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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课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性。

（二）开设《舞蹈基础课堂》的新

尝试

小学的舞蹈课开设对学生的教育意

义重大，严宇在其《小学开设舞蹈教育

的价值研究——以“高参小”项目为例》

一文中提到：“舞蹈美育是最为符合青

少年儿童兴趣且易于接受的一种美育形

式，它对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情感的抒

发与释放、创造力智力的开发、传统文

化的积淀、审美意识的培养都有着重要

的作用。”[2] 此次舞蹈教学的开展，首

先以示范课的形式对民乐小学部分学生

进行《舞蹈基础课堂》教学尝试，学校

从来没有设立专门的舞蹈教室，舞蹈课

程的开展主要在操场或闲置的空教室进

行。课程内容主要以基本手位、脚位、

身体的软开度以及素质训练为主，辅之

《小木偶》《滴滴答》《三字经》等表演

性舞蹈组合。过程中，笔者真切感受到

学生对舞蹈课堂的持久向往，面对验收

展示，也深深感受到舞蹈艺术教育对孩

子们的影响之深远。

舞蹈教学过程中，将具有地方特色

与民族风格的舞蹈融入学生课堂，并且

以此为契机作为弥补诸如民乐小学等偏

远地区学校舞蹈教育缺失的重要手段，

无疑是对现有中小学舞蹈课堂的补充和

完善。为此，笔者在进行《舞蹈基础课堂》

教学尝试的基础上，同时为晚会进行苗

族舞蹈剧目的排练与指导，主要对学生

已学的舞蹈剧目如苗族舞蹈《溜溜的山

寨溜溜的醉》做相关指导，同时排练苗

族少儿群舞作品《苗妹妹》等，为学校

的元旦、六一等学校大型晚会增添舞蹈

特色。排练过程中，笔者主要从学生对

舞蹈动作、技巧、表演、调度、协作等

方面进行仔细指导，让学生对舞蹈剧目

表演有一定的了解，同时培养他们的舞

蹈表演能力。

（三）以“苗族舞蹈操”代替“课间操”

苗族舞蹈操是利用课间时段进行舞

蹈教学建设的有益尝试。舞蹈操的编创，

融入了花垣县苗族舞蹈的元素，主要以

湘西苗族民间舞动作的基本动律与基本

体态为素材，如：热身运动中以湘西苗

族舞蹈中的基本动律“颤膝动律”为主

题动作，节奏舒缓，加上苗族的基本手

位和步伐进行训练，将苗族舞蹈动作中

典型的手位“扶跨手”融入其中；此外，

苗族舞蹈操的最后一节将 2006 年列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湘

西花垣县苗族鼓舞作为主题动作，融入

当地苗族舞蹈操的编排，丰富舞蹈操的

内容。整个苗族舞蹈操时长约十分钟，

教学过程中，笔者首先借助对相关教师

和学生骨干的培训，继而普及到全校的

每一位师生，进而成为一项面对全校师

生的舞蹈大课堂。

在学校不具备开设舞蹈课程的条件

下，舞蹈操的编排和尝试无疑使当地学

校舞蹈教育的“零阶段”局面大大改观。

这一尝试让全体学生及老师接受舞蹈教

育的同时，既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又能让“苗族舞蹈进校园”活动得到全

面的推广，使得湘西苗族的民间舞得到

进一步的传承。与相对单调的广播体操

相比，苗族舞蹈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都要丰富很多，趣味性更强，也激发和

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情趣。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特地组织了

全校舞蹈课间操比赛，以此调动全体师

生更大的积极性。从一开始的动作教学

到后面自己组织练习，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到最后的验收展示中，孩子

们收获的不仅是学会了这一套美丽的舞

蹈操，更多的是让自身也真正感受到学

习舞蹈的魅力，通过艺术教育全方面地

提升自我。

（四）定期开设舞蹈教育讲座

肖瑾在其《“非遗”保护视野下湘

西花垣县苗族舞蹈的传承研究》中强

调 ：“花垣县苗族舞蹈想要在经济化飞

速发展的今天得到更好的传承，教育传

承是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3] 艺术教育

是人类的基础教育，而舞蹈教育作为艺

术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对学生整

体素质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孙娟在其《论儿童舞蹈教育中的创造

性培养》一文中同样强调 ：“当前儿童

舞蹈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教育观

念转变的问题。”[4] 更新教育观念 , 牢

固树立舞蹈课在中小学教学中的重要地

位 , 让舞蹈课回归到中小学课堂中应是

当务之急。

想要端正孩子们对舞蹈教育的态

度，首当其冲需要端正的是学校老师及

家长的舞蹈教育观念。为此，学校可通

过定期开设舞蹈教育讲座的形式进行引

导，以舞蹈种类的多样性普及、舞蹈社

会功能的重要性认识以及当地湘苗舞蹈

进一步的全面了解等为主要宣讲内容，

每周定期定向邀请老师及学生家长积极

参与讲座，使他们认识到学校开设舞蹈

课不仅可以陶冶中小学生的思想情感 ,

锤炼中小学生的意志品质 , 而且还可以

提升中小学生的心理素质 , 培养中小学

生的团体精神。

结 语

在以民乐小学为代表的偏远山区学

校中 , 舞蹈课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

偏远山区的舞蹈教育在新农村少儿教育

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舞蹈课能够

让学生接受美的熏陶，在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艺术的养成中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影

响与价值。但是在新农村少儿教育体系

中，舞蹈课不仅让位于语数外等基础性

课程，甚至在同类艺术课程中也不及音

乐、美术等，这一现状直接导致了偏远

山区中小学舞蹈教育的缺失。经济发展

的滞后、教育观念的限制使得舞蹈课的

开展举步艰难。由此可见，密切关照偏

远山区舞蹈教育缺失的原因，以解决这

一缺失现状作为突破口，不断挖掘舞蹈

课开设的可能性、结合区域舞蹈文化的

独特性、附之时代的创新性，才能使新

农村少儿教育体系下的舞蹈课程焕发持

久的生命力，使社会和谐平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