增进学生群体的合作精神

6、要求学生能有初步的舞台表现能力，增进他们的表现欲

第一个月：1、正确的坐姿、站姿；2、头、肩、颈的活动；3、
开肩练习；4、地面压前腿、旁腿和后腿。



第二个月：1、手位练习；2、小跳练习；3、把上压前腿、旁
腿和后腿；4、小碎步跑。

第三个月：1、旁腰练习；2、叉的练习；3、吸腿练习；4、
把上压肩、蹲地练习；

5、脚位练习；6、地面动作小组合。

1、教师采取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的方法

2、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3、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4、活动间可加入小游戏，寓教于乐，提高学习效率

5、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20xx年x月

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二

双桥东留小学刘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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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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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起到启迪智慧，陶冶
情操，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的作用，我结合学校的实际情
况，特做出如下计划：

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感受音乐的基础
上，又感情的进行唱游活动，能够随着音乐的不同情绪，节



奏以及节拍的变化，有表情的进行律动，模仿动作和即兴表
演，寓教育于舞蹈活动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行为规范、尊老爱幼的教育，让每一位学生
都在舞蹈活动中享受到美和欢乐。

1、开学的一个月之内，对学生进行强化基本功训练，尤其是
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身体的协调能力非常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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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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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训练是中间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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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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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热身运动；在训练的1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让学生做一些
轻松、简单的热身运动，如：圆轴上的走步等，主要目的是
创造一个融洽的学校氛围，使孩子们的身体和情绪适应课堂
训练的准备，避免用力过度。

2、地面训练：儿童的生理特点是人小稳定性差，但是软度和
开度较好，而软度开度又是舞蹈动作的根本点，所以要运用
平整的地板来帮助孩子们进行软度和开度的训练，主要措施
有：

（1）脚背和膝盖的训练

（2）肩的开度和前腿的软度训练



（3）旁腰和旁腿的软开度训练

（4）胸腰和腹肌的训练

（5）脊椎和胯骨的训练

（6）胯部和臀部的训练

（7）胯部和腿部的综合训练

（8）节奏和方位的训练

（9）后腿和背肌的训练

（10）踢腿和力量的练习

3、把上训练：遵循先双手扶把，熟练以后单手扶把，由于有
把杆的依附，孩子们的形体和姿态容易正确，为中间训练打
下基础。具体措施有：

（1）直立和半蹲训练

（2）擦地推脚背练习

（3）压腿练习，分为压正腿和压旁腿

（4）大踢腿

（5）下腰游戏。

4、中间训练：这是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舞蹈表演能力
和技巧的重要部分，在中间训练中，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形体、
重心、控制和呼吸。

5、能够随着音乐做动作，节奏准确，充分表现音乐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即兴创编能力和学生的创造能力。

6、排练几个小型的舞蹈，通过这些组合来锻炼学生。

1、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2、逐段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

3、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4、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星期一、三、四的课外活动。

音乐室

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三

1、把身体训练成有表现力的工具，动作协调，对动作、音乐、
节奏等的感知更敏锐。

2、学习成套的舞蹈基本动作，

3、学习初级舞蹈组合，训练学生动作的'协调性和艺术表现
力.

4、培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共同合作的能力。

5、通过舞蹈训练，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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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位等。

2、第二个月练习舞蹈小组合。



3、第三个月要求队员要求全体队员都能在辅导员的训练下基
功 到下叉，对个别软度不好的队员可加深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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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活动时间安排：每周一、二、三下午课外活动 、

（2）活动地点： 舞蹈室

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篇四

舞蹈作为一种以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的表现性的艺术活动，
是人类审美活动较集中的表现，是培养人们审美兴趣，提高
人们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手段，我们只要留心观察就
不难发现，几乎每个孩子在开心时都会手舞足蹈来表达自己
的情感。而舞蹈这一直观性、可感性强的艺术，又恰好符合
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迅速、天真活泼、好动好奇、模仿性强等
生理心理特点，也就促使舞蹈成为千百万幼儿最喜爱的艺术
活动之一。在幼儿园开展舞蹈兴趣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美育
的一种理想方式。在舞蹈教学中，注重培养幼儿的审美意识、
使孩子们不仅能发展身体，得到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的训
练，而且还能发展思维和情感，在意志、思想品德、个性等
方面得以全面培养和拓展。

本学期，我们结合肢体基本技能与动作，由浅入深地引导幼
儿学习，从基本步伐到简单的小组合，让幼儿在感兴趣的同
时，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等都得到提高。具体的活动安排
如下：

第一课时：兴趣练习——抱娃娃（手部韵律组合）

基本步伐——小碎步



第二课时：基本功训练——肩、腿按压练习

基本步伐——垫步、摆摆头、伸伸脚

第三课时：基本功训练——勾绷脚、劈叉练习、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踵趾小跑步、猫跳步

第四课时：基本功训练——勾绷脚、劈叉练习、腰部练习

动作组合——手腕转动组合

第五课时：基本功训练——压腿练习、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娃娃步组合练习

第六课时：基本功训练——压腿、腰部练习，韧带压松

韵律活动——吹泡泡

第七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三步走、四步走

第八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动作组合——藏舞基本动作

第九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动作组合——新疆舞基本动作

第十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跑跳步动作组合



十一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复习基本步伐、动作组合

十二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韵律活动——猫和老鼠

十三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韵律活动——读书郎

十四课时：基本功训练——腿部练习、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孔雀舞

十五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娃哈哈

十六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哈达献给毛主席

十七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欢乐的草原

十八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复习四个舞蹈训练的动作

十九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排练兴趣小组汇报的节目



二十课时：排练兴趣小组汇报的节目

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篇五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对舞蹈学习的兴趣，为舞蹈爱好
者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提高舞蹈专业素质，使其达到学
习舞蹈的初步要求，具有健美、灵活的体态。通过训练，让
学生掌握较广泛的舞蹈知识并兼备音乐与舞蹈的艺术表现力，
使学生具有较规范、扎实的基本功及技术技巧，为各种活动
的参与做好充分的准备。

