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级舞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三年制）

一、专业名称与代码

专业名称：舞蹈教育专业

专业代码：570112K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

三、学业年限

三至五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

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

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举

例

教育与体育大

类（57）

教育类

（5701）

教育（83）

文化艺术

业（4689）

普通小学教育

（p8322）

技能培训、教育

辅助及其他教

育（p8391）

文化艺术教育

（p8394)

职业技能培训

（p8392)

艺术培训

艺术指导

活动策划与组

织

少儿舞蹈教师

职业技能考级

认证教师

普通话等级证书

教师资格证

舞蹈类考级证（北京舞蹈学院等）

礼仪教师资格证

美育舞蹈指导师证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主要面向各类中小学校、各级少年宫、社会艺术培训、群众文艺团体等艺术单位，

培养能够胜任舞蹈教学、管理与服务等岗位工作，具备健康的审美情趣，职业素质高、就业

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创新创业精神，掌握舞蹈教育的基础理论

和专业技能，具备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及职业核心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紧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

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

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2）人文素养与科学素质：具有较为宽阔的视野，具有一定创新思维能力与人文和科

学素养，具备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有较强的审美能力。具有正确的文艺观，坚持舞蹈艺

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以及科学、严谨的训练方法。

（3）身心素质：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具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自我管

理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具有一定的审

美和人文素养。积极乐观的态度、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全的人格品质。

（4）专业素质：具有正确的审美观，较强的艺术修养，良好的艺术品格，坚韧不拔的

艺术精神及精益求精的艺术态度，体现修学唯真、修德唯正、修艺唯美的艺术追求，具备舞

蹈职业发展基础和自主创业能力，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

（1）了解中西方舞蹈艺术常识，熟悉不同风格舞种的基本特点。

（2）了解艺术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基础知识。

（3）熟悉舞蹈教学教法的基础知识、舞蹈编创的基本知识。

（4）熟悉校园文化、群众文化活动策划与指导相关知识。

（5）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6）熟练掌握现代办公应用软件、及互联网等现代教学手段。

（7）掌握教育基本理论知识和训练方法。

（8）掌握舞蹈教育核心课相关的理论知识及训练方法。

（9）掌握舞蹈教学相关的音乐基础知识。

（10）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较好地运用计算机处理文字、表格、图像等的基础能力以及艺术专业学习与

实践中必需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4）具有较好的舞蹈基本技能和舞蹈教学能力。

（5）具有舞蹈不同种类、风格、形式的表现语汇。

（6）具有一定的舞蹈编创和音乐处理能力。

（7）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和舞蹈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

（8）具有一定的就业、创业能力。

（9）具有校园文化、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指导与执行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专业核心课程

（一）课程体系的架构与进阶表

根据社会需求调研，本专业构建“艺术素质+专业技能+综合实践应用”的“三维推进”

“能力进阶”模块化课程体系，公共素质素养类课程奠定学生人生底色，专业技能课程由“专

业群平台+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四大模块构成，从专业基础能力到专业技

术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以及专业拓展和岗位适应能力的培养，在深度上延伸，向宽度上拓展，

