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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mmon Problems in Rehearsing Dance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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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 theory course covers all majors in art colleges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wa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rofessional classes of art colleges. 
Dance, as an important artistic performance style, has the power to arouse people’s resonance. At present, rehearsing dance works is 
actively exploring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rt theory 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common 
problems of rehearsing dance works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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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舞蹈作品排练的常见问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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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艺术理论课覆盖各高校艺术学院的各个专业，在课程思政视域下，探索一条将思政教育融入艺术院校专业课堂的有效途径是
非常有必要的。舞蹈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表演样式，有着引发人共鸣的力量。目前，舞蹈作品排练正在积极探索艺术理论课
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论文围绕课程思政视域下舞蹈作品排练的常见问题展开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

课程思政视域；舞蹈作品排练；问题

1 引言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培养各方面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舞蹈专业作为高校艺术学院的重点

专业，其艺术理论课是艺术院校的专业基础课程，而思想政

治理论又是融入理论课程的重要内容。例如，在今年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很多高校音乐与舞蹈学院新学期的教学工作通

过“云课堂”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根据学校和音乐与舞

蹈学院疫情防控期间的线上教学部署和安排，理论教学部全

体教师以创新的精神和务实的举措，守好线上课堂主阵地，

把灾难当教材，积极挖掘疫情素材，上好特殊时期的课程思政。

由此可见，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舞蹈作品排练，有利于创作

出更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

2 课程思政的概念及意义

通过课程思政的融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

清晰明线，贯彻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中，充分挖掘思政元素，

创新教学方法，担起课程育人职责，潜移默化地实现了价值

引领，能使各个学科的教学方向更加明晰。课程思政视域下

的各学科教学，就是为了借助思想政治教育，以正确的、科

学的、进步的价值道德观念规范引导学生的思想及行为 [1]。

思政教育在学生学习生涯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当前新的发展形势下，各学科建设必须要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社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一代后备力量。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未

来的希望和继承者，只有以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去引导、塑

造他们，才能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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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得以提高。因此，必须要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课

程思政理念能深刻贯彻落实到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之中。在课

程思政视域下开展各项教学活动，是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及

能力的一条必经之路，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

面发展。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之下，很多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主要集中在智育上，却忽略了德育的重要价值。课程思政作

为学校教育目标的回归，它本身就是一种对阶段学校教育教

学的纠偏。长时间以来，很多学校德育教育弱化的倾向十分

突出：一些教育主管部门仅仅将考试成绩和升学率来作为评

价学校优劣的根本指标 [2]。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总是强调知

识的重要性，技能的重要性，虽然学生学到了丰富的知识，

扎实的技能，但是有一些学生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思政教育

熏陶，出现了崇洋媚外的倾向，这样的状况与我们长期以来

倡导的教育目标是不符合的，因此必须要进行纠正。

很多学校长时间被应试教育左右，没有将德育培育的重

要性凸现出来。从古至今，教育都是包括智育和德育两个方

面，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专门场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

社会培养和输送更多有用的人才，才能为社会发展贡献更多

的人才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国家富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

立德树人，一所高校，仅仅注重文化课程教学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成绩好、品德差，本身就不符合综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

