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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的儿童舞蹈教学研究

王Ǔ博
中国儿童中心Ǔ北京Ǔ100035

摘Ȟ要：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下的情境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儿童舞蹈教学方式。教师要尽量创造出足够多的

教学情境，以便儿童能够自己去探索问题并加以解决。藉由情境重现及角色扮演，激发儿童的想像力与创意。蒙台梭

利认为，“教育要适合儿童的本性，儿童与大人们有着巨大的差异。”根据这一特征，在儿童舞蹈教学中，教师便可

以将重点放在对儿童的学习舞蹈兴趣的培养上，引导儿童能够专注与舞蹈学习之中，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使儿童的

身体协调与柔韧度得到发展，使儿童的艺术修养得以发展。发掘儿童的潜能。为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综合素

质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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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引导儿童学习舞蹈的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儿童的

学习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儿童的思想、情感

的培养。情境教学法能给儿童营造具体的情绪色彩的

学习环境，给儿童带来很好的学习经验，以此来调动儿

童的学习积极性，巧妙地使儿童掌握舞蹈基本技巧。基

于此，本文主要从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下的情境教学法

的概念与教学意义出发，对儿童舞蹈教学的现状进行分

析，探讨情境教学法融入儿童舞蹈教学的实施原则以及

相关教学策略。

1��情境教学法的概念与教学意义

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下的情境教学法就是教师制定

特定的教学目的，通过创设生动形象的情境来激发儿童

的感官体验，调动儿童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儿

童在课堂上的学习体验，使儿童变被动为主动。它的最

大目标就是通过有趣生动的语言、角色扮演、模拟游戏

等方式来激发儿童的情感，把在课堂上要学的东西转换

成具体的视觉画面，让儿童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学

会知识和技巧，充分发挥儿童的学习潜能。情境教学法

相对于传统的“赶鸭子上架”的教学方式，能充分调动

儿童的学习动力，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使得课堂更具

娱乐性和趣味性。由于儿童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从形象

开始的，而外在的世界又是通过形象而进入儿童的意识

的[1]。因此，情境教学法就建立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

在教学中，教师通过创造特定的教学情境，可以激发儿

童的认知情感，激发儿童的自主学习能力。情境式的学

习方法突破了以往的机械式的教育模式，让儿童在开放

的，互动的，活跃的，放松的学习环境中学习的。对于

儿童舞蹈教学有着明显促进作用。在儿童舞蹈中，儿童

能够通过舞蹈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并且陶冶情操，提

升艺术修养。因此，教师在创设情境时要紧紧抓住儿童

的心理特征，灵活地使用情境教学，充分发挥舞蹈的吸

引力，让儿童感受到舞蹈的快乐。

2��儿童舞蹈教学现状

2.1  缺乏有效的教学手段
存在部分教师分不清普通舞蹈与儿童舞蹈的区别。

在教学上，过于注重基本功的传授，将欢乐的课堂转变

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课。基本功是儿童舞蹈教学的一个

关键环节，这就造成了一些教师让儿童在整堂课当中都

在练基本动作。如此强烈的培训会使儿童的背部疼痛，

而且在这样枯燥的教室里，儿童从教师身上学到的东西

也会大大减少。并不能为儿童提供很好的学习经验，就

有可能使儿童对跳舞失去兴趣。

2.2  缺乏科学性的教学方法
近年来，儿童舞蹈作为一种培养儿童艺术素养和身

体协调性的重要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父母的青睐，但

是这种受欢迎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

是一些从事儿童舞蹈教学的教师并没有对儿童舞蹈进行

系统的科学研究，缺乏科学的研究支撑，导致许多儿童

舞蹈课程难以形成一个正规、有序的教学体系，这些教

师往往不能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来制定合理的教学

计划，从而对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儿

童的骨骼、肌肉和神经系统都处于发育阶段，如果舞蹈

动作设计不合理或教学方法不科学，很可能会造成儿童

身体受伤或发育不良。

2.3  教师反思意识亟待提高
目前，我国儿童舞蹈教师教育观念比较薄弱，儿童

是教学的主要对象，然而在进行舞蹈教学时，教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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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儿童的主体性，不能把教学的中心转向儿童。教

