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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认真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全面提升学生“一专多能”的综合素质能力及社会服务能

力,做好面向“地方”对口人才输送与培养,是当今地方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办学总体目标。立足地

域教育教学特性,以促进教育进步、提高教学质量为基本导向,有效将“本土”舞蹈文化及内容作用于学

前教育专业舞蹈课堂教学之中,进而探索《舞蹈》课程的特色化教学改良与革新。旨在丰富完善学前教

育专业舞蹈课程教学内容、推动校内“特色课程”建设,以期为地方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人才技能“特

色化”培养提供可行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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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Local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Dance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nci Yang  Rui Gao 

Kunming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It is the overall goa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ept,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and social service ability of "expert in one thing and good at many",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training of counterparts talents for "local schoo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aking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s the basic guidance, we will effectively 

apply the "local" dance culture and content in the classroom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danc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then further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dance" curriculum. The aim is 

to enrich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rofessional dance cours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courses" in the campus, in order to provide a feasible reference for the "characteristic"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in local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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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阶段《舞蹈》课程已作为学前教

育专业的必修技能学科,在各类、级院校

中广泛开设,并且也在早期定位模糊、内

容单一、教学固化的“初级”模式上有

了长足进步与发展。 

1 地方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

《舞蹈》课程教学现状 

1.1课程教学现状 

根据访谈及问卷调查了解到：现阶

段我省各校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

的教学普遍贯穿在2-3年之间,其中有

71.43％的学校将《舞蹈》课程设置在(45

分钟一节)2节/周、约14.29％的学校在4

节/周、约14.29％的学校在1节/周。教

学内容含括舞蹈基本功训练、古典舞身

韵、民族民间舞蹈、舞蹈剧目排练及幼

儿舞蹈创编五大版块,且各校根据课时

量及教学计划的不同,在内容选择及授

课名称定义上各有细微差别,或是将芭

蕾基本功训练与古典舞身韵内容综合形

成《舞蹈基础》,或是将舞蹈剧目与幼儿

舞蹈创编内容整合为《幼儿舞蹈与创编》

等,且课程多以“形成性考核”与“随堂

考试”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终评定。此

外,在教学方法上各校除了沿用言传身

教法、练习法、交流法等教学模式外,

也逐步开始了项目式教学、特色化教学、

小组式教学等方法尝试,目前也取得了

一定成效。 

1.2课程存在问题 

通过调研数据了解到现阶段,学前

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的突出问题主要

是课程不完善、体系不健全、特色不鲜

明,而在学前教育专业的舞蹈课程教学

中,教学目标的制定也存在定位不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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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清的现象,以致其课程呈现出“内容

广、知识浅、强实践、弱理论、重素质、

轻能力”的课程发展态势,由此不均衡的

知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前教育

舞蹈课程专业针对性、关联性及授课内

容特色化、个性化的不足,加之学前教育

“人多、课少、基础弱”的教学局限,

使得现阶段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

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2 “本土化”教学改革的可行

性与必要性 

2.1政策支持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将学前教育、民族教

育、职业教育等同步列入我国教育事业

八大发展任务之中。在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视和支持民

族教育事业、办好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

学校。”并指出：“教育要发展、根本靠

改革”；“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

强大动力”；“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手

段”；“针对高职院校职业教育要以服务

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着力培养高职院校职业教育中学生

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要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

的核心任务。” 

“教学改革”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保量、提质的重要途径。地方职业院校

作为“学前教育、职业教育、民族教育”

三项合一的重要“集散中心”,应紧跟新

时代教育发展步伐,全面贯彻党和国家

教育教学改革相关部署要求,在深入落

实“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面向地区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以提升学生职

业技能能力与职业服务能力为目标,有

效借助“本土资源”进行扎根本土、面

向本土的课程教育教学改革,实时做好

“区域性幼儿教师”与“地方免费师范

生”的“一专多能”的“特色化”高质

量培养工作。 

2.2地域优势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视和支持民

族教育事业、办好面向民族地区的职业

学校。”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划分

多的一个省份,也是少数民族文化 为

丰富的省份之一。在这片广阔富饶的土

地上,26个民族共同用勤劳的双手与博

大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云南历史”与

“云南文化”。近年来,云南地区各院校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与帮助下开始不

断探索具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点”

的教育教学特色化改革发展道路。职业

院校若要在同类院校中脱颖而出,就须

有效利用好人力、物力、校力资源,充分

发挥办学、教育优势,以地域文化、民族

文化为突破口,着力进行“地方文化进校

园”、“地方人才育地方”的课程特色改

革,从而实现以校园保护传承、以职业教

育发展的“本土化”课程改革目标。与

此同时,通过“本土”特色课程的教育教

学体系建立,加强地方人才服务地方的

责任感,在有效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经济

发展、促进各民族团结教育的同时,,促

进人才“特色化”培养,加强地域教育对

口支援,打响“本土”教育品牌,进而实

现“办好面向地方的职业学校”的目标。 

3 舞蹈课程“本土化”教学改

革实践与意义 

3.1“本土代特色舞蹈”课程内容

构建 

立足云南,合理借鉴艺术人类学、民

族学、舞蹈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与

舞教学法、组合编排法等方法论的结合,

对本土少数民族特色舞蹈进行教学内

容与教学素材的提炼与设计,建立具有

地方特色的“本土特色舞蹈”课程内容

板块。 

借助我校学生学习兴趣倾向的调查

数据及对我省“本土代表性舞蹈”的多

方面考究(风格及特色鲜明性、舞蹈元素

训练性及可舞性、舞蹈内容受众性等),

终选择将彝族、傈僳族、傣族、白族

代表性舞蹈内容融入二年级民族民间舞

蹈课程中(具体教学舞蹈类目教师可根

据教学班级程度做灵活调整),将普米

族、佤族、哈尼族、景颇族等民族舞蹈

元素纳入三年级幼儿舞蹈创编课程(本

土舞蹈创编、少数民族舞蹈健身操创编

等)中。 

3.1.1学前教育专业《舞蹈》课程结

构重设——以我校为例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

育专业(大专)舞蹈课程内容重设比对 
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大专)舞蹈课程

内容重设比对

民族民间舞课程(二年级)

