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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舞蹈课程教案范文模板 

 

   一般借助音乐，也借助其他的道具。舞蹈本身有多元的社会意义

及作用，包括运动、社交、求偶、祭祀、礼仪等。下面是给大家整理

的少儿舞蹈课程教案，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少儿舞蹈课程教案 1 

    一、指导思想 

    舞蹈作为一种以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的表现性的艺术活动，是人

类审美活动较集中的表现，是培养人们审美兴趣，提高人们审美能力

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手段。它既可以陶冶孩子的心灵，又能让他们在表

现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满足。希望通过活动，使孩子们不仅能发展身体，

得到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的训练，而且还能发展思维和情感，促进

身心愉快的发展。 

    二、训练目标 

    1、本学期系统而严格的训练，进一步增强队员们的节奏感，增

强他们对舞蹈的表现力和感受力，特别强调舞蹈时的面部表情，做到

用“心”舞蹈，使队员们的整体素质和表演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2、教会学生用舞蹈语汇来表现舞蹈的情绪和意境，注重舞蹈的

神韵、感觉。 

    3、严格要求，精心排练。 

    三、训练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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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基本功方面 

    由于学生水平上的差异，本学期针对他们的基础和特点突出了不

同训练内容和的要求。有的学生要继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加大训练

力度和难度，重视训练质量，提高身体的柔韧性。还有些学生则要从

基本功入手，进行系统的训练，如：基训地面练习和基训把杆练习，

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身气质，为以后的舞蹈学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 

    2、舞蹈学习方面 

    本学期计划学习一块成品舞蹈：民族舞蹈对队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要求队员要有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和柔韧性，并要求队员节奏感强、动

作规范，特别强调眼神和表情以及舞感，让学生学会用心舞蹈。这首

舞蹈是本学期训练的重点，我们要加强训练，从齐、快、准上下功夫，

争取以高质量的演出迎接今年的文艺汇演。 

    四、训练时间 

    每周一、二、三、四、日课外活动时间。 

    五、活动地点:舞蹈教室 

    六、活动措施 

    1、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2、逐段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 

    3、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4、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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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在音乐的教学过程中要以审美为核心，

以兴趣爱好为动力，让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

美化人生的前提。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

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

联系。音乐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重视学生的音乐实

践和音乐创造能力的培养。 

    二、学情分析 

    本学期我继续担任一年级的音乐课。从整体的水平看，两个班的

整体水平相差不是特别明显。学生在音准、对歌曲的接受能力和音乐

表现能力方面学生相对可以，但是一年级学生在上学期已学过一些儿

歌，大部分学生对音乐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上课纪律也不错，举手

发言的学生很多。从整体水平来看，这些学生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行为习惯方面进步较大，学习目的性也有所增强，个别学生的音乐学

习习惯有所改进。每个班都有一些表现非常棒的学生，他们在音乐活

动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但还存在着个别学生不能自律，因此在

教学中还是要加强常规教学，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因此这

学期对他们的音乐感受力、表现力要进一步加强训练。 

    三、教材分析 

    一年级下册总共 9 课：《春天》、《放牧》、《手拉手》、《长鼻子》……

让学生了解几首中国优秀的儿童歌曲和几首优秀的外国歌曲，并配以

群体的音乐活动，如：齐唱、独唱等，这是一种以音乐为纽进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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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流，它有助与学生养成共同参与的群体意识和相互尊重的合作精

神。欣赏有《杜鹃圆舞曲》、《春晓》、《牧童短笛》、《牧童》、《让我们

手拉手》、《鸭子拌嘴》、《小象》、《大象》、《火车波尔卡》《跳绳》、《小

宝宝睡着了》、《摇篮曲》、《采蘑菇的小姑娘》、《铁匠波尔卡》、《在钟

表店里》、《调皮的小闹钟》、《喜鹊串梅》、《猜花》等，以审美为核心，

以音乐的美感来感染学生，以音乐中丰富的情感来陶冶学生，使学生

逐步形成健康的音乐审美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音乐必要的审美

能力。 

    四、教学目标 

    (一)感受与鉴赏 1、音乐表现要素 

    (1)感受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声音。能够用自己的声音或打击

乐器进行模仿。 

    (2)感受乐器的声音。能听辨打击乐器的音色，能用打击乐器奏

出强弱、长短不同的音。(木鱼、碰钟) 

