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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dance education, some educator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external form, 
and neg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educ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the major 
is decreasing due to the above behavior, and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re affected. Therefore, in this regar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think deeply 
about danc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Boldly innovated 
and systematic teaching programs should be used to strengthen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put things into practice.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
tion of college dance teaching and the existing related problems. Finally, we present our sugges-
tion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level of college danc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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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舞蹈的教育过程中，一部分的教育者过于重视外在的形式，而忽视了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这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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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降低了学生对本专业的兴趣，使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受到了局限。对此，各高校需在

舞蹈教育教学方面进行深度思考，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大胆创新，制定系统的教学方案，强化学生的

专业知识，提高其实践水平。本文就高校舞蹈教学的现状以及现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为高校舞蹈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做出几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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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舞蹈专业虽然在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惊人。如今众多高校为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纷纷在校

内设立舞蹈专业，因其在进行舞蹈教育时一直都遵循传统的教学理念，所以在舞蹈的教学过程中，难免

出现一些问题。当今时代，很多的高校在硬件设施上都很完善，但是在其它方面有待改善。本文从新时

期的舞蹈教学和改革发展出发，探讨了舞蹈教学的改革路径，分析了舞蹈发展现状，提出了当前舞蹈教

学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针对性地对相应的改革发展措施加以探究，以期为舞蹈教师提供一些借鉴，

进而促进学生在舞蹈方面有更好的发展。 

2. 高校舞蹈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高校舞蹈教学的现状 

相比较其他艺术类的教学而言，舞蹈教育起步晚，在专业的体育院校设置的舞蹈课程相对较早，相

比之下，综合类的大学和学院开设舞蹈课程则会晚一些。与此同时，一些女生人数比较少的院校是在近

几年才开设的舞蹈课程，这也是一些院校在师资力量、人员配备和教学场地等方面较为落后的原因之一。

各类学校在舞蹈教学方面的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不尽相同，迫于舞蹈教学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一

些文科类为主的高校已经在舞蹈教学方面加大了投入。 

2.2. 高校舞蹈教学存在的问题 

舞蹈作为一种承载艺术的存在形式，经过提炼、组织、美化了的人体动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着

重表现出语言文字或者其它艺术表现方式所难以表现的人们的内在深沉的精神世界[1]。所以在进行舞蹈

教学时更要异于其他艺术的教学方法，让其拥有适合其发展的独具魅力的教学方式。目前来讲，高校舞

蹈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同时存在着诸多问题，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舞蹈教育的深层发展。 

2.2.1. 高校舞蹈教学在众多课程中地位低 
绝大多数高校均有对学生的培养计划，在众多的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均以本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为标

准，以此安排每学年的课程。但是由于一些高校的师资力量的缺乏和科研能力的不足，使得一部分的课

程不能按照原计划进行，不能按时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此外，也有一些高校缺乏对舞蹈课程的重视，

把该项课程设置为选修课，在课时上大为缩减，无法真正的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2]。同时，

在舞蹈课程的教授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模仿老师的舞蹈动作中，很少有人能够深入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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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理解舞蹈音乐的背景和内在的意义所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在舞蹈创作中的灵感。 

2.2.2. 教学模式缺乏灵活性 
教学方法是教师通过和学生共同参与某项活动，从而完成既定教学目标的一种方式。科学的教学方

法有利于活跃课堂的氛围，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的效率，从而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目前

来讲，我国的教学模式仍是以教师说教为主的口头传授方式，缺乏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的主体作用没

有得到发挥。枯燥的舞蹈理论知识以及简单的舞蹈动作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3]。在舞蹈理论的教

授中，只有极少数的教师通过启发式的教学方法，逐渐地引导学生，讲解与舞蹈相关的专业知识，并通

过示范性动作进行辅助说明。但是总体来讲，教学方法呈现出单一的模式，不能充分的调动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性。 

2.2.3. 舞蹈教育教学与其它人文教育缺乏紧密性 
我国各大高校的舞蹈课程的设置中，通常是让学生通过体育课来接触舞蹈，包括学习和练习舞蹈，

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体育课程中获取关于舞蹈的知识。相比之下，其他的人文社科类课程，其主要以

