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精选8
篇)

总结是写给人看的，条理不清，人们就看不下去，即使看了
也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达不到总结的目的。那关于总结格
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一

本学期我担任学校的舞蹈兴趣小组的训练。舞蹈是学校艺术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感人肺腑的音乐、富有诗
意的构思、优美娇健的造型，形象逼真的道具，使学生从中
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活跃身心、锻炼意志、增
强才干，从而造就人才。课外活动是我校地一面旗帜，对于
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一生受益。根据需要本学期我担任
学校的舞蹈队的训练工作，每周四的下午进行训练。在班主
任的配合下，我在三、四、五、六年级选了30名队员。为了
让舞蹈队的孩子能够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我放弃个人休
息时间，每天下班回家，我都对自己进行舞蹈基本功练习，
然后在进行舞蹈的编排。现将本学期工作作如下总结：

1、通过舞蹈基础训练，激发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培养良好
的形体习惯。

2、引导学生进一步体验音乐、感受音乐的美感，激发学生通
过舞蹈表现音乐情感的欲望。

3、培养学生良好的舞蹈习惯和舞蹈技巧，发展他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能力。

5、为了迎接县教育局组织的“童心向党”文艺汇演，校舞蹈
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认真编排了具有本地方特色的民族舞



蹈，并在此次活动中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为校园舞蹈队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给自己和学生树立了很大的信心。

1、家长的对舞蹈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2、学生参与舞蹈训练的积极性还不够高。

3、训练时间上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保障。

4、大部分学生的基础很差，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对于排练成
品节目有很大的难度。

可以说我的每节课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孩子，孩子们在我的
课堂上学到的舞蹈不会是过时的，我也不是在吃自己的老底
儿，而是把新鲜的果实摘给孩子们，让活力和激情在舞蹈的
课堂上涌动。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由衷的高兴!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二

多姿多彩的小学舞蹈是学校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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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课堂教
育所无法代替的积极作用。

本学期，我担任校少儿舞蹈队指导教师，我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针对孩子来自四面八方，基础不同，所以本学期从孩
子的兴趣出发，从乐感的培养和柔韧性的基础开始，在制定
计划的过程中，我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为了调动她们学习
愿望和积极性，选择适合少儿年龄特征的舞蹈。本学期训练
以舞蹈排练为主，我选择了适合少儿年龄特点的舞蹈及舞蹈
组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根据计算和活动目标进行教学，
以集体教学为主，再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个别指导，启
发她们的想象力，用肢体语言及表情来展示舞蹈的内涵，从
而也增强了孩子表现舞蹈的能力。



一、本学期舞蹈队：

分为小班（24人）、中班（36人）、大班（40人）共100人。

二、舞蹈基础训练部分：

1、降低部分训练难度，使原本较为枯燥的基础强化训练变得
更为轻松活泼，及更为实用也更方便学生的掌握。并在音乐
上也采用一些少儿律动性较强的音乐，使学生对今后学习、
编排舞蹈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和理解。

2、小班组合选用中国舞考级内容《膝盖脚背》《洗脚趾》
《爱睡觉的加菲猫》《勾绷脚组合》。中班选用中国舞考级
内容《热身运动》五级组合《虫儿飞》。

3、为了从整体上训练学生克服身体的自然状态，获得正确的
直立感，发展舞姿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节奏感。在以往
较为单一，更为注重学生动作完成质量的训练基础上，在组
合中更多的加进一些方位、节奏变化的训练，来强化学生的
整体适应能力和表演能力。

三、成品舞部分：

根据教学的要求，有选择的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舞
的基本动律及其民族韵律特点进行编排整理、组合，使学生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掌握舞蹈动作素材，拓宽舞蹈
知识面，提高学生对舞蹈的表现力，为今后的舞蹈教学开阔
思路。小班选择适合孩子的低幼舞蹈《我有一双小小手》，
中班选择具有汉族风格的手绢舞《辣妹子》，大班选择了傣
家风情的《雨竹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潜能，
使学生能有一个健康良好的气质。

