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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间舞蹈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充分展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特点，在儿童舞蹈教育进程中发挥河北‚非

遗‛民间舞的作用，有利于培养儿童艺术气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分析当前儿童舞蹈教育现状，通过设定鲜明的民间舞

蹈教学目标、创新舞蹈教学形式、融入表演元素、创设情境式教学氛围等方式实现河北‚非遗‛民间舞的文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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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danc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wisdom of the working people in China, which fully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Playing the role of Hebe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 dance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dance education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children's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promot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ren's dance education and realizes the cultural penetration of Hebe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lk dance by setting distinct folk dance teaching objectives, innovating dance teaching forms, integrating 

performance elements and creat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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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间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基于人民群众的情感表达和休闲娱乐生活，是人民自发组织并传承的文化艺术形式。儿童

舞蹈教育是舞蹈教学的基础，对儿童舞蹈学习兴趣、审美观念以及艺术思维能力的培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将民间舞蹈用于儿童舞蹈教学，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具有教育意义。 

1 儿童舞蹈教育教学现状 

分析当前儿童舞蹈教育现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1）缺乏对民族民间舞蹈元素的重视度。教师在组织教学期

间没有意识到民间舞蹈教育的重要意义，没有将实际教育与民间舞蹈文化艺术有效融合。有的教师只是将舞蹈技术和

动作要领作为主要内容，导致儿童只是学习表演动作，却没有体会到民间舞蹈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利于文化的传

承与发扬。（2）缺失儿童民间舞蹈教学审美观念。儿童时期形成的思维模式会对整体思维认知产生影响，由于教师没

有认识到舞蹈艺术与民间文化融合的深刻价值，导致儿童逐渐缺乏相应的艺术观念，无法在舞蹈中实现情感抒发。（3）

儿童民间舞蹈教育目标出现错位。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舞蹈形式也会不同，现阶段由于

儿童舞蹈教育体系的缺失，导致民间舞蹈教育目标发生错位问题。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忽略了民间舞蹈背后的文化价值，

未对儿童进行舞蹈发展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传输，使儿童舞蹈表演文化的底蕴逐渐丧失，久而久之，儿童失去学习兴趣
[1]
。 

2 儿童舞蹈教育中河北“非遗”民间舞渗入途径 

2.1 设定明确的儿童民间舞蹈教学目标 

在儿童民间舞蹈教学期间，鲜明的教学目标对于舞蹈教学课程的顺利开展有着重要意义。教师根据民间舞蹈元素

体现符合儿童表演的肢体动作元素，使舞蹈中带有属于儿童的情绪特征，结合儿童舞蹈动作特点编制层次化舞蹈教学

模式。与此同时，教师在教育中循序渐进的培养儿童对动作的观察与分析能力，提升儿童创新思维能力。民间舞蹈教

学期间，将河北民间舞蹈元素信息提炼与应用作为教学的核心，使儿童舞蹈创编更加合理，采用练习法、欣赏观摩法

等方式优化儿童舞蹈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 

2.2 创新舞蹈教学形式 

对儿童舞蹈教育形式的创新是保证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根据儿童舞蹈教学特点，分析民间舞蹈中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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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文化元素，在教学活动组织期间可同时采用探究式教学模式和信息化教育模式两种舞蹈教学形式。比如在探究式舞

蹈教育活动中，先为儿童设置相应的教育目标，短期的教育目标能够让舞蹈任务有效实现，吸引儿童在课程中的注意力；

信息化教育模式中，教师可根据实际教学条件，在充分了解河北民间舞蹈元素与地域性特征后，应用多媒体课件在课前

播放关于河北民间舞蹈的视频，通过展示真实的舞蹈内容，激发儿童对学习民间舞蹈的好奇心。与此同时，引导儿童对

视频中的舞蹈动作进行模仿练习，在反复练习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肢体动作要领，为接下来的深入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了让民间舞蹈元素和儿童舞蹈教育之间充分融合，教师应充分意识到民间舞蹈教学对提升儿童舞蹈教育的意义，

在高效应用河北非遗民间舞蹈元素的同时，促进儿童舞蹈教育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教学实践中，为了更好的发挥

