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舞教学计划目标 中国舞三级
教学计划(优质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那关于计划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计划又该
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计划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舞教学计划目标篇一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对安全方面已经有了简
单的了解和自救方法了。不仅要教好他们文化科学知识，还
要让他们有一个快乐，健康，安全的环境中成长。所以在新
的`学期到来，我特意将三年级安全逐一列出。

1、活动安全教育工作计划

教育学生遵守规则，游戏中不做危险动作，不携带危险物品
进行游戏（如：剪刀、玩具等尖锐物件），不擅自离开集体，
同伴间友好相处，互相谦让，不挤不撞，不（打、推、咬、
抓）人。

2、简单自救方法教育

识别特殊号码的用途（如110、119、120），同时教育学生不
可随意播打这些号码。熟记自家住址、电话号码、父母姓名
等，训练引导学生识别方向，告诫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
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门。遇到危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
（如：发生火灾时的自救方法）。培养学生识别方向，告诫
学生不要轻信陌生人，若一人在家，不可随意开门。遇到危
险时，教育学生学会躲避（如：发生火灾时的自救方法）。
培养学生多做力所能及的事，学会自理。



3、家庭安全教育

向家长宣传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学生园的安全教育活动，
请家长积极配合学生园做好安全教育工作，及家居生活安全
与家居活动环境安全（如：烧伤、烫伤、触电、中毒、摔伤
等预防教育工作）。

4、防触电的教育，对同学们进行电的基本知识讲座，预防触
电事故的发生以及对触电后急救常用知识的了解和应用。

5、生活安全教育

此项教育工作很重要。教育学生不动插座、电板，以防触电，
不将手指放在门、窗处，以防夹伤，注意不玩水、火、消毒
物品，教育学生入厕时不推不挤，以防撞伤、碰伤。

6、药品管理安全教育

请家长配合将需吃药的学生的药品上写明姓名、剂量、时间
等，教师做好药品管理工作，以免学生误食。

中国舞教学计划目标篇二

（一）健康：

1、喜欢上幼儿园，有自己的朋友，乐于参与集体生活。

2、初步养成独立进餐的习惯，保持桌面整洁，建立餐后良好
的卫生习惯。

3、能安静入睡，培养幼儿整理衣物的良好习惯。

4、了解一些简单的安全常识，培养初步的自我保护意识。



5、在老师的帮助鼓励下克服困难，愿意参加体育活动。

6、初步建立体育活动的规则意识。

7、愿意参与成品材料、半成品材料和非成品的材料的小肌肉
活动。

8、在集体活动中，情绪安定愉快，不乱发脾气，性格活泼开
朗。

（二）语言：

1、能听懂普通话，并学说普通话。

2、学会安静的听同伴说话，不随便插嘴。

3、喜欢与同伴交流，愿意在集体面前讲话、表演。

4、在教师的引导下，学习围绕主题谈话，能用短句表达自己
的意思。

中国舞教学计划目标篇三

知识目标：

1.学习舞蹈基础知识，掌握一套把杆的训练动作（擦地、蹲、
小踢腿、腰、小弹腿、控制、压腿、大踢腿），中间动作
（小跳、芭蕾手位、古典手位）

2.掌握东北秧歌、云南花灯、藏族、维吾尔族、蒙族、傣族、
朝鲜族、苗族、彝族、胶洲秧歌等民族民间舞的基本风格、
特点，基本手位、脚位、动律及1―2个综合性较强的组合。

3.培养自学能力（学会看教材、能自学1―2个成品舞蹈），



学习幼儿舞蹈的基本律动、步伐、幼儿舞蹈。

4.掌握一定的编舞技法，能自编简单的幼儿律动、幼儿歌舞、
幼儿舞蹈。

（1）加强创编课的学习，自编一个结构完整的舞蹈。

（2）加强自学能力，自学1-2个较难的成品舞蹈。

（3）教学实践：对1-4年级的教学内容进行整理、编排，汇
报演出。

能力目标：让学生掌握舞蹈的内涵和音乐及表现形式，通过
舞蹈教学，鼓励学生创造舞蹈，用舞蹈的语言来反映丰富多
彩的美好生活，增强舞蹈审美能力，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
段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能运用舞蹈的相关知识分析幼儿舞
蹈表现以指导今后实践，提高幼师学生的舞蹈素养和精神文
明程度，使其具有担任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能力。

情感目标：通过不同风格舞蹈学习，让学生感受不同的舞蹈
风格特点，陶冶情操，培养学生对舞蹈的鉴赏视觉和心灵感
知，升华学生的内在美和气质。

二、教学常规

1、注重教师自身素质提高，不断更新知识

（1）努力学习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及时掌握舞蹈学科的各
类信息，不断更新知识。

（2）指导学生参加各种舞蹈比赛，参加校内外艺术实践活动。

（3）积极参加各种教学研讨与进修活动。不断提高教师自身
素质。



（4）根据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定出一至二个课题，教研室教
师相互交流、研讨、观摩。