打造舞蹈教育专业特长，体现个性化培养特点，最后通过校内外实践和顶岗实习培养职业综

合能力，素质逐步提升，能力逐层进阶。



“艺术素质+专业技能+综合实践应用”的“三维推进”“能力进阶”模块化课程体系

形体礼仪

现代教育技术

中国古典舞

训练

核心职

业能力

美育素

质课

教师教

育素质

课

专业基

础课

专业核

心课

专业拓

展课

综合实

践课

能 力 进 阶

基本功素质
训练Ⅰ

第一阶段

基础能力

第二阶段

技术能力与核心能力

第三阶段

核心能力

第四阶段

拓展及岗位适

中国民族民间

舞（综合）1 儿童舞蹈剧

目编创
儿童舞蹈教学

设计与实践

第五、六学期

艺术概论
教育教学知

识与能力

第三、四学期第一、二学期

顶

岗

实

习

小学儿童发
展与教育
心理学

教育研究

方法

中国民族民

间舞（岭南）

儿童戏剧表

演与创编

舞蹈教学方

法与实践

音乐欣赏

与剪辑
应用钢琴

教学法

编舞技法与

实践

学校班级管理

与活动设计

教育法规与

教师职业道

德
基本功素质
训练Ⅱ

教育心理学

数字技能应

用

中国民族民

间舞（综合）

Ⅱ

儿童舞蹈表

演与排练

顶

岗

实

习

毕业设计
化妆造型

教育见习

舞蹈解刨学

奥尔夫系列

音乐教学法

教师口语

与书写

外国民族

民间舞

就业技能

指导

舞美与设计



（二）专业核心课程设置

序号
课程名

称
教学单元内容

教学活动

能力要求

参考

学时

1
舞蹈解

剖学

1、舞蹈解剖学
的概念、研究内
容。
2、舞蹈解剖学
的方法学介绍。
3、学习舞蹈解
剖学的主要任
务、基本观点和
方法。
4、舞蹈解剖学
的发展简史：解
剖学的定位术
语。

1、通过理论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人体各系统

器官的形态结构特点，

2、掌握人体运动的解剖学基础，并能够理论联系

实际，分析体育运动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3、掌握舞蹈解剖学实验观察的基本方法，提高学

生的实践技能，为学生后续相关课程学习及科学

进行教学等奠定坚实基础。

32

2

中国民

族民间

舞岭南

1.岭南舞蹈训
练
2.岭南舞蹈传
统组合训练
3.岭南舞蹈传
统综合表演训
练

1.通过对岭南地区风俗和舞蹈特征的讲解，加强

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对民间舞蹈的素材积

累。

2.通过对各岭南地区风格、技巧、短句到传统组

合的训练，提升学生的综合表演能力，在课堂教

学中强调动作规格要领讲解，让学生变被动为主

动，逐渐形成一定的教学指导能力及组合编排能

力。

3.通过完成各组合间的衔接，完成课堂汇报与交

流。着重解决学生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同时

具备一定的学习分析能力。

64

3

儿童舞

蹈剧目

编创

1.少儿舞蹈编
舞技法
2.形象捕捉
3.即兴编舞训
练

4.创意思维结

构作品能力

1．掌握少儿舞蹈作品特点，学习少儿舞蹈编创基

础知识。

2．通过肢体探索及想象能力训练，能够具有较好

的舞蹈形象创作能力。

3．能够较熟练的掌握动作创作开发能力、舞蹈技

术技巧运用能力、舞蹈动作发展与变化创新能力。

4.能够通过自己或者团队创作少儿舞蹈小品或片

段。

64



4

儿童舞

蹈表演

与排练

1.作品欣赏与
讲解
2.主题动作训
练
3.调度训练
4.动作规范性
训练
5.作品表现力
训练
6.舞台合成训
练

1.课上通过对作品的分析形成解读肢体语言的能

力和作品的理解力，并在课后观摩大量少儿舞蹈

视频资料，总结少儿舞蹈表现特点。

2.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模仿能力，以及对方位、

方向、空间的正确感知能力，逐步熟悉舞台队形

调度，并具备较强的剧目排练能力和组织能力。

3.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舞美、音乐、灯光、道具及

服装的相关知识，形成舞台合成能力和应变能力。

64

5

儿童舞

蹈教学

设计与

实践

1.儿童舞蹈教
学基础原理
2.儿童教育基
本规律的掌握
4.儿童舞蹈教
学过程设计
5.儿童舞蹈教
学能力与专业
技能
6.儿童舞蹈教
学设计能力与
综合实践

1.熟悉儿童舞蹈教育发展史、舞蹈教学原理等知

识内容，掌握儿童舞蹈教育基础理论与规律，使

学生具备基本的儿童舞蹈教育理念及教学方法。

2.结合相关中国古典舞基本功、剧目排练与教学、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基础训练，能把握舞蹈审美
风格与表现力，具备较强的儿童舞蹈教学综合能
力。