民族舞蹈的地域性优势，教师引导儿童对舞蹈动作做出模仿，从而对传统艺术形式获得初步感知。接着，再深入挖掘

民间舞蹈的传统文化内涵，提高舞蹈教学的艺术价值，对儿童舞蹈动作进行生活化设计，提高课堂效率。比如昌黎地

秧歌教学过程中，向学生讲解当地文化特色，融合秧歌舞蹈的服饰特点，通过文化背景介绍，提升教学效果
[2]
。 

2.3 在舞蹈教学中融入表演元素 

该阶段的儿童处于思维定性的重要阶段，他们对社会信息资源缺乏充足的接受能力，对民间非遗舞蹈与舞蹈文化

没有足够的求知欲。且多数民间舞蹈以肢体动作为主，儿童缺乏适应能力，学习起来比较困难。面对这一情况，教师

可以针对儿童的好奇心与思维逻辑意识不够完整的特征，在舞蹈教学中避免对民间舞蹈艺术元素的直接阐述，防止儿

童感到枯燥乏味，试着以生活化的方式让儿童认可民间舞蹈，对河北非遗民间舞蹈背后的历史文化与人文风俗产生浓

厚的兴趣。试着通过举办舞蹈表演竞赛，锻炼儿童在比赛环境中的心理素质和团队协作能力。或者组织儿童前往社区、

敬老院等地区开展民间舞蹈表演活动，通过多元化表演平台的创造，为儿童舞蹈艺术表现能力的提升提供帮助。根据

不同儿童在性格和身体素质方面存在的差异，组织舞蹈教育活动时以融入表演元素为基础，采用层次化教学措施。比

如对于有着较强运动能力的儿童，向其传授民间舞蹈动作要领；对于思维敏捷的儿童，可以民间舞蹈发展中的历史故

事作为切入点，传授舞蹈知识，从而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 

2.4 创设情境式舞蹈教学氛围 

现如今，河北民间舞蹈经过历史的长河已有千年文化积淀，在发展期间已成为传统民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民间

舞蹈是民间传统的艺术模式，在具有传统舞蹈表演特点的同时，也兼具大众娱乐性。因此，教师可结合民间舞蹈教学

特性，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结合舞蹈发展的特定背景，为儿童构建情境化教学模式，转变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激发

儿童的学习兴趣。目前民间舞蹈拥有多元化组织模式，比如经典重现舞蹈、劳动性表演舞蹈，在教学中可根据具体的

舞蹈形成过程与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课程引入，提升儿童对动作学习的主动性。比如在徐水狮舞民间舞蹈教学期间，播

放当地人民群众的舞蹈视频，通过几个不同视频的对比分析，从表现主题、音乐风格、舞蹈形式以及服装特色等方面

入手，引导儿童加深对舞蹈肢体动作的记忆，提高学习能力
[3]
。 

河北“非遗”民间舞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被劳动人民传承，其舞种最多可达 140 种，比如保定地平跷、昌黎地秧

歌、徐水狮舞等，这些舞蹈是经过当地劳动人民长期实践而演变的，具有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特色，是人们的情感载体，

也是河北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儿童舞蹈教学期间为学生创设真实的舞蹈情境，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比如在课堂

中进行承德满族非遗舞蹈《竹板落子》的教学，该舞蹈得名于舞者手执大板和碎子，一边演奏一边舞蹈，集舞蹈、戏

曲艺术于一体，舞步简单，站立时要求儿童挺拔，行走时稳健有力，跳跃时灵动激越，伴随着大板与碎子的节奏声，

整个舞蹈带给人欢快豪放之感。教学时，教师应适当降低舞蹈难度，以节奏为主，带领儿童在快节奏的音乐中第一拍

右小腿向后抬起，腰部向左拧，头部向后看向右脚，同时左手背后敲击碎子，右手在左腿外侧敲击大板，第二拍相反。 

6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民间舞蹈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有着重要意义。在具体的儿童舞蹈教学

与民间舞蹈艺术融合过程中，教师应充分结合民间舞蹈发展的时代背景，联合儿童思维特点，对舞蹈动作展开优化设计，

使儿童在掌握动作的基础上领悟河北“非遗”民间舞蹈的深刻内涵，为儿童对民间舞蹈艺术感知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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