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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社会通行的关于幼儿艺术教育方面的内容，大致有以下诸种类型：幼儿形体训练、幼儿

健美操、幼儿舞蹈、轻器械健身操、幼儿歌舞剧、幼儿情景剧、感觉统合、奥尔夫动律等。幼儿

身体艺术方面的教育类型基本已经形成固定模式，相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似乎很难有其他艺术样

式上的突破。基于幼儿艺术教育的界面，我以为幼儿舞蹈可以最大限度地统筹其他教育手段和方

式，最全面地综合各种艺术门类，最广泛地实现多元价值理念。在幼儿舞蹈的实践平台上，可以

将动律统合相对单一、形体塑身相对刻板、枯燥的健身操练穿插其间，让孩子尽情地驰骋于有说

有笑的情景隧道，嬉戏于边唱边跳的歌舞幻影之中。幼儿舞蹈为孩童提供了一种发挥天性的可能，

在固有的艺术模式和行为逻辑下，往往可以生发出另一种不可确定的意外收获和不可预知的艺术

信息。“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幼儿舞蹈的创编过程应该多层次地集知识性、趣味性、游戏性、

创造性、即兴表演于一体，应多元化地融合童谣形式、舞蹈语汇、情景表演、话剧场景、生活动

作等多种元素，进而可以加强幼儿在生长发育阶段对感知觉、注意力、记忆力、思维、情趣、表

现、模仿等的认知。尽管我们不敢说幼儿舞蹈具有了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的优越性 但我们有理

由相信，幼儿层面的舞蹈教育具有独占鳌头的普适性和综合培育功效。      

   
    幼儿舞蹈最具启示作用的四大特点      

     
    1、童谣舞蹈 

    童谣舞蹈是根据学龄前儿童期的心理、生理特点、智力教育水平以及思维应变能力而提出的，

凭借童谣的音乐载体形式而创编的一套舞蹈表演方式，最终将舞蹈的基本教学内容融会于儿歌之

中，边说边做，使舞蹈动作与儿歌语言有机地结合起来。舞蹈动作的设计编排可根据童谣提示的

内容进行，可以边唱边说边舞，同时童谣的内容往往又琅琅上口，鲜明生动，易懂易记。“丢手

绢”是儿童中脍炙人口的童谣，歌词中写到：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快

点、快点抓住他。舞蹈“丢手绢”完全可以依照歌词词义来表达，摆臂动作为“丢手绢”的主题体现，

吸腿跳为主要步伐，大家围圈而舞，当歌词描述到“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时，可以出现流动

的舞蹈场景。一般童谣中描述的情景都很简单，舞蹈画面可依据提示的内容来变化，耳熟能详的

歌词及悦耳动听的旋律总是可以引领孩童进入一个舞蹈的天地。 

    
    2、游戏舞蹈 

    趣味是最好的老师，幼儿舞蹈的兴趣性和娱乐性不容忽视，选题要符合幼儿“玩”的天性来设

计，从中达到“舞蹈中游戏”和“游戏中舞蹈”的目的。在幼儿趣味舞蹈的创编过程中，始终坚持从

“童心”出发，本着“如何把舞蹈融入游戏”、“如何使舞蹈更具趣味性”的原则，使舞蹈与游戏巧妙

结合，充分调动幼儿天性好玩、好动、好奇的心理特征。舞蹈与游戏的和谐统一，始终围绕一种

趣味主题，予以肢体的夸张变形，呈现出生动诙谐的舞蹈画面。教师在指导教学中可以采取语言

诱导法，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让幼儿明白舞蹈的意图及游戏规则，有效调动和激发幼儿的舞蹈兴趣，

充分发挥他们的动态表现欲。“剪刀石头布”的舞蹈设计同样是以幼儿平常游戏的内容为主题，可

着重于上身肢体的训练，特别是手部的运用，强调剪刀、石头、布的手势。用舞蹈肢体动作来表

达游戏的大意，不仅训练了幼儿的肢体表现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幼儿的应变能力。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通过不同游戏的形式让幼儿遵守规则，参与协作，一方面促进提高幼儿身体各部位的协

