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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近年来国家号召下的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行，有关于小学生开展体育舞蹈相关教育的呼声愈演愈烈。

不少有想法的社会人士纷纷表示“体育舞蹈”是培养学生的个性与特长的一种途径，是素质教育这个缤

纷多彩的花园里应该开出这朵绚丽之花的必然。作者从体育舞蹈融入小学校园的意义进而分析其到困境

最后引出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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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lement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under the call of the state in recent 
years, the call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carry out sports and dance-related education has in-
tensified. Many thoughtful people in the society have said that “sports dance” is a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strengths, and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is gorgeous flower should bloom in 
the colorful garden of quality education. From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sports dance into 
primary school campuses, the author analyzes its dilemma and finally leads to the optim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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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全民健身纲要》指出“全民健身计划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1]”小学

阶段的儿童是青春期发育的主力群，是进行自我完善训练、提高个体社会化的最佳时期，也是进行体育

锻炼最合适、最有条件的群体。小学阶段的体育教育对于培养学生自主进行体育锻炼的能力、养成终生

体育的观念、增强全民健身意识具备长期深刻的战略意义。而体育舞蹈是体育这一庞大体系中的一个分

支，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且广泛。从体育舞蹈发展的中外历史来看，体育舞蹈是落实国家对体育

的相关号召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2. 推动体育舞蹈在小学校园发展的意义 

“素拓课”以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为目标的“综合实践课”“社会实践课”“素质拓展实践课”

“实践活动课”(以下称为“素拓课”) [2]。体育舞蹈作为近年来发展迅速进入大众视野的一项新兴体育

项目，它不仅具有体育项目所要求的耐心、速度、灵敏等身体素质，同时也有舞蹈艺术所具有的优美性

与观赏性。那么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体育舞蹈的研究成果、相关体育刊物和国内外有关体育舞蹈的

文献进行参考，结合查阅资料，分析出以下相关发展价值。 
(一) 提高身体器官各项功能水平 
作为在学习体育舞蹈的主体——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小学生而言，因为其身体机能发育不完全，承

受能力有效，并且具有上升发育发展和具有一定运动量的需求，体育舞蹈是最优的选择方案。其能够提

供一定的运动量，提升小学学生的体质与机能，满足身体发育的需求[3]。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跟随相关音

乐的律动以及所授动作的标准与要求，学生的身体承受着一定运动负荷，有利于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健

康水平。 
(二) 提升个人形体与气质 
体育舞蹈是以身体为载体，这就要求舞者要有姿势美、形象美，充分展示自身动作的协调性和完美

性。一般来说在 4 岁以后的小学、初中等阶段是学习体育舞蹈的最优时间段，理由在于其能够提高中小

学生的形体塑造稳定性，并能够从结构上稳固其形态，为后期的发育和发展训练奠定基础。[3]在舞蹈中，

通过身体的点和线的移动，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动态和静止姿态，从而构成了一系列奇妙的结合；通过将

舞者的面部，头部，颈部，胸部，腰部，臀部，膝盖，手臂，手，腿，脚等各个部分的韵律和动作的结

合从而展现出优美的造型不仅给观赏者带来满足同时所培养出的气质与体态是其他体育项目不可比拟的

优势。 
(三) 提高自信水平，增强审美能力 
体育舞蹈不仅仅是为达到健身的目的，更是人格与品德的培养。体育舞蹈是一种双人配合甚至是集

体表演的舞蹈。常规的体育舞蹈课程，让学生学会谦虚、尊重、友善、诚实、自我激励的品格和团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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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学生之间互相交流，促进了彼此友谊的增进。同时增强了学生的集体合作

意识，锻炼了个人交往能力，有利于提升自信水平。同时更好地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每一面。通过体