室内的教学为主，通过教师的专业的讲解，学生的相关思考和科学的学习模式，使在校的大学生获取丰

富的文化知识。舞蹈教学更注重实践，相比之下，文化课程则是更注重理论。在艺术的欣赏方面，相关

课程的设置中，需要提高学生的欣赏水平和分析能力，在人文学习中领舞舞蹈的形体美和艺术美[4]。 

2.2.4. 舞蹈教学评价机制缺乏科学性 
如今很多高校单一化的将学生对舞蹈技能的掌握程度作为最终的教学考试标准，这一标准缺乏科学

性和全面性。不仅无法体现教师在教学中付出的努力，而且也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加

上高校单纯地以学生对舞蹈的掌握程度为考核标准，对于学生来言更加有失公平。此考试评价机制逐渐

持续下去会让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考试环节，减少包括对学生的综合知识素养环节的投入，不但对

舞蹈教学的正常进度产生了影响，也限制了学生自身专业能力的提高。 

3. 关于高校舞蹈教学发展的策略 

舞蹈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也在不断地完善相关的课程设置，从而建立一个稳

定的教学平台，为舞蹈教育教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3.1. 提高舞蹈教育在艺术教育中的地位 

我国高校应适时地提高舞蹈教育在艺术教育中的地位，加大对舞蹈教育的投入，将舞蹈教育和其他

专业艺术的教育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安排、并部署，在学分的设置上，将舞蹈教育教学和其他艺术

的教学上设置同样的学分标准，同时，在教学经费的分配方面给予合理的安排，制定能够进行实践的舞

蹈教学大纲，从而使各高校舞蹈教学水平和能力得以提高。 

3.2. 创新教学方法和科学设置课程 

人才培养计划为学生和教师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引导作用。众多高校将人才培

养作为重中之重，为了避免高校人才培养计划流于形式，需时刻结合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情况，不断地完

善各项计划，改进课程的设置[5]。舞蹈教学要时刻有针对性的结合课程设置、学生心理和生理特点以及

教学方式等方面进行有效的教学。作为教师在教学时不能只局限于动作的传授上，而要让学生真正理解

舞蹈的意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对音乐旋律和结构的感知和

理解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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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统筹协调推进舞蹈教学 

高校需要对舞蹈教学加强重视，尤其是要强化舞蹈教育与其他文化课程的紧密性和连接性，在正确

的进行舞蹈专业课的教育教学的同时，协调好舞蹈教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同时，在舞蹈艺术

理论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增加舞蹈教育教学的专业性，让学生均衡的掌握文化知识和舞蹈的专业知

识，促使各个学科相辅相成的发展。高校适当的开展一些舞蹈赏析教学课程，提高学生的艺术品析能力，

关注舞蹈艺术的发展。 

3.4. 建立科学的舞蹈教学考试评价机制 

传统的教学评价机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师的教学水平。因此，高校需要根据

舞蹈教学的实际情况，建立一套全面的、科学的舞蹈教育教学考试评价机制，这样才能让教学成果得到

客观的评价。站在理论的角度来讲，教师在教学中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将其

他学科与舞蹈教学联系起来，有效的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舞蹈的积极性[7]。从实践教学的角度

来讲，教师要鼓励学生多进行舞蹈实践，适时地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思考，将理论知识与舞蹈实践充分结

合起来。 

3.5. 加强师资力量，提升舞蹈教师专业素质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提高高校舞蹈教学水平，关键是舞蹈教师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

创建优秀专业的教育教学团队，注重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的实际教学能力的培养，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引进。

专业的舞蹈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做到为学生充分讲解舞蹈动作，并在必要的时候配上相应的示范动作；注

重学生音乐对内涵的理解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让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影响下树立积极的学习态度。专业的

舞蹈教师在教学中起着引导性的作用，因此应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引导学生更加有效的

学习舞蹈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更好的提高自身的舞蹈技能，感受舞蹈的魅力。 

4. 总结 

综上所述，舞蹈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课程设置，从而

建立一个稳定的教学平台。各大高校应适时地提高舞蹈教育在艺术教育中的地位，加大对舞蹈教育的投

入，将舞蹈教育和其它专业艺术的教育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舞蹈课程教学方法的创新和课程设置

的科学性；统筹协调推进舞蹈教学；建立科学的舞蹈教学考试评价机制；加强师资力量，提升舞蹈教师

专业素质，为我国培养出更多的舞蹈方面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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