四、汇报表演：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在12月30日进行了汇报表演，虽然作品
很不成熟，还很稚嫩，但看着舞台上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的
成长与进步，看到了他们对舞蹈的喜爱与追求，我们很欣慰，
但我的工作和教学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
多创编自己的舞蹈，加强动作的优美性，确保动作到位，并
针对每个少儿的水平进行指导，提高孩子舞蹈的积极，培养
她们自信、大胆以及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努力创设更美
的艺术氛围，更温馨的艺术校园。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三

多姿多彩的小学舞蹈是学校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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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课堂教
育所无法代替的积极作用。

本学期，我担任校少儿舞蹈队指导教师，我结合自己的教学
实践，针对孩子来自四面八方，基础不同，所以本学期从孩
子的兴趣出发，从乐感的培养和柔韧性的基础开始，在制定
计划的过程中，我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为了调动她们学习
愿望和积极性，选择适合少儿年龄特征的舞蹈。本学期训练
以舞蹈排练为主，我选择了适合少儿年龄特点的舞蹈及舞蹈
组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根据计算和活动目标进行教学，
以集体教学为主，再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进行个别指导，启
发她们的想象力，用肢体语言及表情来展示舞蹈的内涵，从
而也增强了孩子表现舞蹈的能力。

分为小班（24人）、中班（36人）、大班（40人）共100人。

1、降低部分训练难度，使原本较为枯燥的基础强化训练变得
更为轻松活泼，及更为实用也更方便学生的掌握。并在音乐
上也采用一些少儿律动性较强的音乐，使学生对今后学习、
编排舞蹈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和理解。



2、小班组合选用中国舞考级内容《膝盖脚背》《洗脚趾》
《爱睡觉的加菲猫》《勾绷脚组合》。中班选用中国舞考级
内容《热身运动》五级组合《虫儿飞》。

3、为了从整体上训练学生克服身体的自然状态，获得正确的
直立感，发展舞姿动作的协调性、灵活性、节奏感。在以往
较为单一，更为注重学生动作完成质量的训练基础上，在组
合中更多的加进一些方位、节奏变化的训练，来强化学生的
整体适应能力和表演能力。

根据教学的要求，有选择的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间舞
的基本动律及其民族韵律特点进行编排整理、组合，使学生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的掌握舞蹈动作素材，拓宽舞蹈
知识面，提高学生对舞蹈的表现力，为今后的舞蹈教学开阔
思路。小班选择适合孩子的低幼舞蹈《我有一双小小手》，
中班选择具有汉族风格的手绢舞《辣妹子》，大班选择了傣
家风情的《雨竹林》，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潜能，
使学生能有一个健康良好的气质。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在12月30日进行了汇报表演，虽然作品
很不成熟，还很稚嫩，但看着舞台上的孩子们，看到他们的
成长与进步，看到了他们对舞蹈的喜爱与追求，我们很欣慰，
但我的工作和教学也存在着不足之处，我会在以后的教学中，
多创编自己的舞蹈，加强动作的优美性，确保动作到位，并
针对每个少儿的水平进行指导，提高孩子舞蹈的积极，培养
她们自信、大胆以及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努力创设更美
的艺术氛围，更温馨的艺术校园。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四

舞蹈是学校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感人肺腑
的音乐、富有诗意的构思、优美娇健的造型，形象逼真的道
具，使学生从中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活跃身心、
锻炼意志、增强才干，从而造就人才。通过一学期的努力已



经取得了以下几点成绩，现将总结一下。

课外活动是我校地一面旗帜，对于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
一生受益。根据需要本学期我担任学校的舞蹈队的训练工作，
每周五的下午第三节课进行训练。在班主任的配合下，我在
三、四年级选了10名老的队员，为了培养新的舞蹈学苗，我
又在一、二、三年级选了14名新队员。为了让舞蹈队的孩子
能够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我放弃个人休息时间，每天下
班回家，我都对自己进行舞蹈基本功练习，然后在进行舞蹈
的编排。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在民族舞蹈中，我首先结合认知内容向
幼儿介绍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帮助幼儿了解少数民族服装、
生活习惯、民俗民风，增强他们的感性知识，知道蒙古、苗
族人民能歌善舞。其次要常带领同学们观看少儿、成人的民
族舞蹈录象，了解民族舞蹈的动作特点，丰富舞蹈语汇。汉
族舞蹈常用转手巾花、扇表现欢庆丰收的心情。

