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6 2019 年第 10 期 

名汇

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作为表达方式的艺术门
类，对于青少年来说具有审美教育的功能。审美教育
利用审美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感染力，陶冶人的情操，
塑造美好心灵，使人和谐、健康、均衡发展，指引人
们追求“真、善、美”。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舞蹈
的优势体现在它的直观性，观众通过视觉来感受舞者
优美的舞姿、挺拔的体态、修长的线条，在欣赏过程
中受到美的熏陶，达到以美育人的目的。有些小朋友
在听到音乐或者观看舞蹈的同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跟
着音乐节拍来模仿或自由舞动，甚至做出一些令人惊
讶的动作和表情，这是人的天性，因为舞蹈是一切艺
术之母，人类在没有创造文字语言之前就已经在祭祀
时或节日时用肢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

为了规范并提高孩子们的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
加强美育教育，使他们能够有一技之长甚至多方面的
兴趣爱好，家长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培养，加强校外教
育的投入，除了让孩子平时在学校学习文化课知识，
还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孩子的艺术素质培养当
中，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才。于是，许多校外教育机构如艺术培训中
心、少年宫等受到家长们的青睐，这些机构逐渐设置
更多的艺术课程，如钢琴、小提琴、舞蹈、美术、合
唱、模特、语言艺术、音乐剧表演等，种类繁多，来
满足大众的需求。另外，教育机构还推出许多五花八
门的艺术夏令营和出国游学项目，使孩子在学习知识
的同时开阔眼界，适应集体生活，锻炼自立能力。

作为一名从事过少儿舞蹈教学的教师，我认为舞
蹈教育对于少年儿童的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良好的体
态和优雅的气质能让他们一生受用，并在人群中脱颖而
出。在学校开展的诸多文艺活动中，具备文艺特长的孩
子能够首当其冲，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在活动中
锻炼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优势，发挥天分与才华，
得到老师和家长的肯定与称赞，对于学生自信心的培养
也起到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舞蹈能够开发孩子多方面
的能力，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舞蹈可以帮助儿童训练良好的体态
一方面，家长们选择给孩子学习舞蹈很大一部分

原因是想训练孩子的形体，尤其是女孩子，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不一定要求她将来成为舞蹈家，但一定要有气

质要美。因为美女不光是要长得漂亮，还要有良好的体
态，有气质和教养，由内而外都散发着优雅。因此，让
女孩们亭亭玉立是家长们的梦想。另一方面，舞蹈训练
还可以帮助儿童改掉弯腰驼背的毛病，坐与站都有一个
正确的姿势。这样不仅能够显得挺拔有气质，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从形象上给人留下好印象，还能够预防近
视，养成良好的习惯，有益于身体健康。

二、舞蹈能够训练儿童的协调性和模仿能力
在少年宫学习的儿童大致是4至10岁甚至到12岁不

等，这个阶段正是孩子智力发育的黄金阶段。因此，
这个时期是培养儿童模仿能力的最佳时期。儿童的模
仿能力从很小就开始显现，从咿咿呀呀地学语，到晃
晃悠悠地学步，父母在这时候是最好的老师。孩子耳
濡目染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认识，家长和老师必
须作出正确的引导，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起到正面
的榜样作用。舞蹈是肢体的运动，正符合孩子们好动
的天性。他们在舞蹈中发挥自己的天性，通过模仿老
师的动作来学习舞蹈，在游戏中获取知识，并经过反
复练习牢记下来，成为长在自己身上的本领。在这个
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训练到孩子的协调性，包括左
右手的配合，手眼的配合，上下肢的配合等。

三、舞蹈能够训练儿童的应变能力和集体意识
在舞蹈中，需要学生根据老师的要求以自己的身

体快速作出反应，最基础的就是要快速分清楚方位和
方向，其次明确认识自己的身体，知道自己身体各个
部位的名称，才能正确作出反应。这就需要老师在第
一堂课就向学生明确。有时在快节奏的音乐中，学生
容易出现记不熟反应不上来做错的现象，这就需要快
速的应变能力才能跟上大家的动作。另外，少儿舞蹈
大部分都是以集体舞的形式出现，包括一些集体的小
组合，这就需要孩子们关照到队形，以及统一节奏和
动作，对少儿集体意识和配合观念的养成也是很有帮
助的。