3.运用音乐素养、舞蹈学科基础等辅助课程，培

养学生儿童舞蹈教学设计能力。

32

6

舞蹈教

学与实

践

1.舞蹈教学实
践
2.教学能力实
践
3.教学方法实
践

1．运用教学实践、舞蹈教育学、教师演讲与口才

等核心课程，让学生在一定专业知识和实践理论

的指导下展开教学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思辨转

化能力，挖掘学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实操技能。

2．基于舞蹈教学方法课程的延续，增设舞蹈教学

实践的体验，进一步在教师指导下熟练身体表现

与专业技能的教学转化，增强综合教学实操能力。

3．在舞蹈教学实践中掌握开发学生的创意思维、

灵活运用肢体语汇的能力。

32



七、学时学分安排

舞蹈教育专业课程学时与学分分配表（三年制）

课程模块 学时数 学时占％ 学分数 学分占％

基本素质课 728 29.1% 38 25.50%

美育素质课 64 2.6% 4 2.68%

教师教育素质课 224 8.93% 14 9.40%

专业基础课（含专业群平台课） 384 15.31% 24 16.11%

专业核心课 288 11.48% 18 12.08%

专业拓展课（含系内限选课、公

共选修课）
320 12.76% 20 13.42%

综合实践课 496 19.78% 31 20.81%

合计 2504 100.00% 149 100.00%

理论课总学时 851 33.99%

实践课总学时 1653 66.01%

合计 2504 100% 149 100%



八、教学进程表

课程类型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学

分

考核

方式

学时

总数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按学年及学期教学周数

性质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各课程每周学时数

基

本

素

质

课

1 1A01010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Ⅰ 必修 1.5 考试 24 24 0 1.5

2 1A01010002 思想道德与法治Ⅱ 必修 1 考试 16 16 0 1.0

3 1A0101000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1.5 考试 28 28 0 1.5

4 1A0101000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考试 48 48 0 3.0

5 1A01010005 形势与政策Ⅰ 必修 0.25 考查 8 8 0 0.25



6 1A01010006 形势与政策Ⅱ 必修 0.25 考查 8 8 0.25

7 1A01010007 形势与政策Ⅲ 必修 0.25 考查 8 8 0.25

8 1A01010008 形势与政策Ⅳ 必修 0.25 考查 8 8 0.25

9 1A01010009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Ⅰ 必修 0.5 考查 8 8 0.5

10 1A01010010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Ⅱ 必修 0.5 考查 8 8 0.5

11 1A01010011 中国共产党简史 必修 1 考查 18 18 0 1.0

12 1A010100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试 32 32 0 2.0



13 1A07010001 大学语文 I 必修 1 考试 16 12 4 1.0

14 1A07010002 大学语文 II 必修 1 考试 16 12 4 1.0

15 1A07010003 实用英语Ⅰ 必修 1 考试 16 12 4 1.0

16 1A07010004 实用英语Ⅱ 必修 2 考试 32 22 10 2.0

17 1A07010005 应用写作

必修

1 考查 16 12 4

1.0

18 1A07010006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必修

1 考查 16 12 4 1.0

19 1A07010007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1 考查 16 16 0 1.0



20 1A07010008 军事理论 必修 2 考查 32 32 0 2.0

21 1A07010009 军事技能 必修 2 考查 112 0 112 2.0

22 1A07010010 国家安全教育 必修 1 考查 16 6 10 0.2 0.2 0.2 0.2 0.1 0.1

23 1A07010011 大学生健康教育 必修 1 考查 16 16 0 1.0

24 1A07010012 劳动教育 必修 2 考查 32 16 16 1.10 0.30 0.20 0.20 0.10 0.10

25 1A09010001 体育与健康Ⅰ 必修 2 考试 36 4 32 2

26 1A09010002 体育与健康Ⅱ 必修 2 考试 36 4 32 2



27 1A09010003 体育与健康Ⅲ 必修 2 考试 36 4 32 2

28 1A08010001 计算机应用基础 I 必修 1 考试 18 9 9 1.0

29 1A08010002 计算机应用基础 II 必修 2 考试 36 18 18 2.0

30 1A12010001 创新创业通识课 必修 1 考查 16 14 2 1

小计 38 0 728 419 309 15.02 9.25 3.62 6.62 3.2 0.2

美育素质课

1 1A07020078 艺术概论 必修 2 考查 32 32 2

2 1A03040175 形体礼仪 必修 2 考查 32 32 2

小计 4 0 64 32 32 4 0 0 0 0 0



教师教育素

质课

1 1A11020040
小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2 1A11020041 现代教育技术 限选 2 考试 32 32 2