在观看过程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练习，教师要及时鼓
励、支持，并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机会跳上一段供他
们欣赏，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

回到舞蹈课堂上，首先，我对学生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
如：擦地练习、身体各部位活动、基本舞步等。接着，我有
对学生进行了民族舞蹈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汉族民间舞的风
格和特点。又进行了汉族舞蹈基本手位和脚位的练习。秧歌
基本舞步的训练。经过学习，我排练了舞蹈《小背篓》，
《榴花似火》，《小白船》。

可以说我的每节课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孩子，孩子们在我的
课堂上学到的舞蹈不会是过时的，我也不是在吃自己的老底
儿，而是把新鲜的果实摘给孩子们，让活力和激情在舞蹈的
课堂上涌动。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由衷的高兴。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五

忙碌充实的一学期结束了，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全校老师的
帮助下，较圆满的完成了本学期舞蹈兴趣小组的教学任务，
为了把下一步工作做得更好，现做总结如下：

1、训练的内容：

本学期，我们舞蹈活动课的重点是为本学期4月份的武进区中
小学生舞蹈比赛做准备，在选定《春晓》作为我们的参赛作
品后，积极训练，并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舞蹈基本功的训练，
二是舞蹈动作的教学。

首先，训练基本功训练上，主要有纵横劈腿，正面侧面压腿
小踢腿、腰、学习手位、脚位、手臂姿态、基本舞步、小跳
等。由于平时练习的不多，很多学生的柔韧性不好，有些动
作都不能做到位，更多的是怕有危险，所以我们采用学生互
相帮助的方式，消除他们的对一些有难度的动作的恐惧，放
心地做好老师所教的动作，总的来说，学生基本功有所进步。
第二，舞蹈动作的教学，为了4月份的比赛，我们准备了《春
晓》，这个舞蹈动作虽然看似容易，但却需要学生有扎实的
基本功。这个学期我们主要练习了2个有难度的动作纵横劈腿、
正面侧面压腿小踢腿，其他动作比较简单，学生基本上能够
做到位，但是需要再练习，才能达到标准，所以每次的训练，
我和喻老师都会反复强调那些易错动作。

2、所做努力：

从接到比赛通知确定排练《春晓》，到比赛我和喻老师始终
认真努力地对孩子们进行训练，适时的小奖励更是给了孩子
们更多的乐趣，舞蹈队的孩子们跨越三个年级，年龄的不同，
使得训练时很容易就发生“摩擦”，我们两个“和事老”做
得挺到位，总能让她们挂着泪珠的脸笑起来，后期的道具制
作给我们出了更大的难题，因为考虑到舞台效果，我们打算



用亮片布做扇面，12把扇子，都是我和喻老师两人手工制作
的，做好的扇子的确给舞蹈增色不少，临近比赛时，我们更
是跑遍九龙的各个角落，寻到我们舞蹈所用的头饰、柳条道
具、舞鞋、连裤袜。

3、出现的问题：

舞蹈队的学生三到五年级的人都有，人的身高不一，所以在
排练的时候在分部上比较麻烦，《春晓》这个舞蹈的排练进
度比较快，但前期动作过于单一，后来在大家的建议下，几
经修改，最终呈现的舞蹈较为满意。

4、取得的成果：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排练的舞蹈《春晓》取得了
三等奖的成绩，在这里要感谢给予我们支持的各位领导和老
师，更要感谢不怕苦、不怕累的孩子们，这是我们共同努力
的结果。

5、观赛总结：

（一）、教育意义的题材较好；整场比赛欣赏下来，三个少
先队题材的作品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给我的视觉带
来一定的冲击力，给我的心灵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震撼。