    (3)能够感受并描述音乐中力度、速度的变化。 

    2、音乐情绪与情感 

    (1)体验不同情绪的音乐，能够自然流露出相应表情或作出体态

反应。 

    (2)乐曲情绪的相同与不同 

    3、音乐体裁与形式 

    聆听儿歌、童谣、进行曲和舞曲，能够通过模唱、打击乐对所听

音乐作出反应，能够随着进行曲、舞曲音乐走步、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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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音乐风格与流派 

    聆听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儿歌、童谣及小型器乐曲或乐曲片

段，初步感受其不同的风格。 

    (二)表现 

    1、演唱 

    (1)参与各种演唱活动。 

    (2)知道演唱的正确姿势。能够对指挥动作及前奏作出反应。 

    (3)能够用自然的声音，按节奏和曲调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 

    (4)能用不同的.力度、速度表现歌曲的情绪。 

    (5)每学年能够背唱歌曲 9 首。 

    2、演奏 

    (1)学习木鱼、碰钟、镲、大锣、鼓的演奏。 

    (2)能够用打击乐器或或其他音源合奏或为歌曲伴奏。 

    (3)综合性艺术表演 

    (4)能够参与综合性艺术表演活动。 

    (5)能够配合歌曲、乐曲用身体做动作。 

    (6)能够在律动、集体舞、音乐游戏、歌表演等活动中与他人合

作。 

    3、识读乐谱 

    (1)认识简单的节奏符号。 

    (2)能够用声音、语言、身体动作表现简单的节奏。 

    (3)能够用唱名模唱简单乐谱。 



第 6 页 共 21 页 
 

    (三)创造 

    1、探索音响与音乐 

    (1)能够运用人声、乐器声模仿自然界或生活中的声音。 

    (2)能够用打击乐器或自寻音源探索声音的强弱、音色、长短和

高低。 

    2、即兴创造 

    (1)能够将词语、短句、诗歌或歌词用不同的节奏、速度、力度

等加以表现。 

    (2)能够在唱歌或聆听音乐时即兴地做动作。 

    (3)能够用课堂乐器或其他音源即兴配合音乐故事和音乐游戏。 

    3、创作实践 

    (1)能够用线条、色块、图形，记录声音与音乐。 

    (2)能够用人声、乐器或其他音源，创作 1——2 小节节奏或旋律。 

    (四)音乐与相关文化 

    1、音乐与社会生活 

    (1)感受生活中的音乐，乐于与他人共同参与音乐活动。 

    (2)能够通过广播、电视、cd 等传媒听赏音乐。 

    (3)能够参加社区或乡村的音乐活动。 

    2、音乐与姊妹艺术 

    (1)能够用简单的形体动作配合音乐节奏。 

    (2)能够用简明表演动作表现音乐情绪。 

    (3)能够用色彩或线条表现音乐的相同与不同。 



第 7 页 共 21 页 
 

    3、音乐与艺术之外的其他学科 

    (1)能够了解声音与日常生活现象及自然现象的联系。 

    (2)能够用简单的韵律操动作配合不同节奏、接派情绪的音乐。 

    五、教学重点难点 

    1、能够完整地背唱所学过的歌曲，参与各种演唱活动。 

    2、能够随着音乐自由发挥想象力，用简单的形体动作配合音乐

节奏表演。 

    3、感受生活中的音乐，能够运用人声、乐器模仿自然界或生活

中的声音。 

    4、乐于与他人共同参与音乐活动。 

    六、教学措施 

    1、在日常生活中多学习，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学水平。 

    2、课堂形式设计多样，充满知识性、趣味性、探索性、挑战性

以及表演性。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学

到知识，掌握技能。并注意在课堂上采取一定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团

结协作能力及创新能力，用轻松的课堂形式让学生喜爱音乐课。 

    3、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要注意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法，使学

