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反思总结(优秀5篇)
对某一单位、某一部门工作进行全面性总结，既反映工作的
概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缺点，也要写经验教训和
今后如何改进的意见等。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总结书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舞蹈反思总结篇一

在工作中，我也有些不足的地方，如：班额太大，一个人很
难顾及到每一个孩子，对她们的指导也就会有漏洞，同时因
为班额太大，这学期的教学内容也相应的随着个人指导时间
的加多而相应减少。还有由于幼儿的年龄不在一个阶段，教
材不是很好选，教学上稍稍难一点，年龄小的。不容易接受；
相反，年龄大的又觉得太简单。幼儿在这学期的舞蹈学习中，
找到了快乐，并喜欢上了舞蹈，我想这是幼儿园舞蹈兴趣班
办班的最终宗旨。同时，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和文
化修养以及舞蹈知识，以期待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有更好的表
现。

舞蹈反思总结篇二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舞蹈文化占有重要的位置。舞蹈
教育自古以来就被先人所重视，我在教孩子舞蹈的时候，特
别注重培养孩子对舞蹈的兴趣、幼儿的模仿力和想象力以及
他们的。创造力。对舞蹈的方位、手型、手臂位置、脚的位
置等等这些基本的舞蹈知识，我都用趣味性的练习让幼儿在
玩乐中学到。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幼儿的舞蹈知识和动作
的协调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现就本学期大班舞蹈兴
趣班教学作一下总结：

了解身体的方位和舞蹈基本脚型、脚位和手型、手位，学会
简单的成品舞蹈。



我们观察到，幼儿在欣赏节奏明快的音乐、看到电视电影里
的舞蹈动作的时候，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并模仿动作，这说明
喜欢唱歌跳舞是幼儿的天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充分调动
幼儿这一积极因素，引导幼儿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有时，
我们会以丰富的表情和不同的动作形象生动地表现某种情绪，
如幼儿舞蹈《吹泡泡》中的“咦，泡泡不见了！”这句歌词，
我们逼真表现出对泡泡不见了所产生的好奇、疑惑和惊讶的
复杂心情，而幼儿在我们的引导带动下进行模仿，也表露出
栩栩如生的动作与表情。在教学新舞蹈时，我们将舞蹈内容
编成儿歌或故事，并以这种比较简单易懂的方式向幼儿讲解，
加深了幼儿对舞蹈内容的理解，提高了幼儿的接受能力，激
发了幼儿学习新动作的兴趣，从而使幼儿不是被动地学习舞
蹈，而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喜爱舞蹈这一课程。

教授新舞蹈时，我们能注意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循序渐进
地讲解清楚动作的要求、规格和要领，制定有效的练习步骤。
按照由简至繁的教学原则，首先让幼儿熟悉音乐节奏，随后
是动作练习，最后才是情绪表达。在动作练习中，将组合动
作分解成单一动作，难度较大的单一动作还分解成局部动作
（上肢或下肢动作）。如教授舞蹈《娃娃爱唱歌》时，我们
先让幼儿熟悉音乐，准确把握节奏，然后将舞蹈动作分解成
单一动作，先教下肢脚的勾绷动作，后教上肢手的提压腕动
作，再结合起来学习，并在这两个基础上加以表情训练。在
训练过程中，我们注意训练的科学性——运动量和动作幅度
符合不同年龄幼儿的生理特点，对幼儿不进行某一局部动作
过多的重复练习，以免损伤幼儿稚嫩的身体。

尼尔在解释舞蹈本质时，这样提出：“舞蹈并不是一种姿态、
韵律的优雅，属于美的欣赏或创作而已，最重要它是一种轻
易的发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可在肢体和律动间得到
平衡”，如何开发孩子的创造潜能，让孩子门真正快乐的舞
着，还需要我们们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去领会去创新。

在工作中，我也有些不足的地方，如：班额太大，一个人很



难顾及到每一个孩子，对她们的指导也就会有漏洞，同时因
为班额太大，这学期的教学内容也相应的随着个人指导时间
的加多而相应减少。还有由于幼儿的年龄不在一个阶段，教
材不是很好选，教学上稍稍难一点，年龄小的。不容易接受；
相反，年龄大的又觉得太简单。幼儿在这学期的舞蹈学习中，
找到了快乐，并喜欢上了舞蹈，我想这是幼儿园舞蹈兴趣班
办班的最终宗旨。同时，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和文
化修养以及舞蹈知识，以期待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有更好的表
现。

舞蹈反思总结篇三

本学期我担任的是预备班、一年级、二年级的舞蹈课老师。
回顾这个学期的工作，既紧张，又新奇，收获也很多。每次
给预备班的孩子上舞蹈一走进教室，总能听见一声声甜美可
爱的“林老师好!”这一声就像大力选手的菠菜一样，能力十
足。

