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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学生在学校读书时，曾被认为是智力出众的学生，毕业后却没有什么作

为。这一事实证明，智力高的，未必一定能成才，隐藏在事实后面的一条真理是：人的成材除了

一定的智力因素和社会条件外，还取决一些非智力因素。 

    什么是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是相对智力因素说的，指与认识没有直接关系的情感、意志、

兴趣、需要、动机等方面。这些非智力因素，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个智力

水平高的人，如果他的非智力因素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往往不会有太大的成就。相反，一个智

力水平一般的人，如果他的非智力因素得到很好发展，就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作出较大贡献。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由于父母或祖辈的溺爱和娇惯，他们中不少存在任性、娇气、

责任心不强、缺乏自信自强的学习品质，缺乏克服困难的决心、毅力等现象。这些非智力因素将

直接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和自我全面发展。可见，要造就合格的高素质人才，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是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少儿舞蹈教育的工作者，我以为：舞蹈

教育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辅德、启智、怡情、健体”的功能，

它以丰富多彩、欢快活泼、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促进学生良好的非智力因素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

用。那么舞蹈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呢？ 

    一、调动积极因素，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 

    兴趣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开始。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

精神去做事，学与乐不可分”。浓厚的兴趣，会使个体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增强学习的主动性，

开发智力，提高学习效率。少年儿童的理想、信念尚未形成，他们学习动力多靠已形成的兴趣左

右，因此要使他们适应环境，对生活充满热情，就要善于调动积极因素，从小培养他们学习的兴

趣。培养少儿的学习兴趣，首先要端正学习动机，学习动机的成分主要是学习的自觉性和对学习

的直接兴趣。自觉性和兴趣是指学生对学习是高兴的、积极的。 

    舞蹈是人类艺术之母，是孩子们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舞蹈教学中，教师应注意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因素，使他们从被动、盲目的学习中逐渐形成主动、积极的学习意识，成为学习的小

主人，即端正学习动机、目的，并使其有持久、稳定的兴趣。每一个刚跨进舞蹈房的孩子，面对

明净的大镜子，鲜红的地毯、长长的把杆等，都非常新鲜，加之他们对于舞蹈只有初浅的感性认

识—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姿、热烈的掌声等，所以在 初的一段时间里学习兴趣浓厚，上课注

意力集中；但随着日后基本功训练内容的增多，难度的加大，他们的学习兴趣会下降，新鲜感、

好奇心逐渐消失。针对学生这一生理、心理特点，教师 初在教学时不要一味强调动作的准确性、

规范性，不可要求过高或长时间地反复地重复着一种动作的练习；同时可通过设计新颖的教学形

式，将单调的基础训练穿插到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中，如：课上可采用让学生坐坐、躺躺、站站、

跑跑、跳跳等形式，利用地面、把杆、中间等综合训练方式，动静交替，调节课堂气氛及训练节

奏，此外，还可利用学生熟悉的音乐编排一些短小、形象、动作性强等特点的组合及舞蹈游戏或

让学生自编、自排小组合贯穿于教学之中等等。内容、形式的变化不断唤起了学生学习的热情，

她们个个兴趣盎然，跃跃欲试，爱学、乐学、愿学的良好学习习惯逐渐形成。 

    实践证明：新颖多样、活泼生动、富有艺术性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因素，稳定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在教师进一步启迪下，这种兴趣可继续巩固、

升华，向更高层次发展，既经过一个由兴趣----乐趣----志趣的过程，从而，学生对舞蹈将从感性

的基础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学习目的，增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 

    二、树立勇气、信心，培养学习克服困难的意志和毅力。 

    如果把成功比作大厦，那么顽强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就是人成才、成功的柱石。原子



说的创造者道尔顿说：“如果我有什么成绩的话，那不是我有才能的结果，而是勤奋和毅力的结

果。”可见，意志对人来讲，远远比天资聪明重要得多。 

    现在的孩子由于从小受到父母呵护过多，存在着做事没有持久性、稳定性、缺乏战胜困难的

勇气、毅力、遇到困难退缩等特点------ 

    舞蹈作为所有艺术专业中 需吃苦、流汗的门类之一，它在磨练学生的意志、培养顽强毅力，

增强他们克服困难、自信自强的品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舞蹈课中的基础训练枯燥、单调、乏

味，可它又是 基础、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压腿、开胯、劈叉------初级班不少孩子因疼痛而