学

期

(2)

一、藏族民间舞蹈

1.踢踏部分

2.弦子部分

二、傣族民间舞蹈

1.基础训练

2.综合训练

一、民族民间舞蹈

(一)藏族民间舞蹈(任选一)

1.“堆谐”风格性组合

2.“弦子”风格性组合

(二)傣族民间舞蹈

基础性训练组合

二、本土特色舞蹈

(三)彝族舞蹈(任选一)

1.“打歌”风格性组合

2.“烟盒”风格性组合

(四)傣族舞蹈(任选一)

1.“嘎光”风格性组合

2.“长甲”风格性组合  

学

期

(3)

一、蒙古族民间

舞

1.硬腕部分

2.硬肩部分

二、维吾尔族民

间舞蹈

1.步法训练

2.综合训练

一、民族民间舞蹈

(一)蒙古族民间舞蹈(任选一)

1.硬腕部分

2.硬肩部分

(二)维吾尔族民间舞蹈(任选一)

1.硬腕部分

2.硬肩部分

二、本土特色舞蹈

(三)白族舞蹈(任选一)

1.“霸王鞭”风格性组合

2.“八角鼓”风格性

(四)傈僳族舞蹈(任选一)

1.“阿尺目刮”风格性组合

2.“千哦”风格性组合

学

期

(4)

一、幼儿舞蹈剧

目排演

(一)剧目学习

(学生自选)

二、幼儿舞蹈创

编

(一)律动创编

(二)歌表演创编

(三)游戏舞创编

(四)集体舞创编

一、剧目排演

(一)剧目学习(学生自选)

(二)剧目学习与改编(本土民族舞

蹈)

二、幼儿舞蹈创编

(一)律动创编

(二)歌表演创编

(三)游戏舞创编

(四)集体舞创编

(五)民族舞蹈创编(本土舞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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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本土特色舞蹈》教学组合内

容设计 

提取各民族具有可舞性、可育性、

可传性的舞蹈内容,根据各班不同情况

妥善进行“因材施教”式的教学组合设

计与编排,加强训练针对性,明确其训练

价值与意义。 

教师在组合教学过程中,可通过对民

族史、文化史、名人典案等内容的渗透,

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各族舞蹈文化内涵。 

3.1.3本土代表性舞蹈创编元素整合 

将本土民族舞蹈动律、动作元素纳

至《幼儿舞蹈创编》课程中,有效结合幼

儿“舞蹈创编技法”进行幼儿舞蹈(律动

舞蹈、游戏舞蹈、集体舞蹈、表演舞蹈、

健身操等)的创编,参考内容如下： 

3.2实践价值与意义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

指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

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

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

国的情感。” 

4 结语 

舞蹈,是学前教育五大领域中“艺术

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幼儿欣赏

美、认识美、感知美、表现美的“艺术化”

手段,同时也是帮助其认识世界、体验生

活 生动、直接的教育方式。因此,对舞

蹈课程“本土化”教学改革的实践,是立

足“本土”培养学生舞蹈表、教、编、排、

育能力,帮助学生通过“舞蹈”课堂的多

种教学实践形式对幼儿进行本土文化渗

透教育的 佳手段。这对提升学生文化艺

术素养,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促进地

方舞蹈文化艺术保护、传承、发展,实现

以职业教育传承推动当地民族舞蹈文化

等方面都将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符合

“特色化”人才培养与幼儿园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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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代表性舞蹈》教学组合素材参考

民族 教学范围 内容设计

彝族 打歌(男、女)
“安烈波(翻身转)”三翻三转(原地)、三翻三

转(正反转身)、勾脚、勾脚换位等

烟盒(男、女)
提压腕、翻盖手、凤点头、韧脚蹬步、左右晃

脚、跑跳步、攉水步等

傣族 嘎光(男、女)
后轮翻腕、曲臂插手、攉水、点进步、吸腿碾

转步、踮步等

长甲舞(女) 合手行礼、轮指、掏手翻翘、舞姿等

白族 霸王鞭(女) 周城八下、金河十一下、大关邑十九下等

八角鼓(男) 河西八下、庆洞十一下等

傈僳族 阿尺目刮(男、女) 跳摆步、跺磋步、(进、退)跺步等

千哦(男、女)
起步、一步舞、二步舞、勾群舞步、鸡扒食舞

步等

《民族舞蹈创编》元素设定范围参考

民族 元素范围

普米族 动律：颤踏动律、颤踢动律、撞胯动律等

元素：“龙跳舞”舞步、“左三角右三角”舞步、“左两脚右一踢”舞步等

佤 族 动律：屈伸动律(重拍在上)、甩发动律(前 后、左 右、旋)等

元素：弹动步、屈伸勾点步、屈臂动作

哈尼族 动律：拧胯动律、摆胯动律、吸跳动律

元素：拍掌、吸跳、跨步

布朗族 动律：颤蹲动律等

元素：翻手、掏翻手等

景颇族 动律：顿颤动律、甩肩动律等

元素：仰身甩肩、俯身甩肩、前后甩肩、碎抖肩等

怒族 动律：颤刨动律

元素：踏步、刨步、磋步、磋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