3 1A11020042 教育研究方法 限选 2 考试 32 32 2

4 1A11030072
教育法规与教师职业道

德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5 1A11020044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6 1A11020045 教育心理学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7 1A11010008 教师口语与书写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小计 14 224 192 32 2 6 4 2



专业基础课

1 1A03010004 基本功素质训练Ⅰ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2 1A03010005 基本功素质训练Ⅱ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3 1A11020048
中国民族民间舞（综合

1）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4 1A11020054
中国民族民间舞（综合

2）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5 1A11020050 中国古典舞训练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6 1A11020051 编舞技法与实践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7 1A11020041 外国民族民间舞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小计 24 384 0 384 8 10 4 2 0 0

专

业

核

心

课

1 1A11020053 舞蹈解刨学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2

1A

11020049

中国民族民间舞（岭南）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3 1A11020055 儿童舞蹈剧目编创 必修 4 考试 64 32 32 4



4 1A11020056 儿童舞蹈表演与排练 必修 4 考试 64 32 32 4

5 1A11020057
儿童舞蹈教学设计与

实践
必修 2 考试 32 16 16 2

6 1A11020058 舞蹈教学方法与实践 必修 2 考试 32 16 16 2

小计 18 0 288 128 160 0 0 12 6 0 0

专业拓展课

（含系内限选

课、公共选修

课）

1 1A11010023
学校班级管理与活动设

计
限选 1 考查 16 16 1

2 1A11030103 儿童戏剧表演与创编 限选 2 考查 32 32 2



3 1A11010022 应用钢琴教学法Ⅰ 限选 2 考查 32 32 2

4 1A11020062
奥尔夫系列音乐教学

法
限选 2 考查 32 32 2

5 1A11020063 音乐欣赏与剪辑 限选 1 考查 16 16 1

6 1A11020059 就业能力指导 限选 1 考查 16 16 1

7 1A11020060 舞美与设计 限选 1 考查 16 16 1

8 1A11020064 数字技能应用 限选 1 考查 16 16 1

9 1A05020003 化妆造型 限选 1 考查 16 16 1



10 公共选修课 公选 8 考查 128 64 64 4 2 2

小计 20 0 320 80 240 2 9 5 2 2 0

综合实践课

1 1A11020067 毕业设计 必修 1 考查 16 16 1

2 1A11020068
教育见习（舞蹈教育/

校外）
必修 6 考查 96 96 1 1 1 1 2

3 1A11020069 顶岗实习（舞蹈教育） 必修 24 考查 384 384 8 16

小计 31 0 496 0 496 1 1 1 1 11 16

总计 149 0 2504 851 1653 32.02 35.25 29.62 19.62 16.20 16.20



九、实施保障

1.专任教师

序号 核心课程 主讲教师 数量

1 舞蹈解剖学

任课教师应为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并具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

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了解和关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

与相关技术发展，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 2 年以上舞蹈解剖学课程教学经验。

1

2

中国民族民间

舞岭南

任课教师应为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并具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

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了解和关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

与相关技术发展，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 2 年以上中国民间舞教学或表演经验。

1

3
儿童舞蹈剧目

编创

任课教师应为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并具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

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了解和关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

与相关技术发展，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 2年以上舞台演出或舞蹈编创经验。

1

4
儿童舞蹈表演

与排练

任课教师应为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并具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

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了解和关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

与相关技术发展，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 2 年以上创作或舞台演出经验。

1

5
儿童舞蹈教学

设计与实践

任课教师应为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并具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

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了解和关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

与相关技术发展，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 2年以上舞蹈教学经验。

1

6
舞蹈教学方法

与实践

任课教师应为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并具有

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

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了解和关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

与相关技术发展，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 2年教育学经验。

1



2.兼职教师

序号 课程 兼职教师 数量

1
班级管理与

活动设计

兼任教师应为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岗位工作经验；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

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1

2
儿童戏剧表演

与创编

兼任教师应为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岗位工作经验；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

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1

3
音乐欣赏

与剪辑

兼任教师应为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岗位工作经验；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

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1

4 数字技能应用

兼任教师应为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岗位工作经验；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

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1

5
应用钢琴

教学法

兼任教师应为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岗位工作经验；能承担本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

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1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训基地