生能够充分发展。 

    4、设计好每堂课的导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5、丰富课外音乐活动，以学生的爱好为主开展课外音乐活动，

使学生在平时生活中学习音乐。 

    6、多看多听其他学校的课程，在本校多实施，使学生开阔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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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从中总结经验。 

    少儿舞蹈课程教案 2 

    一、班级特点分析 

    少儿舞蹈班招收的都是 5-10 岁左右的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主要也是培养兴趣为主要目的。进行舞蹈基本功训练，身体各个部分

软开度训练，学习舞蹈节奏、舞步组合，节拍练习及舞蹈小节目，以

学生动作协调能力为训练重点，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培养学

生良好的气质，提高艺术修养，增加学生对舞蹈的了解。 

    二、教学重点 

    针对此年龄层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来编排和教授这门课程，

希望通过这门课程中简单的站位，舞姿，动律动作及小的舞蹈组合训

练，让学生更充分、正确的活动运用自己的身体，让学生在学完这节

课程以后，在柔韧性，模仿能力和表现力都有所提高，也更喜欢这门

课程。 

    三、教学内容 

    1)课前热身游戏 

    2)芭蕾舞(民族舞)基本功训练 

    3)音乐舞蹈小组合共 6 个，2 个完整的舞蹈片段，这是教学的重

点。 

    组合练习分为：头部练习，腿部练习，腰部练习，波浪手，摆臂 

    舞蹈片段分为：民族舞一个，。流行舞爵士舞一个。 

    四、教学效果 



第 9 页 共 21 页 
 

    1、软开度达到一定的标准(横，竖叉下腰压腿)完成。 

    2、模仿能力(能够很快很形象的模仿老师的动作)。 

    3、表现力(跳舞蹈小组合要有一定的表情，自信)。 

    五、教学手段 

    1、有计划的制定出每节课时的教学目标，教学目的，教学内容，

教学重难点。 

    2、每次教授新课由老师表演师范导入教授新课内容。 

    3、有步骤的教授课程内容。如：压腿练习(10 分钟) 

    步骤： 

    1、教授正确的把上压腿方法; 

    2、教师正确示范，口数节拍; 

    3、口数节拍，教授学生压腿练习; 

    4、口数节拍，学生单独完成 

    5、配合音乐，完成组合。 

    六、教学计划 

    根据每期课时，分为四大阶段进行训练。 

    1、通过有针对性，有趣味性的地面活动组合，由头到脚的引导

学生们活动开身上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寸肌肉，进行单一舞蹈动作的

训练。 

    2、由单一的动作练习过度到音乐组合中，主要通过单一的动作

讲解，示范和反复练习完成，为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3、这个阶段是最为重要的训练阶段，在以前课程的基础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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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不断巩固复习基础课程练习，并且加入

舞蹈小舞段的练习，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提高舞蹈表现力。 

    全面的复习本学期学习的课程内容。 

    附： 

    教学大纲 

    一：1、介绍：掌、扩指、摊手、转腕、上翘指。2、正步位，

小八字位，大八字位。 

    二：1、手背位置、手背动作。双手位 

    三：1、勾蹦脚，伸坐，双跪坐，交叉盘坐，仰卧，蹦跳步。 

    四：1、波浪。2、擦玻璃。3、弯腰、转腰、前压腿，旁压腿。 

    五：1、头位置，动作，摆肩。2、平踏步，横移步，自然走 

    六：1、爬青蛙，热身，提腕，压腕，推指，绕腕，立掌折腕 

    七：1、把上弯腰。含胸，展胸。2、自编舞蹈 

    八：1、把上基本训练。2、走步和敬礼。 

    九：1、手位和前旁大踢腿 

    十：1、压腿，半蹲，踮脚，蛙跳走。2、游戏：小火车。 

    十一：1、提腰，松腰、2 小鸟飞。 

    十二：1、推指，绕腕，吸腿走，碎步。2、半蹲，踮脚，蛙跳

走。 

    十三：1、前 30 训练，后 30 分钟汇报节目 

    备注：节目单要清楚，每节都要考勤;节目单，考勤表及时交给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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