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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分析--教材

本节课是第三章民族民间舞第三节汉族民间舞的内容，是汉族舞蹈课

程学习的第三课，为二年级的技能考试的考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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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用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等职业学校用书《舞蹈》，

本书共六个章节。

全书主要包含了舞蹈基本知识理论与舞蹈基本功训练，民族民间舞

蹈，幼儿舞蹈教育，以及舞蹈作品赏析等内容，教材内容涵盖面广,

且内容相对专业，能力教学较为浅显易学，较为适用于学前教育专

业的学生学习。



一、教学分析--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汉族舞蹈小看戏第

一片段动作与队形

◆掌握汉族舞蹈动作风格

能力目标

◆学会拆分舞蹈剧目结构

◆学会舞蹈动作节奏口令

情感目标

◆体会汉族舞蹈动作表演

感觉

◆感受群舞队形空间变化



一、教学分析--学情

知识水平

技能水平

职业素养

◆学生已有一年舞蹈课程学习基础，能够快

速的掌握基本动作

◆已学习傣族，维族，朝鲜族等民族舞蹈，

暂时初步学习汉族舞蹈基础动作

◆ 绝大部分学生为零基础舞蹈水平，没

有舞蹈技术技能能力

◆经过一年学习，已有舞蹈表演能力

◆能够具有舞台表演能力

◆为学前教育工作实践储备业务能力



二、教学策略--素养要求

教师创设情境启发、引导，学生自主探究、思考、讨论、交流学习成果。

新课程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因此，本课在教学的设计上将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自

己的探索加上教师的引导，使学生的探究一步

步走向深入，从中体会到探究的乐趣、知识的

魅力、应用的价值，开阔学生的视野，锻炼学

生的思维。



二、教学策略--重难点

舞蹈动作与队形，节奏的协调

流畅表现

舞蹈片段动作与队形，节奏的衔接



二、教学策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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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策略--教法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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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过程

二. 热身训练—芭蕾基本功组合

• 中间：头部

• 地面：勾绷脚+压胯+旁压腿

• 把杆：擦地+小踢+蹲+立半脚尖

• 中间流动：上步点步转

• 中间：小跳+放松练习

第一部分：常规练习与复习

一.  站队，点名，安全教育

常规检查

设计意图：

热身训练是常规舞蹈课的基础，能够帮助学生提
高自身的身体素质能力，以备于接受更高难度的
舞蹈知识学习。

民族民间舞蹈是二年级下学期技能舞蹈考试的重
点内容，需每节课都要进行巩固练习。

确定无学生人数异常情况，有利于班级管理，以
及预防意外情况发生，安全教育是学校学生需要
学习的必备知识，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于自身与他
人的人身安全意识。



六、教学过程

剧目复习

2. 朝鲜族舞蹈组合——《阿里郎》1. 傣族舞蹈组合——《月亮》



六、教学过程

第二部分：新课教学

①了解舞蹈表演内容
② 跟随音乐进行节拍练习

参加游戏活动
③了解即将学习的内容，

并回答问题
④展示学生自行学习的

舞蹈片段

学生活动

导入：

①介绍小作品历史文化背景

②播放小看戏音乐，歌词

用过游戏进行竞答

③播放队形变化图片

④学生进行回课展示

老师活动

①让学生理解动作表演内容

②了解节奏结构

掌握歌词内容

③教师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

④教师了解学生的实践表演

能力

设计意图



恢复动作练习的同时，加入
音乐节奏的配合，这是完成
完整片段教学的重要部分，
也是完成队形配合前的重要

环节

六、教学过程

教师范教学：

1.学生进行观看回顾

2. 学生进行跟随练习

4.进行配乐练习

老师活动

1.播放微课视频

2.教师带领练习

3.学生自主练习

4.进行动作+音乐配乐练习

3.学生自主口令练习



六、教学过程

教师示范教学：

1. 组队队形变化练习

1. 插空成4排

单排5人双排6人

依次起造型

2. 流动成两横排插空

第一排11人

第二排11人

3. 流动成三角形，第一排1人，

以此类推为2，3，4，5，7，

让学生熟悉队形变化和空间

距离移动，反复练习的过程

中，让学生形成空间的条件

反射。



六、教学过程

2. 组队队形+动作变化练习
1. 此队形为2×8/8拍

①8/8拍--红色方块造型变化

②8/8拍--紫色方块造型变化

（依次造型变化）

2. 此队形为2×8/8拍：

动作（一）

①8/8拍（面向3,7点）

后踢步左起依次左右6拍，

双手甩花，7拍后踏步，

8拍下蹲造型

②8/8拍（面向1点）

后踢步左起依次左右6拍，

双手甩花，7拍后踏步，

8拍下蹲造型

通过造型的层次变化训练学

生对节奏和队形的敏感度。

相同动作在不同队形变化和

流动，对学生的动作要求性

更高，更能训练学生的动作

表现能力。



六、教学过程

3.此队形为5×8/8拍：

动作（二）

①8/8拍（面向1点）

双手甩花，后踢步左起依次左右3拍，4拍后踏步，左手2点前伸左绕花，

5拍单臂花至腰原地踏步，6拍单臂花至肩，7-8拍下蹲斜上方推拉

②8/8拍（面向1点）同①8/8拍重复动作

③8/8拍（面向1点）1-2拍后踏步左手平摆至与肩齐平，右手头顶盖手，3-

4拍反向重复，5-6拍蹲转双臂花收至胸前，7-8拍造型

④8/8拍（面向8点），1-2拍由8点起范儿，蝴蝶花，前踢步至2点方向，3-

4拍原地颤步三下，5-6拍右腿前踢

（如图：节奏层次变化）

双臂右斜上方甩花，7-8拍原地双手甩花

⑤8/8拍（面向1点）

1-2拍蚌壳花，后踏步转身

3-4拍双臂花，收腿

5-6拍8点蝴蝶花，前踢步

7-8拍2点蝴蝶花，前踢步

此队形动作为齐舞部分，需

要团队的整齐性，要求学生

的动作要有标准的规范度。



六、教学过程

3. 组队队形+动作+音乐变化练习

◆音乐播放与教师口令+动作配合练习

◆个别动作与队形强调与个别音乐衔接

◆多次进行音乐练习

重点提问：

 完成度不高的动作

 学生困难度提问

与音乐的配合才是完整组合的完成，每一个完整

的组合都是各方面协调的表演的过程，在这个过

程初期需要很多不同的角度的多此训练与磨合，

本节课的难点也在于此，因此在这个环节需要更

多的师生互动与交流，解决难点突出重点，提高

学习水平与能力表现。



七、教学评价设计

评价内容 汉族舞蹈-小看戏片段 班级 17学前1班 评价日期 2018.12.19

评价项目
大个组 中个组 小个组

优 良 中 差 优 良 中 差 优 良 中 差

课堂表现

回答问题

作业态度

知识掌握

综合评价 寄语



八、作业与拓展练习

复习汉族舞蹈——《小看戏》片段

微课视频预习片段二的动作任务



谢谢聆听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