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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是众多艺术形式之一，具有愉悦感官的娱乐作用、激励情绪的情感作用和审美的教育作

用，在大众娱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儿童舞蹈正是这门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通过儿

童的想象和联想，体验音乐所表达的情感和所描绘的情景，进而将自己的直接或间接经验相结合，

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舞蹈艺术形式。儿童对它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渴求的心

理，是儿童愿意接受的教育形式。通过儿童舞蹈的训练，能使孩子们获得一定的情感体验，增强

儿童的审美能力、自我表现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推动儿童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从而促进幼儿

良好性格的形成，使她们身体正常发育，动作协调发展，为其学习、生活奠定良好的基础。 

  要想使儿童舞蹈水平有实质性的提高，必须加强儿童的基础训练，如：基本的腿、腰、胯部

的软、开度练习、节奏感训练、协调性训练以及舞蹈表现力训练、舞蹈兴趣的培养等等。我在儿

童舞蹈教学中注重打基础，结合儿童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进行儿童舞蹈训练，收到了良

好的效果。 

  1、基本功软度、开度的训练 

  接受过舞蹈形体训练的孩子都有体态端正、舞姿优美的特点。这种特点会使她们自我感觉良

好、乐观和充满自信。舞蹈是一种人体动作的艺术，是流动的雕塑，通过科学的身体训练，使孩

子们的肢体能最大限度地完成教师要求的舞蹈动作，且动作准确、到位，舞姿更加优美、舒展。

如：我在幼儿班的舞蹈训练中经常给学生编排一些开胯（含胸、展胸）、开肩膀以及腰、腿的柔

软性训练。由于幼儿年龄小，可塑性大，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孩子们个个都能做到坐姿、站姿

后背保持“直、立、开”及挺胸腰的正确上身姿态。地面跪下腰及横叉、竖叉多数幼儿都能较轻松

地完成。我班有位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叫刘嘉瑶，她妈妈告诉我说，她报青少年活动中心舞蹈班

的原因，是因为在刘嘉瑶的班上有位叫钱冰的女孩子，她的基本功软度很好，舞蹈动作完成得比

嘉瑶准确、到位，而且还能做一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象站立下腰、地面搬后腿等舞蹈动作都能

较轻松地完成，小朋友们都很羡慕钱冰，嘉瑶妈妈希望孩子通过训练也能象钱冰小朋友一样棒，

给孩子增强一些自信心。经过半学期的刻苦练习，刘嘉瑶小朋友的舞蹈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在当

年“六·一”演出中，她不但参加三个舞蹈的演出还在舞蹈《种太阳》中担任领舞的角色。听她妈

妈说，幼儿园班主任老师表扬刘嘉瑶进步大，动作准确、到位，身体和腿的感觉好，老师们都抢

着让她参加舞蹈排练呢。 

  2、节奏感的训练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一个好的儿童舞蹈必定有一首优美向上的乐曲作为核心。儿童的表演必

须与乐曲相配合，节奏准确。儿童舞蹈练习中节奏感差的现象并不少见，节奏感差的幼儿不能按

节拍准确地完成动作，不能和其他儿童作到协调一致，从而影响舞蹈质量。儿童节奏感的好坏主

要由先天条件和后天培养两个条件决定，在这两者中，后天培养又可弥补先天不足，占主导地位，

是主要因素。在节奏感培养过程中，我在上课前准备了一套热身动作组合，随意而又具有较强节

奏感的舞姿动作，既起到课前舒展肢体、活动关节的作用，又放松了孩子们的心情，同时使孩子

们的乐感得到了培养。在队形的编排上，我将节奏感差的孩子放在节奏感好的孩子后边，利用儿

童的模仿能力，通过环境的熏陶，来增强儿童的节奏感。如：热身舞蹈《浪漫樱花》就是利用这

样的方法，在每节课前进行练习。做动作前我先让学生跟我一起听音乐，渐渐地在听的过程中加

上脚的动作跟打节奏，然后再加入肢体动作，让学生先跟我作，从模仿动作开始，逐渐过度到学

得好的同学在前面，带动差一点的同学进行练习，影响她们的动作节奏。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不但孩子们的节奏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而且在动作质量上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3、协调性的训练 



  由于儿童对动作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受自身先天条件所限，在动作协调性上存在着明显的

差异。要想在根本上增强儿童的协调能力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如果采取灵活的手段、措施，

通过逐步诱导，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儿童在舞蹈中作到协调一致。如：可以将儿童不易做

的动作分解成几个环节、步骤，也可以分为身体的几个部分的单一动作来进行，采用先分解再连

贯，先单个动作再综合练习的方式，对儿童进行动作的强化训练，逐步提高其动作协调性。我在

排练舞蹈组合《小海军》时有一个敬礼动作，很多孩子做的很不协调，不是抢音乐就是慢节拍。

我就根据节拍将动作分解成几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练习，掌握每个环节头、手、眼动作

