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学前教育已成为国家

重点改革和发展的对象。幼儿是祖国的未来，而作为新一代的

幼儿教师，我们要致力于培养他们成为今后可全面发展的人

才。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同时也是培养一个人创造能力的媒

介。根据幼儿的年龄特征及身心发展的特点，舞蹈教育无论是

在促进幼儿心理还是生理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幼儿园

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教师在幼儿艺术教育中，应视幼儿为

创造的主体，给幼儿创造自由表现的机会，培养幼儿表现美、
创造美的情趣。本文主要从幼儿园舞蹈教育活动中存在的问

题为出发点，认真研究其形成的原因及解决存在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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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儿园舞蹈教育活动的现状

（一）幼儿园艺术领域课程设置不合理

当前的幼儿园课程设置， 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单一式教

育活动，而是呈现出了综合化、多元化的趋势。 幼儿园舞蹈教

育活动的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其他领域的教育活动中体现舞

蹈教育。在幼儿园各科教育活动当中，音乐活动中把舞蹈教育

渗透进去，以舞蹈作为活动的始末出现在教育活动当中。幼儿

园在课程设置上， 舞蹈教育活动通常只贯穿在其他领域的活

动当中，专门的舞蹈课较少，而且大多数舞蹈活动不是以教育

为目的而开展的教育活动， 而是为了一些节日需要排节目而

跳舞，虽然这也是舞蹈活动的一种形式，但它更多地具有针对

性，教育性不够。
（二）幼儿园舞蹈教育活动的内容的选择

示范性幼儿舞蹈。 这种舞蹈教学的形式要求教师必须做

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创编性幼儿舞蹈。通过观察生活中的事物

积累素材， 在教师的引导下用肢体语言来表现出所要表达的

动作和情感。 成人化的舞蹈。 一些幼儿园在舞蹈教育活动中，
会选择一些成人化的教学内容或方法。

（三）教学过程中忽视了对幼儿舞蹈兴趣及审美教育的培养

舞蹈教育中常用的方法就是教师示范，幼儿模仿。教师将

准备好的舞蹈动作教给幼儿。在教授新舞蹈的过程中，有些教

师为了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会一遍一遍地给幼儿教授动作。
有些幼儿本身的身体协调性不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而教师

如果不给予正确且恰当的引导方式， 就会让幼儿缺乏学习舞

蹈的兴趣。
二、幼儿园舞蹈教育活动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幼儿舞蹈教育的规范性不足

幼儿园作为教育的主体， 对舞蹈教育的长远规划与目标

制定的不够明确， 这种不足就表现在幼儿园舞蹈教育的课程

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 课程设置不合理，舞蹈教育活动的比

重偏少，不能与其他领域课程进行很好的融洽，这都给幼儿综

合素质的发展带来了阻碍。

（二）幼儿舞蹈教师素质不高

虽然国家正在培养更多优秀的幼儿教师， 但是幼儿舞蹈

教师的水平却参差不齐， 有些根本没有经过专业的舞蹈培训

就上岗执教，缺乏相应的舞蹈教学素质；另外，一些幼儿舞蹈

教师虽然毕业于专业的舞蹈院校，受过专业的舞蹈培训，但是

由于缺乏幼儿教育的理论知识和幼儿教学的经验， 也很难适

应幼儿舞蹈教育的发展需要。
（三）家长对幼儿舞蹈教育的观念定位不准确

如 今 的 家 长 为 了 将 孩 子 培 养 成 为 自 己 心 目 中 优 秀 的 孩

子，从小就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大量的精力与资金，认为“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报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认为

这样就可以让孩子全面发展。但是往往却忽略了很多问题，导

致家长在教育观念上还存在着误区。
三、幼儿园舞蹈教育活动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教师应当加强对幼儿审美教育的培养

《纲要》中指出，强调音乐教育的主要目标和价值取向是

使幼儿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并且培养幼儿表现美、创造美

的情趣。 在幼儿艺术教育中，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
而不仅仅是一个目标。 培养幼儿的审美情趣， 假如孩子长大

了，他们可以将这种美感应用于生活和工作中，那么，艺术教

育的一项重要目标就达到了。
（二）改变教学形式和方法

以培养幼儿对舞蹈的兴趣为主。 选择适合幼儿的教学内

容，尝试用多种方法引起幼儿兴趣，关注每一位幼儿的真实想

法和表现，将幼儿已有的经验和情感转移到情境中，培养幼儿

对于舞蹈的领悟力。 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舞蹈内容采用不同

的教学方法，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在教学过程中，多用一些简

单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来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舞蹈的教学

不是为了让幼儿只是机械地将动作学会， 而是让幼儿感受到

舞蹈所带来的快乐。
（三）家长改变教育观念，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如今的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将孩子送进各种各样的

培训班，有些孩子喜欢舞蹈，而有些孩子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家长应该在明确孩子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之后， 再决定孩子

的发展。在幼儿的发展中，舞蹈只是作为一个兴趣爱好伴随幼

儿的成长，家长不应该强迫幼儿学习舞蹈，这样会使幼儿失去

学习舞蹈的信心，家长应该多鼓励幼儿，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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