通过一年的活动，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感受音乐
的基础上，有感情的进行唱游活动，能够随着音乐的不同情
绪、节奏以及节拍的变化，有表情的进行律动，模仿动作和
即兴表演，寓教育于舞蹈活动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行为规范、尊老爱幼的教育，让每一
位学生都在舞蹈活动中享受到美和欢乐。

（一）.艺术目标

1.通过对学生进行基本功训练，使学生腿的开度和腰有一定
的控制能力，压腿、踢腿、下叉，下腰等内容顺利完成。

2.通过规范而且简单的舞蹈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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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定的训练，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表演能力的
技巧和方法（主要解决形体、中心、控制和呼吸），能完成
舞蹈的表演。

4.通过组合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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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想目标



1.发展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增强学生的体质。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3.培养学生的自信能力。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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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机会，改变孩子被
动的心态，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功欲。

通过舞蹈选修课使学员学会有关舞蹈的技能，掌握一些舞台
艺术表演的方法，会表演一些富有情趣的舞蹈小品，并在实
践活动中不断提炼情感，增强技艺，提高对艺术作品的理解
力、表现力、想象力和创作力，努力为校园文化增添光彩，
并为创建学校特色添砖加瓦。

本次参加舞蹈队的学生只接受过短期的舞蹈训练，大部分学
生连压腿、下叉等动作完成都不是很好。由于学员的年龄和
基本条件的不同，所以不能要求一律，不能操之过急，软度
和开度要在个人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因此舞蹈班根据学
生不同情况进行训练。

1、热身运动；在训练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让学生做一些
轻松、简单的热身运动，如：圆轴上的走步等，主要目的是
创造一个融洽的学习氛围，使孩子们的身体和情绪适应课堂
训练的准备，避免用力过度。

2、地面训练：儿童的生理特点是人小稳定性差，但是软度和
开度较好，而软度开度又是舞蹈动作的根本点，所以要运用
平整的地板来帮助孩子们进行软度和开度的训练，主要措施
有：

（1）脚背和膝盖的训练

（2）肩的开度和前腿的软度训练



（3）旁腰和旁腿的软开度训练

（4）胸腰和腹肌的训练

（5）脊椎和胯骨的训练

（6）胯部和臀部的.训练

（7）胯部和腿部的综合训练

（8）节奏和方位的训练

（9）后腿和背肌的训练

（10）踢腿和力量的练习

3、把上训练：

遵循先双手扶把，熟练以后单手扶把，由于有把杆的依附，
孩子们的形体和姿态容易正确，为中间训练打下基础。具体
措施有：

（1）直立和半蹲训练

（2）擦地推脚背练习

（3）压腿练习，分为压正腿和压旁腿

（4）大踢腿

（5）下腰游戏。

4、中间训练：这是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舞蹈表演能力
和技巧的重要部分，在中间训练中，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形体、
重心、控制和呼吸。具体措施：



（1）手的姿态的训练

（2）小跳训练

（3）点转

（4）平转

（5）控制。

5、能够随着音乐做动作，节奏准确，充分表现音乐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即兴创编能力和学生的创造能力。

6、排练几个小型的舞蹈，通过这些组合来锻炼学生。

星期三下午第三节课 。

舞蹈教室

具体活动安排:

第一、二周：基本训练

第三周：基本训练：压腿、踢腿、下腰

十月：学习舞蹈小组合《兰花手》

第四周：基训练习：手位练习1－4，脚位练习1、2、5位

第五周：基训练习：手位练习5－8、学习舞蹈基本动作

第六周：继续学习舞蹈基本动作，学习舞蹈简单队形

第七周：基训练习：



（1）脚背和膝盖的训练

（2）肩的开度和前腿的软度训练

（3）旁腰和旁腿的软开度训练

（4）胸腰和腹肌的训练

（5）脊椎和胯骨的训练

第八周：基训练习；欣赏舞蹈、学习手位动作

第十周：基训练习；地面压腿、继续学习手位动作、学习腿
部动作

第十一周：继续学习腿部动作、合成舞蹈。

第十二周：基训练习：地面压腿、协调手部与腿部动作。

第十三周：基训练习：

（1）手的姿态的训练

（2）小跳训练

（3）点转

（4）平转

（5）控制。

第十四周：基训练习：腰部练习、复习舞蹈

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周：总复习



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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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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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起到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使学生的身
心健康发展的作用，我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做出如下计划：

星期二、星期四、下午第三节课外活动。

学校操场

夏老师

主要由学生按比例，先兴趣自行报名，然后在前几次活动中
观察筛选，最后确定。

1、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2、逐段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

3、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4、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1、教师准时到规定场地等候学生，并做到课前点名，下课集
中报到，不让一个学生迟到早退。

2、学生分组活动时，教师一定要在场，且巡回监控，及时掌
握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处理，绝对不允许教师离开学
生训练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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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下午（二小时）。

舞蹈室。

邹丽影于淼。

一、使学生正确的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简单的把上、把下
的练习，知道基本的手位，脚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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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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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月教会学生正确地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简单的把上，
把下的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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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上的训练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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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