（二）、儿童剧类型的舞蹈较为新奇、有趣；比如《猫鼠之
夜》虽故事情节简单，但是小学生充分地演绎出了小老鼠的
机灵，还有《狮子王》中孩子们富有爆发力的表演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三）、道具的有效运用，为舞蹈增光添彩；如《同心结》
中发银光的中国结的运用，加上灯光的衬托，为舞蹈增色不
少，《茉莉花开》中茉莉花伞的运用，更是给人了美的享受。



（四）、低年级的小朋友上场，体现出小学生的朝气，舞台
效果较好。

6、展望未来：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尽量给队员争取更多的演出比赛机会，
让队员拥有到更多更大的舞台表现自我。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六

多姿多彩的小学舞蹈是学校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表演
性很强，是每台节目不可缺少的点缀。学生们活灵活现的表
演使舞台变得更加丰满和生动。

一、题材新颖的舞蹈吸引着学生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给小学舞蹈观赏性提
出了新的要求：题材要新颖，更具有欣赏性、教育性、趣味
性。运用儿童自身的舞蹈语言来表达作品，而不能把成人的
思想强加于学生。对于以上的观点，在舞蹈教学中我有一些
自己的体会和感悟。首先，小学舞蹈的首要特点是要有趣味
性和娱乐性。只有好玩、有趣，孩子们才爱跳、才爱看，才
能达到了百跳不厌、百看不烦的地步。因此，在考虑给学生
选择舞蹈题材时，我选择孩子们喜欢的、熟悉的、又有一定
积极意义的、可以用舞蹈所表现的，那些孩子们的游戏生活
内容。将舞蹈动作设计定位以后，选择欢快活泼的音乐，来
使舞蹈动作和乐曲相吻合，使舞蹈节目演练成一个完整的作
品。我和许老师编排的扇子舞《茉莉花》，傣族舞《傣家姑
娘在水边》就是依照以上的原理来创编、教学的。

首先将轻松、简单，便于学生掌握的动作设计出来，然后随
着节奏鲜明的音乐和学生一起跳，边跳边改，不仅使学生表
演天真、自然。而且达到了创编、教学的目的。在运动会开
幕式表演中，我们舞蹈队学生的出场给整台节目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学生的表演给台下
的观众带来了快乐，台下观众的掌声给表演的学生带来了自
信和肯定。

二、量身定做的舞蹈激励着学生

在一个班级和一个群体中每位学生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作
为教师我认为要给学生制定不同的目标让它前进。对于接受
程度慢的学生制定的目标要稍简单些，让他们一步一步接近
目标，树立自信心。对于接受程度快的学生制定的目标要复
杂些，让他们在挑战中增强自信心。

作为舞蹈教师，虽然我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有一颗
对舞蹈教学的热心，有一颗对学生教育的热心。培养学生在
儿时对舞蹈产生兴趣，调整她们的形体，锻炼她们的身体协
调能力。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会一如既往认真教学，多培养一
些特长的学生，不放弃有兴趣的学生。能够多排练一些有水
准的节目出来，让学生轻盈的身姿成为我们学校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七

忙碌充实的一学期结束了，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全校老师的
帮助下，圆满的完成了本学期音乐舞蹈兴趣小组的教育教学
任务。在本期的兴趣小组活动中，我担任了音乐舞蹈兴趣小
组的辅导老师。通过本学期的活动开展，使同学们掌握了一
些基本的音乐知识、歌唱技能和舞蹈基本功。提高了学生学
习音乐的兴趣，现将本期音乐兴趣小组活动总结如下，以便
今后更好的开展工作，弥补不足，精益求精。

学生很想自己能够识谱唱歌，学习时积极性较高；教学了四
二拍的节奏，教学时，选用了低年级教材上的一些旋律节奏
来进行教学，经过多次训练，他们基本上都能正确掌握四二
拍的节奏；教学了休止符、装饰音等音乐术语和记号。