2、认真备课

a.根据教学大纲及教材，制定本学期教学计划，安排教学进
度，认真备好课。

b.根据不同班级具体情况，结合学生条件指导学生观摩、欣
赏舞蹈教学录像及剧目等。

c.提高舞蹈学科的教学质量，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
学，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分析能力，纠正不良的练习
方法和习惯，加强艺术实践。

d.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兴趣。采用生动活泼的启发式教学，
因材施教，运用摄影、录像等多种形式，发展学生形象思维，
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表演能力。

e.充分发挥舞蹈学科的集体智慧与力量，对教学中遇到的问
题，共同研讨、摸索，不断改进与提高教学质量。

3、认真上课

（1）教学常规

a、上课铃响后，学生应在教室集好队，不迟到、不早退。

b、病假凭校医和医院证明，并取得任课教师同意，否则作旷
课处理。

c、上舞蹈课要求服饰整洁，应穿规定的鞋与服装，不准佩戴
首饰。



d、保持教室整洁卫生，不得随意吐痰或丢弃杂物，进入舞蹈
室应穿舞鞋。

e、爱护教室的各种教学设施，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动用，损
坏教学设施应按规定赔偿。

（2）教师常规

备课：认真钻研教材，按学校要求备课，精心设计每堂课的
教案设计与教学课件的制作，做到课前有教案、有音乐伴奏
碟，课后有反思、总结。

a、按照舞蹈教学要求，认真上好每一堂课，正确传授知识，
做到教学目标明确、教学效果显著，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
的学习兴趣。

b、舞蹈教师应准时上课，上课应精神饱满，仪表整洁大方，
身着练功服、练功鞋进入教室，要有良好的教学基本功，语
言生动，亲切自然，示范准确。

c、舞蹈教师应全面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热爱学生，坚持正
面教育，加强科学训练，严防伤害事故发生。

三、学生成绩评价

（一）多元化评价标准：

1、学习过程积累40%

（1）平时成绩：课堂活动表现20%

（2）平时表现（按课堂学习常规标准）：出勤情况、舞蹈学
习笔记10%



（3）作业：课后练习表现10%

2、学期达标考核：技能考核部分60%

（二）评价细则：

1、学习过程积累40分

（1）平时成绩：课堂活动表现20分

学习态度5分：喜爱舞蹈课，积极主动参与舞蹈组合练习。

合作精神5分：具有集体荣誉感，互相帮助，互相尊重，有良
好的合作精神。情意表现5分：根据舞蹈练习表现出来的自信
心和意志力，会动脑、会学习有创新精神。

回答问题5分：课堂上积极踊跃地发言，认真、准确，每次
得1分。

课堂活动表现是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学生小组长组织，进行
小组互评、记录量化打分；教师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
现，对个别学生的成绩适当调整，最终确定每位学生的量化
分数。

（2）平时表现（按课堂学习常规标准）：10分

a、出勤情况4分

b、舞蹈学习日记,每课一记6分。

由学生自己记录学习笔记，教师定期观察评价

以上四项是对学习过程积累部分内容及赋分的阐述，40分是
最后的折合分，学年末教师可以根据自己、课代表、对平时



各项成绩的记载和对每位学生的印象评定出每位学生的平时
成绩。

（3）作业：课后练习10分

以小组为单位练习，练习情况由组长或负责人记录，每缺席
一次扣2分。

2、技能考核部分60分

包括地面练习、把杆练习与中间练习几方面，按照达标考核
标准进行评价。

中国舞教学计划目标篇四

1.头部训练

头部动作与身体动作的协调配合在舞蹈表演中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头部动作没有固定的位置，它基本上随着身体的摆
动、舞姿造型的需要来进行。头部动作应从幼儿时开始训练，
它应与基本手位、脚位的训练同步进行，为幼儿今后学习各
种舞蹈打下良好的基础。

(1)抬头：抬头动作不要过于高，它只需下颌稍向上抬起即可，
眼睛稍向前上方看。

(2)低头：低头动作不要过于低，只需稍低头，眼睛朝前下方
看即可。

(3)转动：注意头部不要往旁歪，头部动作要与颈部动作协调
一致，向前做动作时，头部稍向外侧转45度，微抬头，眼睛
看斜前方，向前旁做动作时，头部保持正直，双眼平视前方。
向后做动作时，头可转向外侧45度，或眼睛看举起的手的方
向，或者，头向旁转，眼睛看斜后方。



2.脚步训练

(1)正步：两脚靠拢，脚尖朝正前方，重心均匀落在两脚上，
要挺胸、立腰、收腹、收臀。

(2)丁字步：左脚跟靠在右脚中间，像“丁”宁一样，重心在
两脚。

(3)八字步：脚跟并拢，两脚尖指向斜前方，成“八”字形，
重心在两脚。

(4)踏步：有前踏步、后踏步之分。前踏步为，左脚尖向前，
右脚撤在左脚后侧，脚趾虚踏于左脚左方，脚尖与左脚尖成
一条直线;后踏步为，左腿伸直，右胆稍屈于左腿后方，右脚
趾虚踏其后，重心在左脚，上身稍微有前倾，头向左前侧。