调性和灵活性，另一 方面增强了孩子们的集体观念和协同意识。 

     



    3、即兴舞蹈 

    毕加索说过，每一位儿童都是艺术家。即兴舞蹈充分发挥幼儿的想象和艺术天赋，通常要求

在接受到相应信息刺激的同时，直接通过肢体运动反映出来根据提示的信号特点发展特定的动态

体语，并将这种身体语言连贯持续下去。幼儿层面的舞蹈即兴可以包括动作的即兴、生活场景的

即兴和戏剧表演的即兴，它是一种下意识的、有目的的身体表现方式，对于开发幼儿的想象力、

表现力、创造力以及促进幼儿多元智能的发展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掌握一定基础舞蹈语汇的同

时，根据教师预先设定的指令，运用即兴舞蹈的形式来激发幼儿创造和表现的多种可能。例如“快

乐的小鸟”舞蹈，教师通过简单的肢体语言再现了一个“小鸟”的形象，两臂的上下运动呈现出鸟

儿们自由飞翔的动态特征。作相对单一简洁，整个舞蹈的上场顺序、队形调度、动作起伏、情绪

变化主要通过教师的口令完成，不需事先过多准备，强调舞蹈的随机性、即时性、应变性、便捷

性。同时在舞蹈戏剧表演和生活片段再现时，幼儿更可即兴发挥，不需提出过多的刻板要求。幼

儿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要诱导他们善于幻想，善于表现。即兴舞蹈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自娱性舞

蹈，正因为即兴元素的适当安排有助于提高幼儿对事物的敏感度和感悟能力，提高对生活真实情

感的表达能力，提高思维应变的反映能力，提高对身体开发的想象能力，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幼儿

艺术综合表现形式。即兴舞蹈的运用是对幼儿层面舞蹈教育的一种提升，是实现“天生艺术家”

的一种有效操作方式。 

    
    4、形象舞蹈 

    幼儿舞蹈要凸现事物的形象性，将复杂的舞蹈动作与典型的趣味形象紧密地结合起来，动作

设计要在形象之中，动作训练要和物态形象结合起来，要把生活事物与舞蹈艺术联系起来，要把

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连接起来。幼儿是善于把生活中有特点的事物用舞蹈的方式描绘出来的。“洋

娃娃与小熊跳舞”着重表现“洋娃娃”与“小熊”的形象，男生饰演小熊，女生扮成洋娃娃，最主要是

培养了幼儿捕捉动物形象和加强观察及模仿事物的能力。形象舞蹈深刻融会在幼儿的兴趣爱好

中，鲜明、生动、易懂、诙谐，充分调动了幼儿学习舞蹈的积极性，可采用儿童极易接受和喜爱

的趣味形象来表现，如五指张开比拟成小猫，波浪手舞动形似小鸟等。自然物的艺术化处理，锻

炼幼儿善于发现事物特质和捕捉事物形象的能力，通过主题呈现、生活观察、艺术想象、舞蹈体

验等训练步骤，让幼儿在观察中捕捉形象，在生活中发现艺术，在游戏中感受舞蹈。 

综上所述，幼儿舞蹈基于童谣舞蹈、游戏舞蹈、即兴舞蹈、形象舞蹈的四个层面上将更具完整性，

在四者交叉的语境下才能凸现幼儿舞蹈的特殊意义和本体功效。诚然，快乐、愉悦、诙谐、幽默、

激情是整个幼儿舞蹈的基本色调，无需讲述更多的故事情节，不必在意跳动的理由，只需纵情尽

兴地释放孩子的天性，是幼儿舞蹈的基本准则。在舞蹈的元素上添加童年的重彩，在幼儿的心灵

中找寻快乐的光环，点缀魅力的无限，感受跃动的心田，用最为流行的俏皮动作彰显幼儿舞蹈寓

教于乐的动人场面，正是幼儿舞蹈的终极价值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