舞蹈教育专业校内实训环境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实训项目 对应课程名称 学生数

1 小剧场

表演管理、剧场管理现场实操项目

（舞蹈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参加“职业教育周”等志愿者服务

参加社团活动组织的志愿者服务

舞蹈科学运动与实

践、艺术实践、毕业

演出、少儿舞蹈剧目

排练、少儿舞蹈剧目

编创

100 人

2
声音训练实

训室
歌曲演唱、排练、普通话技能训练

普通话技能训练、音

乐基础、学校班级管

理与活动设计

50 人

3
教学实践实

训室

教材视频录制、教学实践、学生社

团演出等

舞蹈教学方法、舞蹈

教学与实践、舞蹈剧

目、少儿舞蹈编舞技

法毕业演出

50 人

4
舞蹈实训教

室
实践教学与展示、期末综合展示

舞蹈教学法、基础训

练、民间舞、舞蹈剧

目、少儿编舞技法、

现代舞、中国古典舞

训练

30 人

5
数码钢琴

实训室
实践教学与展示、期末综合展示 数码钢琴 50 人

6

音乐表演实

训室 专业综合展示 声乐演唱 80 人



2.校外实训基地

序号 基地所在单位名称 主要合作内容 接纳学生数

1 执信南路小学

教育见习、教育实习、顶岗实习

30

2 水荫路小学 30

3 广州儿童活动中心 30

4 南海狮山中心小学 30

5 南海横岗小学 30

6 南海大沥实验小学 30

7 广州方圆教育集团 100

8 南海灯湖小学 30

9 南海狮山实验学校 30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1）教材符合正确的政治方向及明确的高职类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2）优选本校教师正式出版的教材以及校内校本教材。

（2）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教材应优先选用国家级或部委级的“优秀教材”和“推

荐教材”，其次选用规划统编教材（教材出版时间距离授课学年5年以内），除特殊情

况外，一般不使用其它教材。

（3）专业拓展课程可根据需要选用教材或自编教材。

2.图书文献及数字资源配备

图书馆应配备教育专业纸质图书100册/人，电子图书10册/人，提供阅读图书文献及数字

资源的设备和阅览室，供学生自习或自学；专业核心课程应建设网络课程或信息化教学平台，

丰富课堂教学方式；构建或购买舞蹈教育专业课程网络在线资源。

（1）《礼仪舞蹈形体训练教材》王芃 南方出版传媒广东花城出版集团 ISBN

978-7-5360-9572-4

（2）《广东连南瑶族长鼓舞》林薇佳 丁然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361-6287-7。

（3）《舞蹈教育学》吕艺生 上海音乐出版社2020.09 ISBN978-7-80553-777-1

（4）《素质教育舞蹈》吕艺生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9.01 ISBN9787552305920

（5）《舞蹈教育战略与发展》王国宾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09 ISBN978706676455

（6）《舞蹈教育思想与教师教学设计》石雁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1.04

ISBN9787506875059

（7）《中小学舞蹈教学设计》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11 ISBN97875523022424

（8）《幼儿舞蹈教学指导》黄式茂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2.05ISBN978705531878

（9）《舞蹈基本功训练教学法》杨凤琴 郭春敏 柳文杰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1ISBN978 -7-5621-8888-9

（10）《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潘志涛，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02，ISBN

978-7-80667-636-3。

（11）《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法》李瑞林 战肃容 王瑞雪 2017.09 ISBN9787562187240

（12）《中国古典舞身韵教学法》，唐满城，金浩，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8，ISBN

978-7-80667-597-7



（13）《古典芭蕾基础教学法》，张玉萍，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7，ISBN

978-7-5523-0444-2。

（14）《中国民族民间舞教学组合编排法》 周萍 黄奕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9，ISBN 7-04-015913-9。

（15）《舞蹈基训课教学训练科学方法》杨欧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21.07

ISBN9887503970683

（16）《舞蹈力量训练原理与方法》杨欧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7.11

ISBN9787562193890

（17）《中小学民族民间舞舞蹈特色教材.高级篇》杨敏 刘瑞娟 魏逢 林青 清华大学

出版社 2018.04 ISBN9787302495826

（18）《舞蹈创作心理学》，胡尔岩，上海音乐出版社，2017.11，ISBN 978-5523-12

（19）《舞蹈创作理论基础》，许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12，ISBN 978-7-5672-166

