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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中国教育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和挑战。近年来，中国各高校在注重培养学生专业能力的

同时，更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水平的培养，因此，高校开

设舞蹈课堂为中国打造全方位发展的综合素质人才，是学

生能够在学校期间接受舞蹈艺术的熏陶，提升自身的审美

能力。同时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打

破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更新颖的舞蹈课堂，

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舞蹈能力。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逐渐被应用在教育

领域，这就有效地开拓了教师的教学视野，也为舞蹈课堂

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教师能够在互联网中寻找

到更多的舞蹈教学素材，为学生展示更多的舞蹈种类，使

学生对舞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互联网的环境下，教师可将学生的学习信息以及自

身的身体素质数据录入到网络信息库中，计算机会根据学

生的学习状况进行数据分析，为学生制定完善的舞蹈学习

计划。

教师能够通过互联网为学生建立网络舞蹈学习平台，

学生在网络平台中可以找到自身想要学习的舞蹈课程，充

分体现出学生在舞蹈课程中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对舞蹈

学习的需求，提升学生对舞蹈课堂学习的兴趣 [1]。

互联网具有实效性，教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最新的舞

蹈信息，并将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整理归纳，从而融入舞

蹈课堂教学当中，使自身的教学方法能够与时俱进，顺应

时代的发展需求，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舞蹈教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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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舞蹈教学课堂起步较晚，大部分高校对此重

视程度不足，因此导致高校内部缺乏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

人才，而高校内现有的舞蹈教师综合素质水平也有待提高。

在中国舞蹈课堂并未兴起时，高校的舞蹈学生并不多，因此

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但随着人们对舞蹈学习

越来越重视，高校舞蹈学生也越来越多，师资力量也逐渐不

足，这就导致舞蹈教学由针对性教学变成了众多学生一起上

课，也因此一名舞蹈教师同时要教授上百名学生。教师在这

样的舞蹈课堂中分身乏术，对每名学生无法兼顾，这就致使

舞蹈课堂质量不高。

教师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对学生的舞蹈需求

不甚了解，习惯性地将自身放在舞蹈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并

且在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学生的舞蹈技能和动作要求，这

样单一的舞蹈教学方式并不能提升学生对舞蹈的学习兴趣，

甚至还会使学生产生厌学的消极情绪。教师在进行舞蹈教学

时，选择的舞蹈过于单一不具有灵活性，并对学生的动作姿

势要求较高，这样刻板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对舞蹈动作的

创新能力，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的舞蹈教学，同时教师

在课堂上不能与学生进行舞蹈互动，致使学生对舞蹈课堂的

参与度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生对舞蹈学习失去

兴趣。

中国高校舞蹈专业的学生大多都是参加艺考毕业的艺

术类专业学生，而艺考对于学生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因此

大部分舞蹈学生的文化理论知识基础并不扎实，再加上教师

在课堂中更注重对学生进行舞蹈动作指导，对理论知识的教

育也只是在实践课程中进行渗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摄取。但还有一部分高校受中国传统教育

思想的影响，仅注重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并不重视

培训学生的实践能力，这就致使学生不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

训练进行有效地结合。由此来看来，以上两种现象均不能达

到理想的舞蹈教学效果。

中国互联网时代来临，正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其中

蕴含丰富的舞蹈教学资源，为教师查找教学素材提供了便

利。资源共享是互联网的主要特征，教师可以充分地利用这

一点在互联网中寻找舞蹈素材对学生进行舞蹈教学，并将

找到的素材进行资源整合，使其能够融入进舞蹈课堂当中。

教师不光要对学生进行教材中的舞蹈教学实践，也要有效开

阔学生的视野，将课外知识融入进舞蹈课堂，使学生能够丰

富自身的舞蹈知识，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教师将整合的信

息资源上传到网络数据库中，以便于学生能够快速地找到自

身所需要的舞蹈视频进行观看，这样也有利于学生对较难

的舞蹈动作进行反复观看，以此来加强学生对舞蹈的学习能

力。这样的教学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教育理念，能够满足学生

对舞蹈学习的需求，教师也可以针对学生不同的舞蹈基础对

资源进行分类整理，比便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在相应的资源板

块寻找到适合自身的舞蹈学习方式。教师也可以通过互联网与

其他学校进行沟通交流，并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在这样的平台

当中，教师可以吸取其他教师的教学经验来提升自身的课堂教

学水平，构建庞大的舞蹈教学资源平台，并利用计算机对资源

进行科学的归纳整理，从而使教学资源能够更加的全面 [2]。

将互联网融入舞蹈教学课堂为教师的教学模式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教师可以将互联网与传统的舞蹈教学模式进

行有效结合，促进课堂质量的提高。例如，教师可以利用

翻转课堂的形式，充分地体现出学生在舞蹈课堂中的主导地

位，加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以便于教师能够充分

的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并根据学生的喜好转变自身的教学

模式，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舞蹈能力，促

使其能够主动地练习舞蹈，增加学生对舞蹈课堂的参与度 [3]。

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随机播放音乐，让学生根据音乐的意境

做出自认为相符的舞蹈动作，这样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对舞

蹈动作的创新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绝对音感，促使学生能

够把握好音乐的节奏，并跟随音乐做出相应的动作。这样的

教学方式能够活跃舞蹈的课堂气氛，使学生能够积极的融入

课堂，并放松自身的心情，使身体能够更加灵活柔软，同时

也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学生不再惧怕教师，增进了

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互联网技术逐渐走进学生的大学生活，现代大学生都

利用网络来获取自身想取得的信息，因此高校应顺应时代的

发展需求构建互联网舞蹈学习平台。例如，教师可以利用

MOOC、微课的形式对学生进行舞蹈辅助教学，教师将自身

上课的内容录制下来并上传到数据库中，也可以上传相关的

舞蹈视频，这样学生在课后也能对教师所教授的知识进行温

习。教师也可以创建微信公众号，并由相关的舞蹈教师对平

台进行管理，适时的发布一些相关的舞蹈教学资料，同时实

（下转第 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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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创新高校舞蹈教学可以立足学生差异，激

发学生潜力，提升学生学习内驱力，强化学生艺术领悟能力。

因此，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创新教学模式，将表象式训练模式

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支架式教学模式相结合，作为舞蹈教

学的常态，激发学生舞蹈学习热情，在形成舞蹈动作概念的

同时，提升学习自主性和创新能力，最终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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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即使不在课堂当中也能使师生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

从而促进学生对舞蹈知识的学习，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同时教师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互联网对学生进行教学过程

以及教学效果的评价，学生在舞蹈教学网站中都是实名认证

的，因此教师可以在互联网终端了解到学生是否对网络的教

学视频进行学习，也可以查看到学生对每个视频的点击量，

以此来判断学生对网络平台的利用效果，再结合学生在课堂

中的表现情况对学生进行科学的学习评价。教师将互联网教

学方式作为评价效果之一，从而督促学生积极地利用网络平

台的教学资源提升自身的舞蹈能力。

综上所述，高校的舞蹈教学课堂应充分地利用互联网

对学生展开教学，并打破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模式，丰富学生

的上课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从而提升自身的舞蹈能力，

满足学生对舞蹈课堂的需求。同时教师也应不断地提升自身

的教学水平，转变教学理念，为学生构建健康的网络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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