要领，然后再将动作串联起来练习，孩子们的动作质量有了明显提高，逐渐地掌握了敬礼这个动

作。 

  4、表现力的训练 

  在舞蹈教学中，同样一个舞蹈动作有的孩子做就很美可以表演的活灵活现；有的做就不美，

动作僵硬、呆板、固滞，毫无表情，这种现象主要是儿童的表现能力和对舞蹈理解能力的差异造

成的。要能使儿童舞蹈表演得到充分发挥，一方面，要提高儿童对舞蹈内容、情节的了解，通过

对形象的动作语言的讲解、传授、体验音乐所表达的情感，让儿童产生情感共鸣，舞蹈动作就能

产生感染力。并且不断引导她们对美的自然感受，逐步提高动作表现力。我在教授歌舞《今天阳

光真好》这一舞蹈时，我先将这首歌的歌词内容讲解一遍，让孩子们了解到整个舞蹈要表现的情

节和自己在舞蹈中扮演的角色，分别是太阳和美丽的向阳花。太阳笑眯眯地将温暖撒向大地，向

阳花在阳光的照耀下不断成长，我告诉孩子们你们好比美丽的向阳花，在祖国温暖的阳光照耀下

愉快地成长，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希望。你们生活的多么幸福呀！。在排练时我将舞蹈

的孩子分成几组，让她们相互之间进行比较，看谁的动作做得到位，表现的最形象，能把自己内

心的幸福感全都表达出来。另一方面 ，教师在传授舞蹈动作时自身要有感染力。教师要明白，

自己不是高高在上的师长，而是孩子的朋友，是榜样。要想让孩子带着表情做动作，老师在教授

时首先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老师始终是一副呆板、木纳的表情，那么孩子也会和你一样，况且

孩子本身就有怕老师的心理，没有宽松地心理环境，想让她们笑，她们也笑不出来。 

 5、舞蹈组合训练 

  课堂舞蹈组合是儿童舞蹈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儿童舞蹈组

合与成人舞蹈组合有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儿童舞蹈组合必须适应儿童的身心特征，

编排具有纯真的、富有童趣的儿童舞蹈动作，并有丰富地思想内涵，要能够适应儿童对舞蹈的接

受限度，要求幼儿练习既不可繁琐，又不可单调。由于儿童对舞蹈动作的理解力、接受力、表现

力都和成人相比相差甚远，对组合动作的兴趣也需要逐步培养。例如：儿童特别喜欢模仿动物的

体态、植物的特征，我在中班的教学中编排了《小孔雀》、《小青蛙》和《小篱笆抒情曲》等表演

性小舞蹈和表演性舞蹈组合练习。教孩子们运用形象的手势作孔雀头，手腕转动表现孔雀抬头、

抖抖肩膀表现开屏；抬起双手五指张开，纵身向上跳跃，表现小青蛙灵巧可爱；有手臂表现禾苗

生长，花朵盛开，把孩子们的笑脸映衬得更加美丽。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做这样的组合动作。 

  6、舞蹈兴趣的训练 

  在舞蹈教学中要不断地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从而更快、更好地达到舞蹈教学目标。儿童对

舞蹈的兴趣不仅是先天的喜好，也在于舞蹈实践中的培养。如果只是利用儿童单纯地对舞蹈好奇

和好玩心理，而不加以积极引导，就不能调动她们的积极性，收到良好的表演效果。儿童是活泼

好动的，当儿童喜欢的音乐响起时，她们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这种“动”是她们发自内心感受的

一种外在表现。对于这种“动”应多利用诱导、鼓励等方法进行引导，使儿童自发地产生一种源自

内心的表现欲望，从而激发儿童学习舞蹈的热情。我在课堂教学中，无论是基本功的训练还是中

间练习，我所采用的教学音乐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儿童音乐，如：《小篱笆抒情曲》、《小海军》等。

我先让孩子们了解选用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编排一 些同舞蹈内容大致相近的动作进行练

习，逐步引导她们动起来、美起来、并鼓励她们把自己内心对音乐的感受大胆地用动作表现出来。



孩子们作着各式各样充满童趣的动作，不仅活跃了课堂气氛，还使我获得了创编的一些灵感。我

将这些动作进行修正，以使舞蹈动作更贴近儿童，增强儿童感受美、表现美的情趣。 

  我国的儿童舞蹈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无论是在儿童舞蹈训练方式、方法上，还是在表演形式、

内涵上都有极大地提高，但仍然有很广阔的空间需要我们从事儿童舞蹈事业的人去不断探索。儿

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世界，在这个澄明的世界里，存在着对自然、对未来纯真地注视和梦

幻，让我们共同保护好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