在教学中用活泼节奏感强的音乐，和自己规范的动作，带领
学生们共同走进美得殿堂。教授孩子们新的舞蹈时，不能操
之过急，一定要循序渐进地讲解清楚动作的要求、规格和要
领，制定有效的练习步骤。按照有简到繁的教学原则，先让
学生熟悉音乐节奏，随后是动作练习，最后才是情绪表达。
在动作练习中，将组合动作分解成单一动作，难度较大的单
一动作还分解成局部动作。

看到学生们用心在学习舞蹈，教的也很动力。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会更加的努力。

舞蹈反思总结篇四

我负责舞蹈班的第二个学期了，比起刚接任舞蹈班时的不成
熟，现在感觉到进步了，并在教学上慢慢总结了一些经验，
当然也有不足，下面我就将本期的工作做以下总结。



本期授课从二月开始到六月底结束，共授课34节，上课时间
是周一、三下午5：40—6：40，每次上课均严格按照作息时
间，从未缺席和早退。

本期舞蹈班的教学活动是按照月计划来实施的，在二月份为
了了解本班幼儿的个体差异与舞蹈基本功方面的掌握的情况，
活动的重点是复习上期基本功方面的内容，如芭蕾舞、古典
舞基本手位：《律动扑蝴蝶》，幼儿舞：《花仙子》、《蓝
皮鼠和大脸猫》，这样让新小朋友有了更好的过渡。

三月份共计八课时，舞蹈班的教育、教学进入了正规的训练，
基于上期的经验，幼儿对基本功的兴趣不高，多数家长也要
求少训练基本功的情况下，本期的活动重点在幼儿舞的训练
上，并把基本功的训练融于幼儿舞蹈中，如在幼儿舞《母鸭
带小鸭》、《摇篮》中将压腿、膝、绕手腕，融于舞蹈中，
并多数采用有情节的音乐来进行教学，这样不仅激发了幼儿
对舞蹈活动的兴趣，而且也让枯燥无味的基本功训练成了孩
子们喜爱的必备课，经常有孩子会高兴的叫我：“伍老师，
你看我下腰”，“伍老师，你看我压腿”，这是我上舞蹈班
以来在教学上一点小小的经验。

在四月，我以一些优美的儿童歌曲作辅助，让幼儿重点学习
一些舞蹈基本动作，如：舞蹈《赶海》、《种太阳》，幼儿
从中就学到了左右措步、措步腕花、点转、跑跳步单臂摆动、
鹿跳及地面滚动，并且通过学习舞蹈《阿拉伯之夜》，让幼
儿初步掌握了印度舞的基本动作。孩子们在活动中，动作渐
渐由不协调变得协调、由协调变得优美了。

五月、六月原计划准备期末汇报演出，由于“非典”影响被
取消，于是新增加了舞蹈《红红的蝴蝶结》 、《好一朵美丽
的茉莉花》，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让幼儿更加喜欢舞
蹈班。在大班毕业会上，舞蹈班表演的节目《好一朵美丽的
茉莉花》，深受家长的好评。



本期舞蹈班幼儿共计27名，均为中、大班幼儿，多数幼儿基
本功较弱，家长们为了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便成了上舞
蹈班的主要目的。通过月计划的实施和师生的共同努力，舞
蹈班的孩子在动作发展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些班
的老师那里了解到，上舞蹈班的孩子比没上舞蹈班的孩子动
作明显协调，而且有的更加喜欢舞蹈活动，舞蹈跳得更好
了……或许这就是我上舞蹈班听到的最舒心的话和遇到最开
心的事。孩子们都有了进步，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本期舞蹈班实施“挂牌”教学，每次上课家长可通过挂在门
口记录薄上的内容，了解今日教学和下次教学的注意事项。
并且经常和家长交换意见，让家长了解幼儿在舞蹈课上的表
现，针对每个幼儿的情况及时解决问题，让幼儿更好的发展。

由于幼儿的年龄不在一个阶段，教材不是很好选，教学上稍
稍难一点，年龄小的不容易接受;相反，年龄大的又觉得太简
单。下期应根据幼儿的年龄，将幼儿分成大班组和小班组，
便于更好的教学。

舞蹈反思总结篇五

本期舞蹈班幼儿共计27名，均为中、大班幼儿，多数幼儿基
本功较弱，家长们为了发展幼儿动作的协调性，便成了上舞
蹈班的主要目的。通过月计划的实施和师生的共同努力，舞
蹈班的孩子在动作发展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一些班
的老师那里了解到，上舞蹈班的孩子比没上舞蹈班的孩子动
作明显协调，而且有的更加喜欢舞蹈活动，舞蹈跳得更好
了……或许这就是我上舞蹈班听到的最舒心的话和遇到最开
心的事。孩子们都有了进步，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