（20）《中国古典舞形体训练方法研究》，刘玉珍，2017.8，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621-8861-2。

（21）《民族舞蹈技术技巧》，马云霞，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10，ISBN

978-7-81108-710-9

（22）《中国民族民间舞（女班）》曹亮红 张种丽 2012.12 ISBN9787307203334

（23）《舞蹈编导基础》金秋 孙龙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02 ISBN 978704042182

（24）《想象 构思 形成：儿童舞蹈教育与创作》杨晴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9.11

ISBN9787206165412

（25）《群舞编导基础理论与技术技法教程》张守和 李玲琰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13.08

ISBN 97871040038566

（26）《舞蹈与舞蹈创编》薛莲莉 毛瑾 李岚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6.09

ISBN9787568231138

（27）《新时期舞蹈美学与舞蹈教育研究》丁妮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21.10

ISBN9787563969975

（28）《广东瑶族舞蹈与音乐艺术》，汤耶碧，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9，ISBN

978-7-5623-2883-4

（29）《翩翩长鼓：广东瑶族长鼓舞》，范秀炎 吴卫清，广东教育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406-9981-9。



（四）教学方法

1.倡导“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方法

以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为目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科学的理论知识，

在专业实训室进行情境式教学，促进学生对专业和职业的认知；按照课程规范要求开展教学

活动，训练学生的创新教学思维，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创新能力。

2.组合式教学模式

专业技能课程采用组合学习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锻炼学生的主动思考能

力、模仿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等，培养学生从学习组合到编创组合，逐步提升学生的专业技

能。

3.理论+实践教学模式

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采取应用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方法，让学生转换身份，体验教师的角

色，从备课到讲课到教学评价与总结，培养学生对舞蹈教学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检验学生

对核心知识掌握的程度。

（五）学习评价

为深化高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合本专业特色和岗位能力需求

情况，建立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能力为标准的学习评价体系。由评价方法、评价标

准、评价场地、评价主体等四个方面组成。

能力

模块 考核方式 评价标准 考核场地 评价主体

职业

基础

能力

模块

1.笔试（答卷）

2.口试

3.现场测试

1 过程考核：40%

（1） 出勤情况 10%

（2） 作业情况 10%

（3） 第二课堂10%

（4） 社会实践10%

2.修毕考核：60%

（1） 笔试或口试（理论课程）30%

（2） 现场测试（实践课程）30%

1. 校内实

训场所

2.校外实

训基地

校内专任

教师



技术能力

与核心能

力模块

1.舞台展示

2.现场模拟

1.过程考核 40%

（1）出勤10%

（2）作业情况10%

（3）社会实践10%

（4）第二课堂10%

2.修毕考核 60%

（1）毕业汇报展示30%

（2）现场模拟（舞蹈教学法）30%

1.舞蹈实训室

2.小剧场

3.文体馆

4.校外实

践基地

1.校内专任

教师

2.校外实践

基地人员

3.行业企业

专家

拓展

能力

1.舞台展示

2.书面报告

1 过程考核 40%

（1）出勤情况 10%

（2）作业情况 10%

（3）第二课堂10%

（4）实践10%

2.修毕考核

（1）展示《少儿舞台演出组织与排

演》、《普通话技能训练》40%

（2）提交书面报告《简历制作》20%

1.舞蹈实训室

2.文体馆

3.小剧场

4.校外实践基

地

1.校内任教

师

2.校外实践

基地人员

3.行业企业

专家

岗位

工作

能力

1.教育见习

2.教育实习

3.顶岗实习

1.过程考核 60%

（1）出勤率、工作态度、责任意识 20%

（实习单位）

（2）业务能力 20%（实习单位）

（3）实习过程反馈 20%（校内指导教

师）

2.终结性考核40%

（1）实习总结 20%（校内指导教师）

（2）实习手册 20%（校内指导教师）

1．校外实训基

地

2.学生自主联

系实习单位

1. 实习单

位指导教师

2. 校内实

习指导教师



（六）质量管理

为保证和提高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树立质量意识和全面的质量观，严格把好质量关，

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估督导体系，形成分析、评价、反馈制度，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达