四、舞蹈能够培养儿童的音乐节奏感和想象力
舞蹈通常都是配合音乐来进行的，动听的音乐

能够增强舞蹈的可舞性，调动起孩子们的积极性，尤
其一些儿歌式的音乐更能够引起孩子们的共鸣，增强
趣味性。学生在学校里学习音乐课，学习打着拍子唱
歌，同样，舞蹈也是需要数着拍子来跳的。在音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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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配合中，一方面可以训练到孩子的节奏感，另
一方面能够带领孩子进入一个想象空间，启发他们去
思考和联想，使他们在舞蹈中仿佛看到蓝天、白云、
花朵、小鸟。带着想象的舞动必然是富有灵魂的、充
满生命力的，并且会触动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微笑。

五、舞蹈能够培养儿童的耐力和吃苦精神
虽然舞蹈演员在台上是光彩照人的，但是在台下

的辛苦是观众们看不到的。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舞蹈是一门视觉的艺术，需要付出许多
的汗水和泪水，尤其是对于儿童来说，软开度的练习
是最困难的，因为小孩子对疼痛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舞蹈需要持之以恒地练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要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凡是有成就的舞蹈家，都是
从小培养，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耐力坚持下来，数十年
如一日，才能有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一面，获得观众
敬佩的掌声。有了这样的毅力和耐力，无论做什么事
都能成功。

由此可见，舞蹈对于少儿的身心发展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是实现少儿美感教育的绝佳手段。在少年
宫教育中，如何加强舞蹈教育，使其最大化地发挥美
育功能，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

首先，要完善少年宫的硬件设施，在教室安装电视
或者投影等可视设备，以供教师在课堂中使用多媒体手
段进行教学，并在宫内建立小舞台，定期组织学生进行
课程观摩或专业汇报，这样能够更直观、更全面地对所
学专业加深认识和理解，也能开拓学生的眼界。

其次，定期组织教师培训，要求少年宫教师不断
提升专业水平和自身素质，积极参与进修学习，了解
少儿心理学，总结舞蹈专业教育的经验和心得，在教
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元，才能够令学生的
兴趣更加浓厚。

最后，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演出和比赛机会，一方
面锻炼孩子的胆量，让他们有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
平台，使他们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另一方面提升学
生对于专业的热爱度，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自信心，
提高家长的满意度。

六．结语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提升国

民的美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培养他们成为优雅的生活
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使他们懂得
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舞蹈教育是美的教育，少年宫舞
蹈教育是伴随儿童成长的有益的活动，希望更多的孩子
能够参与其中，培养一个良好的体态和健康的身心，做
美的传播者，做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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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培养不可以强制性地灌输，要以开放性的姿
态去引导学生，不要让学生产生抵触的心理，这样就
得不偿失了。所以校园文化活动就是最好的方式，间
接性地引导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形成。

（四）帮助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树立自理意识，自
觉抵制不良文化的入侵

在网络背景之下，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
越发达，接受的国内外热点消息也越来越便捷，这样
有利于学生实验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但是也在另
一个方面给大学生造成了威胁。网络背景下，敌对势
力通过思想和文化的渗入影响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在
潜移默化中改变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毕竟高职院校的
大学生心理素质不成熟，没有办法形成坚固的社会主
义坚定的信念，很容易受到敌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
让正在形成世界观的大学生产生思想的扭曲，从而严
重影响到我国对人才的培养。因此学校要采取相应的
管理措施，一是加强信息的管理监控，对网络环境中
不利的信息进行筛选分析，及时处理不良的言论和信
息；二是加强学生自身的辨别能力，不断地提高思想
政治教育传播正确的意识观念，培养学生的自理性，
教会学生如何抵制不良文化的入侵。不仅如此，高职
院校还应该积极开展多样化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

正确的观念，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自觉过滤不良的
信息和不利于身心发展的思想。

三、结语
高职院校通过对大学生的教育，要及时做好总结和

分析，还要根据高职院校大学生目前的思想进行调研，
并制定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全方位地进行思想安全教
育工作的实施。还有就是教育不只是思政老师以及思政
课的主要任务，也是各科老师团结合作一起完成的教学
目标。高职院校可以实行长效机制，可持续性地将教育
作为教育的重点内容。从而有效地为我国培养新型的社
会主义人才，为我国的发展奠定结实可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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