歌唱是以高位置的科学发声方法为基础的。在训练时，针对
学生普遍存在的气息浅、吸气抬肩、不会气息保持等错误呼
吸方法，我采用了他们能够理解并完全可以做到的方法进行
练习。比如像“闻花香”一样做深呼吸练习；用半打哈欠的
方法来启发学生打开喉咙，放松下巴等等。另外，让学生将
白声（大本嗓）和有气息控制的高位置的声音进行比较、分
析、鉴别，以提高学生对声音的辨别能力，帮助学生建立正
确的、科学的发声概念。特别是唱高音时，要求学生用假声
带真声的方法来歌唱，切忌大喊大叫，因为这样会损坏声带，
而且会破坏声音的美感。在轻声歌唱时，要求注意音色、节
奏、声部的和谐，学会有控制地发自内心的歌唱。

首先，从舞蹈基础训练课程开始就加进一些基础练习元素和
律动，降低部分训练难度，使原本较为枯燥的基础强化训练
变得更为轻松活泼，更为实用也更方便学生的掌握。并在音
乐上也采用一些律动性较强的音乐，使学生对今后学习、编
排舞蹈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和理解。其次，为了从整体上训练
学生克服身体的自然状态，获得正确的直立感，发展舞姿动
作的协调性、灵活性、节奏感。在以往较为单一，更为注重
学生动作完成质量的训练基础上，在组合中更多的加进一些
方位、节奏变化的训练，来强化学生的整体适应能力和表演
能力。第三，为了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加强学生学习的积
极主动性，改变传统授课模式中一个动作或一个组合正反方
向都教的细化教学，在授课时只教动作或组合的一个方向，
让学生自己把反方向动作或组合做出来，使学生较快的掌握
舞蹈规律。既提高学生的舞蹈实际接受能力，又增强了课堂
的教学互动性，使教学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

通过这期的学习，小组成员大有收获，掌握了一些术语和记
号，懂得了音的强弱规律，能识简单乐谱，在发声技巧和表
演方面也有很大进步。我深信，有领导的正确指导，有小组
成员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兴趣小组会越办越好。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八

本学度我担任学校的舞蹈兴趣小组的训练。舞蹈是学校艺术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感人肺腑的音乐、富有诗
意的构思、优美娇健的造型，形象逼真的道具，使学生从中
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活跃身心、锻炼意志、增
强才干，从而造就人才。现将一学期的工作总结如下：

课外活动是我校的一面旗帜，对于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
一生受益。根据学校的安排每周一至周四的下午进行训练。

一、丰富了学生认知经验，激发学习愿望。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在舞蹈训练中，首先结合认知内容向学
生介绍有关舞蹈的知识，帮助学生了解舞蹈常识，增强他们
的感性知识。其次带领同学们观看青少年、成人的舞蹈录像，
了解舞蹈的动作特点，丰富舞蹈语汇。在观看过程中，学生
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练习，教师及时鼓励、支持，从而激
发学生学习的愿望。

二、学习基本舞步和动作，引导学生按规律组合，发展学生
的创造性。

舞蹈课堂上，首先，我对学生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如:擦
地练习、身体各部位活动、基本舞步等。接着，我对学生进
行了民族舞蹈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汉族民间舞的风格和特点。
又进行了汉族舞蹈基本手位和脚位的练习。秧歌基本舞步的
训练。经过学习，我排练了舞蹈《欢天喜地》等。

三、主要成绩

1、通过舞蹈基础训练，激发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培养良好
的形体习惯。



2、引导学生进一步体验音乐、感受音乐的'美感，激发学生
通过舞蹈表现音乐情感的欲望。

3、培养学生良好的舞蹈习惯和舞蹈技巧，发展他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能力。

4、通过舞蹈兴趣小组的开展，培养了学生对舞蹈的兴趣与爱
好；学到了舞蹈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了学生健康的
情趣和良好的品德情操；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舞蹈能力、
表演能力和创造能力；提高了学生的艺术修养。

四、存在问题

1、家长的对舞蹈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2、学生参与舞蹈训练的积极性还不够高。

3、学校在舞蹈训练上的投入还不够大。

4、训练时间上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保障。

5、大部分学生的基础很差，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对于排练成
品节目有很大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