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兴趣组舞蹈教学工作总
结(优质5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什么样的总结才是有效的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幼儿园兴趣组舞蹈教学工作总结篇一

一、情况分析：

中大班年龄差距较大而且大班幼儿已经有了一年以上的舞蹈
基础，对音乐的感受力、协调能力的发展已比较完善。而中
班幼儿只是刚刚起步，有些插班生则对舞蹈一无所知。这样
的混合班给我们的教学带来了较大的难度。由于大班人数较
少，因此我们准备把下学期的舞蹈兴趣班的教学重点放在对
中班幼儿的训练上。中班幼儿由于年龄较小，协调能力和对
音乐的感受力都是刚刚开始发展，虽然有较强的积极性，但
是手脚并不听使唤，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练习。这便需
要我们老师策划出新颖适合的教学内容，形成自己独特的教
学风格和耐心的教学态度，使幼儿产生亲切感，提高对舞蹈
学习的能力。而大班幼儿的教学也不容忽视，在教学中我们
开展分层次和大带小等等多种的教学活动形式，使每名幼儿
在舞蹈兴趣班的学习中都能得到发展。

二、工作目标：

1、通过教师指导，培养幼儿舞蹈兴趣,发展舞蹈潜能,促进儿
童身心健全发展.

2、训练幼儿协调,速度,肌力,耐力,瞬发力,柔软性等基本能



力.

3、进行形体训练并学会简单的舞蹈基本动作， 培养幼儿对
音乐的感受力和节奏感。

4、在训练过程中锻炼幼儿的思想注意力，反映能力和动作协
调能力。

5、培养幼儿具备透过舞蹈, 提高幼儿对舞蹈艺术的审美能力、
表达思想、情意的创作能力。

三、具体工作安排：

第一周：熟悉幼儿

新授：方位练习

芭蕾手位(配乐：秘密的庭院)

第二周：复习：芭蕾手位(配乐：秘密的庭院)

新授：走步和敬礼(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三周：复习：走步和敬礼(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
奏)

新授：鸭走步(配乐：来了一群小鸭子)

第四周：复习：鸭走步(配乐：来了一群小鸭子)

新授：音乐反应(一)(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五周：复习：音乐反应(一)(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
奏)



新授：音乐反应(二)(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六周：复习：音乐反应(一、二)

(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新授：手位(一)(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七周：复习：手位(一)(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新授：手位(二)(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八周：复习：手位(一、二)(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
奏)

新授：推指绕腕(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九周：复习：推指绕腕(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新授：综合训练(歌曲：小毛驴)

第十周：复习：综合训练(歌曲：小毛驴)

新授：鸡走步(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十一周：复习：鸡走步(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新授：综合训练(歌曲：小天使)

第十二周：复习：综合训练(歌曲：小天使)

新授：提腰、松腰(歌曲：泥娃娃)

第十三周：复习：提腰、松腰(歌曲：泥娃娃)



新授：民族舞蹈(一)(手绢花：喜洋洋)

第十四周：复习：民族舞蹈(一)(手绢花：喜洋洋)

新授：民族舞蹈(二)(手绢花：喜洋洋)

第十五周：复习：民族舞蹈(二)(手绢花：喜洋洋)

新授：民族舞蹈(三)(手绢花：喜洋洋)

第十六周：复习：民族舞蹈(一、二、三)(手绢花：喜洋洋)

第十七、十八周：复习本学期学习的基本动作，及教学常规。

点击下页进入幼儿园舞蹈兴趣班教学工作计划的更多内容

幼儿园兴趣组舞蹈教学工作总结篇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让孩子
从小就在音乐、舞蹈的熏陶中受到美的教育，对开发儿童智
力，培养孩子的高尚情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园开
设了舞蹈兴趣班。

幼儿舞蹈以其流畅优美的音乐和形象生动的体态动作，反映
幼儿的童趣、童心，是幼儿喜闻乐见爱学的一种艺术活动。
它对于丰富幼儿审美经验，培养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与能
力;开发艺术潜能;发展幼儿理解、联想、想像、创新等方面
的能力;促进幼儿动作与身体机能的发展，提高幼儿动作协调
性、灵活性等有重要意义。幼儿常常为了表示高兴而手舞足
蹈，对于大多数孩子，跳舞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促进个
性丰富发展的文化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在舞蹈班活动过程中
不过多强调舞蹈技能，而是让孩子意识到活动带给他们的快
乐，学会自如地舞蹈，树立为自己跳舞的意识。现就本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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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脚型