育舞蹈中音乐的表达与动作的展现，更好地培养了学生的音乐认知与乐感能力，对美感有了具象的理解。

而且体育舞蹈运动也能有效缓解他们的学习压力等消极情绪、提高心理素质水平[4]。 

3. 小学校园体育舞蹈发展困境 

(一) 认知程度不够，校园推广力度不足 
在学校层面，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体育舞蹈成为了非学科类教育热议的对象之一，对构

建学校体艺教育体系，丰富体育舞蹈观念体系有较大作用[5]。但是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了解与研究，导

致对其重视程度不足，普及程度跟不上像足球、篮球这些常见的大众体育项目。同时学校更多地把学业

成绩摆在首要位置，也会导致体育舞蹈融入校园的难度增加。 
在教师层面，专职体育舞蹈教师的人数较少，目前在学校工作的大部分专职体育舞蹈教师都是从其

它行业转移而来或者是由本班的体育老师代为上课，由于他们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长期的职业训练，导

致整体体育舞蹈教学课堂专业性缺乏，只一味进行单方面的单一动作练习，无法对学生进行全面且系统

的教学，使其效果大打折扣。 
在学生层面，将体育舞蹈课作为素拓课学习的男女生比例中，女生多于男生；年级分布上低年级学

生低于高年级学生，这也与学生年龄与认知能力、接受水平挂钩。校园体育舞蹈人口的比例还是较小。 
(二) 场地、设施器材不足，经费支持不够 
场地设备以及设施状况是完成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体育舞蹈在校园内所需要的相关硬件

设施并不能满足其发展程度。由于很多学校对体育舞蹈不够重视，再加上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缺乏，导

致体育器械购置不到位，教师没有足够的器械和场地进行教学，影响了体育舞蹈的教学质量[6]。进而使

学生上体育舞蹈课程的体验感并不好。 
(三) 缺乏统一编写且规范的教材 
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工作的重要基础，是教学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教科书的教学内容要进行

专业审查，既要确定适合小学体育舞蹈的教学内容，又要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学习活动的参考材料。而体

育舞蹈教学内容陈旧，缺乏创新，许多教材中体育舞蹈的内容编写年份较早，许多高校使用的仍然为 2005
年、2007 年编写的教材，教材的使用缺乏统一性和权威性，甚至出现没有教材直接教学的现象[7]。 

4. 小学校园体育舞蹈发展路径 

(一) 加强校园推广力度，提升各层面认知 
在学校层面要深入了解与关注体育舞蹈的发展与更新，给予足够的关注，不能敷衍了事。 
在教师层面加强相关教师的培训和业余进修，使其掌握体育舞蹈领域内的最新知识，提高自我修养，

加强自身运动技能，在教学时能够解决学生的疑难困惑。 
在学生层面通过各种形式推广体育舞蹈，例如利用“运动会”、“六一儿童节”、“元宵晚会”等

活动引入体育舞蹈，使更多的学生认识到这一体育项目进而产生兴趣。 
(二) 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大力支持体育舞蹈课程的发展 
加强校园体育舞蹈的基础设施建设，学校要对其所需要的场地器材等进行实地考察与系统规划，对

其陈旧破损的器材设施进行维修和更换，加强各区域之间的灵动协调，弥补各体育区域之间的差距，使

整体校园氛围呈现出艺术气息。 
(三) 优化教学设计，完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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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在小学体育课中的应用，要充分发挥其特色，通过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

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以及体育舞蹈不同的舞蹈形式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做好体育舞蹈课程规划，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编写适合于小学生的体育舞蹈教材和标准

的体育舞蹈教学大纲。 

5. 结语 

“素拓课”基于 2016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

力”这一主旨应运而生，而青少年是我国体育事业的希望所在，小学阶段的体育舞蹈课程不仅能够丰富

学生的体育课的教学内容、更好地增强课外体育活动的效度，同时满足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需要，也能

为在为学生开设综合的智育、德育、美育等课程打好基础，保障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提高体育舞蹈在

小学校园的知名度、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以及优化教学设计提升师资力量等措施使体育舞蹈更好融入

小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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