掉泪，有的甚至觉得太苦而想当逃兵，这时教师要从培养学生的信心、勇气入手，利用他们天生

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在教学中启用榜样、示范、竞赛等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赞扬那些不畏艰

难、勇于战胜困难的学生，对能力稍弱的孩子，教师不能放弃，要用坚定的目光鼓励她，用热情

的言语激励她，从而逐步增强她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毅力。另外，还可以通过给学生讲一些有成

就的科学家、艺术家的故事，使她们知道一切创造与发明和事业的成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要

经历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实现。俗话说：宝剑锋利，从磨砺出，梅花清香，自苦寒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舞蹈学习，孩子们坚毅、自强的学习品质得到了较好体现：舞蹈提高班的学习，

训练强度大，要求高，任务重，为了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有时孩子们为了一个小小的舞蹈动作

要重复练习几十遍，甚至几百遍，为了完成一个技巧动作，有时练得浑身都是伤斑，可即便如此，

孩子们依然刻苦、忘我的学习，不屈不挠，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更没有因畏惧而退缩。可见，

顽强的意志和毅力促使孩子们的学习行动更为自觉、更为主动、学习效果更为出色、显著。 

三、创设良好氛围，丰富学生的积极情感体验。 

    情感是人的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健康的情感，不仅对学生的学习和良好行为是

有力的内驱力，同时也是学生优良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

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日本心理学家泷泽武之也曾经指出：学生一旦失去情感，思

维、理解、记忆等认知技能就会受到压抑、阻碍，无论何等的抽象思维，没有情感都无法进行。 

    舞蹈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积极情感教育，它既是一种认知过程，又是一个情感体验

和情感发展的过程，它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它在昭示美、弘扬美、以及增进人类积极情感体验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和优势。它不是干巴巴的道德说教，更不是板着面孔的道德训诫，它是

通过强烈的艺术感染性，寓教于乐，寓情于理，在潜移默化中、在愉悦中、似春雨润物般让学生

得到感染和熏陶，心灵得到净化和美化，思想、品格得到进一步升华，形成求真、向美、尚美的

精神风貌。例如：少儿舞蹈《郊游啦拉》，反映了孩子们在郊游途中，团结互助战胜钉螺的故事，

通过舞蹈的学习、排练、表演，不但丰富了孩子们真、善、美的情感体验，还认清了事物的假、

臭、恶，同时明白了只有友爱互助、团结合作才能战胜困难的道理。舞蹈《颗颗童心来相会》是

一个反映民族大团结的舞蹈，教学中，首先利用电教手段让学生欣赏我国各民族美丽风光，使她

们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民俗风情；

通过对各民族舞蹈的欣赏、学习，孩子们不但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审美、宣美能力，

更重要的是激发了她们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的情感。 

    儿童舞蹈是一项集体活动，在舞蹈学习中，需要大家的共同配合、努力。我宫舞蹈队经常参

加各级各类的舞蹈演出、比赛，在这个集体里，孩子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你帮我扳腿，我帮

你甩腰，你帮我化装、我帮你扎小辫；演出前相互鼓劲、加油，演出后，共同分享快乐，集体主

义精神、团队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在她们身上得到了良好展现。 

    教师作为舞蹈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个体的情感直接影响学生积极情感的激发。教师

只有对学生动之以情，将丰富的情感融于言传身教中，才会增强教育的感染力。例如：教师首先

要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情绪状态，对学生要热情、亲切、关心、爱护，教学形式和方法力求生动、

形象、直观、富有趣味性，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抓住其点滴进行表扬，只有这样，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才能经常感受到各种积极的情绪、情感体验，如：新奇感、趣味感、愉悦感、轻松感、



兴奋感、成就感及被教师关注、关心和爱护的满足感等。所以说：在舞蹈教学中，创设一定的良

好氛围，学生道德的、审美的、高尚的积极情感将会得到较好的激发和培养，同时智慧能充分而

完善地发挥，个性结构也会更加和谐地健全发展，达到情、知双收的效果。 

    综上所述，舞蹈教育以其独特的魅力已成为培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手段。它

不但能培养学生良好的兴趣、爱好、顽强的遗志、积极的情感，它在形成学生正确的学习态度、

学习动机、良好的性格等方面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素质教育离不开美育，美育离不开舞蹈，

让我们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携起手来，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共同承担起服务素质

教育的舞蹈艺术教育的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