师的反思意识存在欠缺，不能很好的对于教学的过程及

时进行反思，并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导致儿童舞蹈教

学更多呈现“形式化”的现象[2]，针对不同水平的儿童，

教师并不能合理制定教学计划，制约儿童舞蹈教学向高

效率课堂的转变。

3��儿童舞蹈教学的实施原则

情境教学法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儿童参加舞蹈课的

热情，增强其对舞蹈的兴趣与热情，创造一个愉快、放

松的学习环境。但是，在实践中，教师应该遵循一定的

原则，既要保证儿童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又要保

证儿童的学习能力能够得以提高。

3.1  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
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对于儿童舞蹈教学而言，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使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得以体现，教师在进

行相关教学设计时，将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为主要教学

导向，通过创设多种情境，使儿童能够在教学活动、游

戏中锻炼舞蹈能力，从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而且在

儿童舞蹈教学中，教师也要将儿童的实际学习能力与情

绪感受都考虑进去，不能给儿童带来太大的压力与紧迫

感。以免使得儿童在进行相关舞蹈联系当中，产生心理

上的落差，进而使得儿童对于舞蹈学习失去兴趣。而是

要让儿童在一种放松、快乐的氛围中，去学习相关舞蹈

知识。

3.2  对儿童个体差异的尊重
在儿童舞蹈教学当中，教师要秉承“以人为本”的

教学理念，尊重每个儿童的个体差异，通过创设情境的

形式，让每位儿童都能在相应的舞蹈模块学习当中有

所进步，在教学目标设计环节，教师要结合儿童的实际

能力以及不同儿童之间的学习差距，做到因人制宜，在

教学过程当中对每一个儿童都给予关怀，让每一个儿童

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和个性的发展，把儿童看作是社会

的一份子，对儿童的个性和尊严要给予充分尊重[3]。儿

童在进行实际的舞蹈练习当中，教师也要有一颗包容、

关怀的心去指导。因为存在部分儿童生对舞蹈有较好的

理解能力，舞蹈基本功也很扎实，对于新讲解的舞蹈动

作也能做到很好的吸收，然而，这类儿童更多是少数，

因此，教师在展开具体的舞蹈教学时，要进行耐心地引

导。从而使得全体儿童都能够有所进步。

4��情境式教学在儿童舞蹈教学中渗透的实施对策

4.1  创设角色扮演情境，提高舞蹈教育质量
将角色扮演引入到舞蹈教学中，可分为课前导入、

基本功训练和能力提升三个阶段。在课前导入阶段，教

师通过引入游戏活动，使儿童提炼情境中的各种角色，

并对各种人物的行为特征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基本功训

练阶段，主要是训练儿童对基本舞蹈动作的掌握，针对

不同的扮演角色，对其进行舞蹈编排，指导儿童进行练

习以及体验。在能力提升阶段，教师的教学重心应放在

创设角色扮演的情境中，让儿童在玩耍中参与舞蹈学

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引导，提高儿童的学习

积极性。

就拿儿童舞“小燕子”来说，教师在上课之前，就

可以选择适当的背景音乐，利用乐曲来创造节奏感强的

角色扮演气氛。在基本功训练环节，教师再根据“小燕

子”的特点，对其中的舞蹈动作进行梳理，并通过给儿

童演示运动来增强儿童的参与感。例如，教师可以用塑

料板制作一对燕翼，让儿童通过这两个部件去体会燕子

在空中飞舞的样子。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设置设定舞

蹈大圆圈来规划燕子的飞翔轨迹，让儿童可以有条不紊

地去学。在学习技能方面，儿童可以分成两个一组进行

学习。每个小组都是一只手握着一只翅膀，另一只手握

着一条尾巴，形成一个“燕子”，让儿童在计划好的舞

蹈轨迹上进行自身的表演，看看哪一组表现得最好。当

评价儿童的舞蹈动作时，教师要注重表扬，加强儿童的

舞蹈自信心，使儿童能够在创设的游戏情境当中完成相

应的舞蹈学习。

4.2  与生活情景相融合，提高儿童参与感
儿童舞蹈教学可以培养儿童优良的个性品质，培养

活泼健康的心理。当儿童的活动参与度不高，而且常常

会把相关舞蹈课程遗忘时，教师可以通过情境教育，将

儿童的生活与舞蹈相融合，使儿童与舞蹈课堂的关系更

加紧密。通过对肢体语言和肢体语言的理解，使儿童能

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舞蹈的内容。教师也要注重自己的

解释和指导，要简洁、清晰，让儿童能够完全理解。有

很多儿童的舞蹈，都是跟儿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帮助