到最佳教学效果。

1、抓好专业核心课程与教师教育素质课程的建设与教学。舞蹈教育专业职业核心技能

主要通过该专业核心课程来实现，职业核心素质则由教师教育素质课来体现，抓好核心课程

与教师教育素质课程的建设与教学尤为重要，系部成立由专业带头人、专业负责人、企业专

家组成的质量监控小组，主要评估、监控核心课程与教师教育素质课程的建设与教学情况，

并根据人才培养方案与学校教学管理的制度，定期召集专任、兼职等教学人员开展教学研究

活动，不断针对教学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社会岗位对人才的需要开展教学改

革，确保专业教学活动的正常运行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发现问题迅速反馈、并责令及时整改。

2、建立教学质量检查考核制度。教学评估工作要与日常教学管理与建设相结合，以教

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为重点，制订科学的、可操作的教学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开展针对专业、

课程和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评估工作。教学评估工作要和学校内部的激励机制与约

束机制相结合。

3、课程标准与教学设计以人才培养方案为准则进行撰写，专业带头人、专业负责人、

骨干教师负责质量把控，专任教师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授课，如有其它变动，需提前向上提交

申请。.课程开课前系部或专业负责人组织专、兼任教师进行说课，确保课程按照人才培养

要求正常运行。

4、系部主任、专业带头人及教务员一学期至少对每位专任教师巡课两次，检验教师对

教学标准与教学设计的执行率。

5、针对舞蹈教育专业的特点及岗位要求建立企业评价、学生评价、教师互评、督导评

价等多元结合的教学评价机制及量化标准，实行企业评价、督导评价一票否决制，量化评分

不合格者，为其配备专门指导教师，同时优先安排专业技能类培训，帮助其提高业务水平与

能力，系部领导及专业负责人将其列为重点听课对象。

6、制定专人教师继续教育实施办法，分类别、多渠道组织教师参加专业技能提升培训、

学历提升等，每学年进行一次专、兼任教师说课比赛，鼓励教师考取职业技能证书，不断提

高“双师”教师数量，形成优质的专业教师团队。

7、制定各项规范标准，对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习教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等教学环节提出要求，并认真组织实施。



十、毕业要求

（一）毕业要求

本专业本方向学生取得 149 学分，其中必修课合格，并取得第二课堂 8 学分，以及职

业资格证书之一，准予毕业。学生提前修满学分者，可提前毕业。对于在规定年限内难以完

成所要求学分者，可申请延长学习时间，最长可延期 2 年。

（二）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证书名称 认证机构

普通话等级证书

（推荐获得）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

运动营养咨询与指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推荐获得）
教育部 1＋ X 证书

教师资格证

（推荐获得）
教育厅

礼仪师资培训证

（推荐获得）

广州市礼仪协会

中国职工教育和职业培训协会

美育舞蹈指导师

（推荐获得）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培训中心

中国舞专业辅导教师资格证

（推荐获得）
文化旅游部人才中心

中国舞考级证

（推荐获得）
北京舞蹈学院舞蹈考级院



十一、其他

（一）校企合作

与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佛山文化馆、佛山市狮山文化站、佛山市南海区文化馆、佛山市

南海区文化体育局、广东省友谊文化有限公司、南海石门实验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南海罗

村实验小学、南海狮山中心小学、南海横岗小学、南海大沥实验小学、广州方圆教育集团、

南海灯湖小学、南海狮山实验学校、韶关教育局合作的南雄市湖口镇中心小学、南雄市全安

中学、乳源县桂头中学、乳源县城镇中心小学、连南教育局等单位合作，建立实习基地，参

与现代舞周、“佛山秋色”演出、广东省群众音乐舞蹈花会演出、南海区群众文艺作品评选、

南海区群众音乐舞蹈花会舞台展演等专业实践、实习、培训活动。

（二）专业特色

立足区域经济，拓展校外实习基地，根据培养目标定位，先后与执信南路小学，水荫路

小学，儿童活动中心，南海狮山中心小学，南海横岗小学，南海大沥实验小学，广州方圆教

育集团，南海灯湖小学，南海狮山实验学校建立本专业的实习及实训基地。使舞蹈教育专业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节假日及职业教育周去各个基地进行锻炼。建立“课程学习，模拟训练，

基地实习，实践训练，课余兼职”五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学科和企业的密切联系与

合作，共同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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