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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舞蹈是蕴含丰富艺术性的肢体动作,通过有节奏的形体表现从而表达情感。当前高职院校舞蹈

教学是以技能训练为主体的教学内容,在培养学生对美的欣赏能力和审美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此结合实际情况,探究在舞蹈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的可行性策略,从而为提升高职院校舞蹈课程教

学质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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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nce is a rich artistic body movement, which expresses emotion through the rhythmic physical 

expression. At present, dance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s skill training as the main teaching 

conten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reciate beauty and aesthetic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paper will explore the feasible strategy of infilt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dance teaching,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dance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gui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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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高职院校是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的重要基地,其着重培养具有创新意识、

符合社会实际需求、具备扎实技能的专

业化人才。其中舞蹈是高职院校设置的

独立学科之一,舞蹈课程的人才培养目

标是培养熟练掌握表演、教学及编导等

内容的综合型人才,从社会人才需求角

度分析,对于很多行业而言,舞蹈课程是

必修课,通过舞蹈教学的系统性训练,促

使学生掌握常见的舞蹈风格特点、舞蹈

技巧和基础的舞蹈文化知识,从而更好

地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1 高职院校舞蹈教学课程的特

点及发展现状 

当前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超的教学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两

者侧重点不同,因此,在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时,关注点也存在较大差距。以舞蹈课

程教学为主,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教学

对象的能力水平有很大差异,较本科院

校相比,高职院校生源更为复杂,来源广

泛,其中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 对口升

学的高职毕业生等,学生来源广泛,以往

接受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学生的基础

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异,很多学生可能已

经接受了一定的舞蹈训练,有了一定的

基本功,同时还存在零基础的学生。另外

学生文化水平存在差异,很多学生的文

化知识较为薄弱,主动学习能力差,由于

这部分学生基础薄弱,学习过程进展缓

慢,很容易产生厌学情绪,久而久之失去

了学习积极性,这导致高职的舞蹈教学

工作产生极大的挑战[1]。 

近些年,随着教育改革深度实施,高

职院校也顺应教育发展形势,不断扩大招

生规模。学生数量大量增加,然而学校的

师资力量及教学设施等无法满足日益增

加的学生规模,使得舞蹈课程原本的小班

教学逐渐向大班化发展,同时高职院校多

为三年学制,再加上半年的实践时间,真

正学习时间只有两年半,为了完成教学任

务,教师多数都提高教学速度,并压缩基

础训练时间,这导致学生基本功不够扎实,

而舞蹈课程教学是一项以实践和技能训

练为主导的课程,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自

然导致舞蹈课程虚有其表,学生的学习效

果预期有很大差距。另外高职院校目前教

学模式单一,教师教学方法无法激发学生

主动性,在教学时也很容易忽视舞蹈文化

教育,这种模式自然导致高职院校的学生

只了解了舞蹈的“形”,但对于舞蹈的“神”

流于形式,这对于学生的日后发展及社会

实践应用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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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在高职院校舞蹈教