儿童更好地了解舞蹈的内涵，使其能准确、生动、形象

地进行舞蹈演绎[4]。如“小花伞”、“可爱的儿童”“我

爱我的家”都是从儿童的生活中提取出来的。这种舞蹈

呈现的内容非常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可以激发儿童的

学习兴趣。帮助儿童理解和记住相应的舞步。所以，教

师在课堂上要有耐性，将生活情境与舞蹈结合起来，营

造一种温暖、愉快的气氛，让教学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

息，唤醒儿童的天性与学习激情。

4.3  创设故事情境
“故事情境法”就是教师把一个故事情境当作是一

种教育内容，通过对其进行直接说明或讲述的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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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民族的舞蹈特征通过讲解的形式进行相关呈现。并

将有关的舞蹈文化知识直接传授给儿童。故事的生动性

可以让儿童专注与所创设的情境之中，并有可能引起深

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教师还可以开展带有故事特点

的教学活动。在实际的舞蹈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可以这

样说：“请想像一下，你的双腿就是两支指挥棒。每一

个学生都是一名指挥家，在接下来的旁开腿练习当中，

每个人都要用自己的“指挥棒”，演奏出最优美的曲

子。两条腿都要站得笔直，别忘了踮起脚尖，瞧一瞧哪

位指挥家能自信地指挥整支曲子。儿童便会使用他们的

想象力来训练舞蹈动作，其舞姿和想像力都会有明显的

提高。另外，还应该看到，舞蹈教师对舞蹈动作进行描

绘中，所运用的语言是充满丰富性的。通过故事化、情

景化、形象化、拟人化等的描述方法，让儿童进入多姿

多彩的幻想和创作世界，在情境中体验到跳舞的韵味。

“在儿童的舞蹈教学中，生动活泼的语言是叙述和拟人

的一个关键环节。”例如，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教师

要使用合适的语言来激发儿童的舞蹈动作，描绘出跳舞

的情境，并且在剧情的语境中，儿童在教师的语言引导

下，分为若干小组，用肢体语言来诠释故事中的不同角

色，并发掘出所饰演的角色的不同肢体部分以及它们的

位置与形状，并与自身的身体部位相对比[5]。”创设故事

情境能帮助儿童加深对舞蹈及所蕴含文化内涵的了解，

提升儿童的基础舞蹈核心素养。

4.4  创设绘本教学情境丰富舞蹈教学形式
绘本尽管是以图片的形式所展开的，但是它的内容

却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教师在创设绘本教学情境时，

可以选择采取多种不同的教学方式，根据具体的舞蹈

内容，将相关的绘画内容融入到舞蹈教学当中，让儿童

更好地了解绘本书，进行多种类型的舞蹈教育，同时教

师还能给儿童带来多样化的舞蹈经验，在特定的教育阶

段，要根据不同的课程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舞蹈韵律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儿童挑选一些比

较容易的人物绘本书。如绘图有较显著的角色，教师可

将该角色特点与舞蹈进行组合。提取相应舞蹈动作，以

此来确定舞蹈律动。针对舞蹈游戏模块，教师可以在某

些绘本书中添加一些生活的游戏，例如《点点点》，教

师就可以将绘本书中所展现出来的数量和形状的改变，

让儿童用玩的方式来演练队列，例如，像是小兔子在拔

萝卜，教师就可以设定一个合适的游戏规则，“在最

后，小朋友要有动物的跳舞的动作。”在舞蹈剧目模块

中，教师可以根据绘本主题来挑选一些舞蹈剧本，尽量

挑选一些故事性较好的，以主要剧情人物为中心，在沉

浸式的氛围中，根据儿童的特点来给演出进行角色分

配，经过教师的修饰，然后以舞蹈片断的方式进行小组

训练，最后组合成一支完整的舞蹈。这样，儿童与教师

之间的合作，不仅能够提高儿童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

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团体合作。

结语

要使儿童对跳舞产生兴趣，并且热爱舞蹈，教师便

可以运用基于情境认知与学习下的情境教学法为儿童创

造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有效地唤起儿童的情绪感知，

通过教学情境激发儿童对舞蹈的兴趣，能使儿童在学习

的同时，艺术素养得以提升，同时还能在各方面发展儿

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儿童的舞蹈学习能力得到有效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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