要求。学生接受到的教育应该是全方面的，有利于综合素养

的培养和提升 [3]。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仅仅偏重于文化

知识的传授，而没有进行道德教育，那么这种教学方式必然

是失败的，使教学完全成为了一种只看结果，不尊重过程的

手段。德育问题本身就不能与各个学科的教学工作分离开来，

它必须要同其他教育问题必然地、广泛深远地联系在一起的。

课程思政视域下，各学科教学都应该设定更加明确的教育教

学目标，贯彻教育的初衷，让学校教育回归本来的目标，让

学校文化课程与艺术课程都能同思想政治课程紧密结合起来，

思政教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一个引领者，由它带头，

使各学科能同向同行，共同担当起育人的重要责任，共同落

实好学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 课程思政视域下舞蹈作品排练的常见问题

课程思政视域下舞蹈作品排练的常见问题主要有：旧的

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课程思政的新要求以及高校师生对于课

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高。

3.1 旧的教学方法已经不适应课程思政的新要求

从古到今，舞蹈都是一种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

进化的艺术样式。各种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舞蹈艺术，直

接生动地表现了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和人生价值，能使人在观

看欣赏的同时，引发强烈的共鸣 [4]。在历史长河中，舞蹈艺

术发展的轨迹与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饱含着人民特有的精神和品格，体现着时

代的特征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在课程思政视域下，舞蹈作品

排练也应该有与时俱进的变化。课程思政不同于别的专业课

程，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共鸣、情怀

的点燃和使命的唤起。如果在舞蹈作品排练过程中，教师忽

略了教学对象的需求，一味说教灌输，课堂气氛难以真正活

跃起来。只有充分关注学生的话语体系需求、专业需求和问

题需求，才能无障碍形成教与学的磁场，才能保证思政课的

有效性。课程思政视域下，舞蹈作品排练务必要更新形式，

创新内容，很多学校目前正在通过“课程思政”，来探索“三

全育人”的改革与创新。积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格局的形式，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利用课堂、

特别是碎片化时间，培育学生的综合素养。

3.2 高校师生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高

中国舞蹈艺术源远流长，其艺术内涵与理论知识十分丰

富，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师具备非常高的文化素

养和政治素养。但是，就当前高校的思政教育课程教学现状

来看，能将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元素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进

行科学融合的教师是极少的一部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

因就是教师与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也没有认

识到课程思政视域背景下舞蹈作品排练的新变化、新要求 [5]。

有很多教师并不注重思想品德建设对于启发教育学生更具创

造性的作用，将教学重心更多的放在了舞蹈课程的基础理论

知识方面，不重视与时俱进，结合时政热点来进行理论分析

和实践创作，这不仅导致舞蹈教学效果不佳，还使作品缺乏

深刻的时代内涵，因而难以发出鼓舞人心的重要力量。除了

教师的因素以外，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也普遍不高，

学生往往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养、思想水平等的限制，认识

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于舞蹈作品排练的重要指导意义，

学习该门课程时，主要就是在教师的指引下解读思政教育课

程的政治内容，却忽略了其中的文化内涵，不能将其与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很好地融合，思政教育在舞蹈作品排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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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度不高，也没能真正的调动起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

舞蹈作品排练缺乏积极内容的引导，脱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还容易导致了学生缺乏文化自信，从而出现一些崇洋

媚外的现象等。

4 课程思政视域下提升舞蹈作品排练水平的

策略

4.1 理论结合实践，发挥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充分发挥“课

程思政”在舞蹈作品排练中的主渠道作用，高校必须要注重

将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6]。很多学校已经在“课程思政”实践

教学方面做了积极的实践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教学

成果。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党团活动、课堂教学、专业实践、

社会服务等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并将教学成果以文艺节目的

形式进行汇报演出。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

价值和长远意义。如何科学地挖掘出蕴藏于艺术课程中的思

政教育之价值，使艺术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得以正确有效并

且是长时间的发挥，是摆在艺术教育工作者们面前的一道迫

切而深刻的课题。既不能脱离实践谈理论，也不可能缺乏理

论的指导。在课程思政背景之下，舞蹈作品排练应该积极的

融入先进的思想政治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

出更多优秀的舞蹈作品。

4.2 加强宣传引导，提升高校师生对于课程思政的重

视程度

高校师生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高，是阻碍课程思

政融入舞蹈作品排练的一个重要因素。舞蹈艺术本身就是一

种富有感染力的情感语言，学生在训练中、在表演中不断学

习理论知识。将思政教育积极的融入到舞蹈作品排练当中，

不仅将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形象化、艺术化，还以美育人、

以文化人，真正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引导学生增强道

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在舞蹈作

品排练当中融入课程思政教育，其目的就是要打破传统的舞

蹈艺术形式，通过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舞蹈作品积极引导

学生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斗志。在宣传教育的

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学习，增强自身对于政治思想内涵的

了解，才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

5 结语

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舞蹈人才，高校教师必须要注重课程

思政的深刻内涵，继续推动“课程思政”，进一步完善课程

思政改革行动计划，充分挖掘舞蹈课程的思政元素，进一步

优化和创新“治理先导，标准引领”的“三全育人”体系，

有效打通工作落实的盲区及断点。只有这样，才能使舞蹈始

终贯彻时事政治的主线，保持其原本的教学目标，明确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此来推动中国舞蹈艺术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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