3.移重心训练

(1)向旁移重心：双脚小八字站好，右脚向旁擦地成二位蹲，
双手二位，重心在两脚上，然后，左脚用力推起脚尖点地，
重心移到右腿，双膝绷直，同时双手打开成七位。之后，左
脚收回五位。反复。

(2)向后移重心：右脚收回到左脚前成四位蹲，双手二位，重
心在两脚上，左脚用力推起脚尖点地，重心移至右脚，同时
双手打开，左手为三位手，右手为七位手。反复。

(3)向前移重心：接前一动作，重心移至左脚，右脚尖前点地，
同时双手打开，右手为三位手，左手为七位手。

4.小跳训练

“一位”小跳;双脚小八字站好，做双起双落小跳。要求：半
蹲富有弹性，推地跳起要有力，跳在空中显得轻盈，落地轻



而柔和。

“二位、五位小跳”：这个动作从脚的五位开始做起，跳起
时，其中一腿从五位打开到二位;再跳跃时，两腿从二位归原
五位，注意跳跃时，绷直膝盖、脚背和脚尖，要保持脚的准
确位置、外开和柔性，上身保持正直。

中国舞蹈的意义

一、舞蹈学习有利于实现人格的完善

舞蹈是以动作为语言的艺术，在舞蹈投递给人以美感的同时，
它对于舞者来说，却是一次身体的超越与心灵的历炼。每一
位舞者都要经过一段艰难的训练过程，才能达到身美、心美、
神美的效果。相比其它活动，习舞在塑造品格、锻炼毅力方
面作用更直接，更生动、有趣，也更易于被孩子们接受，这
正是舞蹈美育所带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孩子们一但体验到
了战胜、超越自己的快乐，学会了做人、做事的能力，他们
的勤学苦练也会变得更加自觉学习中国舞对孩子的五大益处
学习中国舞对孩子的五大益处。

二、舞蹈训练有利于智能的提高

一个人的智能由观察力能、模仿能力、空间方位能力以及记
忆力、想象力、创造力等诸多方面构成。舞蹈训练从手、眼、
身、法、步等方面入手，对学生的注意、观察、判断、模仿、
记忆、思维、想象等能力的发展都有全面的推进作用。而伴
随着优美的音乐、变幻多样的肢体动作，学生们对智能训练
的接受会更自主、更直接，也更有效果孩子们在练过一段时
间舞蹈之后，注意力更集中了，反应能力更强了，接受能力
更快了，文化课的学习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三、更加重视舞蹈习练对健美形体的塑造



舞蹈的本体是肢体运动学习中国舞对孩子的五大益处舞蹈形
体。舞蹈是通过娱乐达到健身的最佳方式，同时可以训练学
员的肌肉呈条形生长，达到形体美的目的。舞蹈训练还可改
善过于肥胖或过于瘦弱的形体。那些先天或后天形体不够健
美和聋哑、自闭的孩子通过认真训练能达到改善形体不良状
况、塑造健美身材的目的，帮助他们获得健康完美人生的机
会。

四、舞蹈学习能够抚慰心灵，有利于修养的提升

对舞蹈美的感悟，来自心灵，更作用于心灵，有研究表明，
肢体运动和音乐是人净化心灵、抒发情绪、宣泄压力的最佳
途径，而舞蹈，正是二者的完美结合。引导学生参加舞蹈学
习、表演、创作与鉴赏等活动，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塑造提
升其思想情操、培养其高尚审美情趣和能力。同样值得引起
人们重视的是，非职业舞蹈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培养舞蹈家，
更应该培养具有相当舞蹈知识、技能和鉴赏水平的人，他们
也许不能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者，却可以进入管理、教育、研
究、传媒、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成为舞蹈艺术的高水平的
欣赏者、传播者。对于那些并没有从事相关职业的人来说，
非职业舞蹈教育则更能给予他们一种与美、与健康永远结伴
的生活方式，舞蹈带来的愉悦，会令他们享用一生。

五、中国舞学习有益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承传

中国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千姿百态、
别具风格的中国古典舞蹈和中华民族民间舞蹈高度凝聚着中
华文化最精华、最美丽动人的部分，更是让世界认识中国的
特殊载体。它不需要语言，却和音乐配合，可以调动视听的
直接感官，令全世界有机会一睹其芳容的不同国度、不同种
族的人们为之倾倒学习中国舞对孩子的五大益处学习中国舞
对孩子的五大益处。同时，这些接受了“中国舞”严格培训
的孩子们，未来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的一代传播者。



中国舞教学计划目标篇五

中国地形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并且向海洋倾斜，有利
于海洋潮湿气流深入内地，形成降水。这种地形，使许多大
河滚滚东流，沟通了东西交通，加强了沿海与内地的联系；
还使许多河流在从高一级阶梯流入低一级阶梯的地段，水流
湍急，诞生庞大水能。

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
面积的33%。山脉多呈东西和东北一西南走向，主要有阿尔泰
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
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
断山等山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