学中渗透的重要作用 

通常情况下,高职院校的学生自身

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于思政的关注度

也相对较低,综合来看,具有更强的自我

意识。同时,高职院校的舞蹈专业学生相

较于文化课,更注重专业课知识,因此很

多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不感兴趣,甚至

认为此部分内容没有价值,这导致很多学

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思政教育价值和内涵,

导致学生的自身社会责任感较低,自身职

业道德素养有待完善,并且很多高职学生

认为专业课程内容对于其自身日后发展

有重要作用,因此,学生对其投入了较大

的重视,基于此,在高职院校舞蹈教学中

融入思思政教育,在课堂教学中适当引入

思政教育内容是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品质

的有效途径,所以高职院校可结合实际情

况,在开展舞蹈教学时适当引入思政教

育内容,以专业课程为主体,渗透思政思

想理念,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形成良好

的职业道德。在高职舞蹈教学课堂中渗

透思政教育,不仅利于学生接受思想政

治内容,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觉悟,还能有

效利用学生对舞蹈专业课程教学的兴趣,

增加学生参与思政教育的热情,因此,在

舞蹈教学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专业课

教师结合实际教学情况进行引导,这对

于提升学生道德水准、树立正确思想观

念、提高思想政治高度有重要作用[2]。 

3 课程思政教育在舞蹈教学中

实现渗透的可行性策略 

高职院校舞蹈教学活动以舞蹈文化

讲解、基本功训练、实践教学活动等为

主要内容,想要在舞蹈教学中有效渗透

思政教育,专业课教师需要以舞蹈教学

课堂为载体,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思想政

治教学理念,结合舞蹈文化的教育活动,

在审美能力培育过程中融入思政理念。 

3.1坚持立德树人为人才培养的基

础目标。随着教育改革深度实施,我国的

教育体系发生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先

进教学理念为教育活动提供指导,同时

随着时代发展,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得到

有效认识,教育部门积极号召推动思政

教育高效开展落实,且国家领导人也在

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指出：“办好学校思政课就是要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这一认知也成为在课堂教学中渗透

思政教育的指导思想。对于高职院校的舞

蹈教学而言,也需要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

人才培养的基础目标,坚持将“育人”与

“教学”放于同等地位,以此为基础调整

舞蹈教学相关活动,例如在选择教材时尽

可能以爱国主义教育题材的艺术作品为

主,并认真分析作品的价值和内涵,紧密

结合时代发展需求选择适宜的作品,在教

学过程中坚持以时代背景为主线,为深度

挖掘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并分析作品创作

背景,总结经典文化的价值。另外在舞蹈

教学中教师还需要时刻抓住机会渗透爱

国主义思想,比如在舞蹈练习时,启发学

生对舞蹈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在表演时融

入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而在浓厚的爱

国教育氛围中引导学生掌握思想政治教

育知识,逐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3]。 

3.2在美育教育中渗透思想政治教

育。高职院校中舞蹈教学课程是培养学生

审美的重要渠道,舞蹈教学中实践训练占

据很大部分,优美的舞蹈动作中充分体现

了真正美,同时舞蹈动作中通过肢体表现

出的艺术性引导学生对美有正确认知,舞

蹈基本功训练中以“开、绷、直、立”为

审美标准,这些动作的练习可助力学生拥

有挺拔的身体和柔韧有力的肢体协调能

力,例如在中国古典舞训练中,教师会向

学生传授“拧、倾、圆、曲”的舞蹈精髓,

学生在教师带领练习中,深刻体会到了我

国传统文化中“以圆为美”的审美内涵。

通过多种舞蹈风格的学习,学生认识并了

解不同民族的审美风格,无形中提升了学

生的文化包容度及思想开阔性,有效提升

学生审美能力。在舞蹈教学实践活动中渗

透思政教育可引导学生在切身体会中更

为深刻地认识到真、善、美和假、恶、丑,

最终助力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 

3.3树立“以生为本”的舞蹈教学理

念。新课程标准中“以生为本” 是明确

的教学理念,高职院校的舞蹈课程也以

新课程标准相关要求为参考,遵循学生

身心发展客观规律,并认识到学生是学

习的主体,真正做到将课堂还给学生。在

高职舞蹈教学课堂中,教师需要充分尊

重学生的意见和想法,并认可学生之间

的差异,在教学中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

提出不同的教学目标,最大限度实现因

材施教,并摒弃传统的“唯成绩论”评价

方式,采用更为全面立体的评价方式多角

度、全方位地评价学生,从而引导学生实

现多元化发展,真正发挥素质教育的内

涵。在推动思政教育和舞蹈教学渗透过程

中,教师需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在渗

透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时,接纳学生的反

馈,并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调整思

想政治教学方法,如此才能确保舞蹈教

学和思想政治教学实现有效融合[4]。 

4 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和舞蹈教

学处于共生关系,两者之间可以相互促

进。在此结合高职院校舞蹈教学的特点

和当前舞蹈教学的发展现状,为后文提

出课程思政教育在舞蹈教学中实现渗透

的可行性策略奠定基础,以期通过本文

的讨论,为我国高职院校深度推进思想

政治教育在舞蹈教学中渗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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