(二)基本脚位

(三)基本手型

(四)基本手位

(五)附芭蕾舞基本手型、手位和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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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你就抱抱我》中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
爱我就多多地抱抱我!”这句歌词，我们就着重培养幼儿的表
情、情感的表现。在教学新舞蹈时，我们以这种比较简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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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小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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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教下肢脚的动作，后教上肢手的基本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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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
水平和文化修养以及舞蹈知识。

幼儿园兴趣组舞蹈教学工作总结篇三

20xx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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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兴趣组舞蹈教学工作总结篇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让孩子
从小就在音乐、舞蹈的熏陶中受到美的教育，对开发儿童智
力，培养孩子的高尚情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园开
设了舞蹈兴趣班。

幼儿舞蹈以其流畅优美的音乐和形象生动的体态动作，反映
幼儿的.童趣、童心，是幼儿喜闻乐见爱学的一种艺术活动。
它对于丰富幼儿审美经验，培养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与能
力；开发艺术潜能；发展幼儿理解、联想、想像、创新等方
面的能力；促进幼儿动作与身体机能的发展，提高幼儿动作
协调性、灵活性等有重要意义。

幼儿常常为了表示高兴而手舞足蹈，对于大多数孩子，跳舞
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促进个性丰富发展的文化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在舞蹈班活动过程中不过多强调舞蹈技能，而是让
孩子意识到活动带给他们的快乐，学会自如地舞蹈，树立为
自己跳舞的意识。现就本学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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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脚型

（二）基本脚位

（三）基本手型

（四）基本手位



（五）附芭蕾舞基本手型、手位和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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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你就抱抱
我》中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地抱抱我！”这
句歌词，我们就着重培养幼儿的表情、情感的表现。在教学
新舞蹈时，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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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朵小兰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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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教下肢脚的动作，后教上肢手的基本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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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
水平和文化修养以及舞蹈知识。

幼儿园兴趣组舞蹈教学工作总结篇五

一、情况分析：

本班小朋友年龄较小，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长，动作发展也
不十分协调。所以本学期教学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小朋友学习
舞蹈的兴趣，同时让小朋友能在众人面前大胆的.表演，提高
小朋友的自信心。中班小朋友的协调能力和对音乐的感受力
都是刚刚开始发展，虽然有较强的积极性，但是手脚并不听
使唤，不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练习。这便需要我们老师策
划出新颖适合的教学内容，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耐心
的教学态度，使小朋友产生亲切感，提高对舞蹈学习的能力。

二、工作目标：

1、通过教师指导，培养小朋友舞蹈兴趣，发展舞蹈潜能，促
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

2、训练小朋友协调、速度、肌力、耐力、瞬发力、柔软性等
基本能力。

3、进行形体训练并学会简单的舞蹈基本动作， 培养小朋友
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节奏感。

4、在训练过程中锻炼小朋友的思想注意力，反映能力和动作
协调能力。

5、培养小朋友具备透过舞蹈, 提高小朋友对舞蹈艺术的审美
能力、表达思想、情意的创作能力。



三、具体工作安排

第一周：熟悉小朋友

新授：1.头组合：培养孩子的头部上下左右方位感。

第二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走步（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三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2.胸肩组合：培养孩子开并胸肩伸展姿态。

新授：音乐反应（一）（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四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3.压腿组合：培养孩子前旁腿的柔韧性。

新授：音乐反应（二）（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五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4.压大胯组合：培养孩子胯部的柔韧性。

新授：3 扩指（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六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5.腰背肌组合：培养孩子的腰部背部正确姿态。

新授：4 手臂动作（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七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6.腰组合：培养孩子腰部的柔韧性。

新授：5 弯腰、转腰（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八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7.腿组合：培养孩子的后退和腰部的柔韧性。

第九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律动部分 1.《走路》

第十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律动部分2.《小手小脚》

第十一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律动部分3.《我的本领多么大》

第十二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6 前压腿（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十三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7 双吸脚（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十四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8 脚位（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十五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9 头的动作（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第十六周：基本功训练

新授：10 摆臂（配乐：中国舞等级考试教材伴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