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级舞蹈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年制)

专业名称：舞蹈表演

专业代码：550202

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

五至七年。

文化艺术

大类 (55)

表演艺术

类 (5502)

文 化 艺 术

业 (88)

1. 舞 蹈 演 员

(2-09-09-01)

2. 群众文化活

动 服 务 人 员

(4- 13-01)

1．舞蹈演员

2．艺术培训机构

舞蹈指导

3．企事业单位艺

术团编导、演员

等

4．群众文化指导

员

1.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师资证

(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

2．中国舞蹈家协会教师考级资

格证初级

3. 中国舞考级证 (北京舞蹈学

院)

4. 全国少儿表演考评中国舞

考级证 (中国专业人才库)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适

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需要，根据学院“围绕舞台培养人才”的总体目标，培养理想信念

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

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专业知识



和技术技能，面向文化艺术和教育行业的舞蹈演员、群众文化活动服务人员、其他教学人员

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舞蹈表演、艺术辅导与社会培训、群众文化服务、文化艺术培训等工作

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 思想政治素质：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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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拥护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崇尚宪法，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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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

(2) 掌握本专业基本常识与相关理论知识。

(3) 掌握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训练方法。

(4) 掌握舞蹈表演相关的音乐基础知识。

(5) 熟悉舞蹈表演及教学的基础知识和舞蹈编创的基本知识。

(6) 熟悉舞蹈教学以及舞蹈编创的基本知识。

(1) 舞蹈表演能力、舞蹈教学能力。

(2) 策划并组织小型群众文艺活动能力。



(3) 表现舞蹈艺术作品能力。

(4) 舞蹈作品编创能力。

(5) 信息收集能力， 良好的组织管理与沟通协调能力。

(6) 就业、创业能力。

舞蹈表演专业是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戏曲表演专业群成员专业之一。

本专业群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面向文化产业链、演艺市场培养专业演员、舞美技术人员，

以及面向群众文化机构、社会艺术团体、文化管理公司和文艺培训机构需要的一人多岗、领

域宽泛的演员、群众文化指导员和艺术培训师资等舞台艺术生产全过程所需的复合型专门人

才。该专业群建立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舞台艺术的优势和辐射作用，将其建设成果和经验创

造性地推广运用到 5 个专业，推动共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激活各专业个性，实现资源互

补，共享融合。

(1) 对表演艺术类专业人才建设具有示范引领和品牌效应。

(2) 聚力师资建设，结构化师资队伍创新能力强；

(3) 实施训练合一、课剧一体、双台并行的教学模式改革，人次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4) 聚力创新教育，学生创新创业竞赛成果丰硕；

(5) 聚力国际合作，“大湾区”文化艺术交流立典范，社会服务出亮点。

戏曲表演 (专业代码：550203)

舞蹈表演 (专业代码：550202)

音乐表演 (专业代码：550201)

戏剧影视表演 (专业代码：550205)

舞台艺术设计与制作 (专业代码：550218)

艺术作品鉴赏*

化妆造型*

节目创编*



形成戏曲表演专业群内专业互动、整合和创新发展的常态。通过推动群内专业有效整合，

依据岗位群优化专业布局，形成主次分明、结构有序、优势互补的组织形态，提升专业群的

资源整合度。以“巡演结合、课剧一体、双台并行”共享人才培养模式为引领，通过统筹课

程设置、专业资源开发、“互联网+”课堂教学创新、综合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实现专业

间流程和要素的共享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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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三大模块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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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度上延申，向宽度上拓展，打造舞蹈表

演专业特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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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基础

艺术概论

舞蹈身体柔韧训练 1、2 舞蹈素质能力训练 1、2

傣族东北

秧歌基础

化妆造型 剧目排练 1、2、3、4

舞蹈技术技巧训练 1、2

维吾尔族

朝鲜族基
藏族蒙古族基础训练 1、2

安徽花鼓

灯山东秧

岭南舞蹈

基础训练

艺术作品

鉴赏
现代舞 1、2

中国古典舞身

中国民族民间舞 1、2

舞蹈基础知识，中国民族民间舞风格解析，敦煌舞，音乐欣赏与剪辑，东方舞，流行舞，舞蹈教学方法与指导

毕业设计

校内/外

实践

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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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舞基训 1、2

舞蹈剧目 1、2节目创编 编舞技法

韵 1、2



1

中国

古典

舞基

训 1、

2 (五

贯)

1.控制组合。

2.跳组合。

3.转组合。

4.翻身组合。

5.复合型组合。

6.整合课堂教学内

容。

1.通过控制与跳训练，提高腿部、腰部控制能力和单

腿重心稳定性能力，训练肌肉素质能力和爆发力以及

膝关节的控制力和弹跳力。

2.通过转与翻身等各种类型的训练，提高转技巧和翻

身技巧的能力。

3.通过完成复合型组合区分基本节拍的能力和节奏

处理能力；完成动作组合能力以及身体的综合运用能

力和情绪表现力。

4.通过完成各组合间衔接和课堂汇报与交流，提高学

生的动作表现力和学习分析能力。

192

2

中国

民族

民间

舞 1、

2 (五

贯)

1.汉族民间舞蹈训

练。

2.少数民族民间舞

蹈训练。

3.岭南民间舞蹈训

练。

4.民间舞道具训

练。

5.民间舞技巧训

练。

6.整合课堂教学内

容。

1.通过对汉族、少数民族、岭南舞蹈地域分布及风俗

文化的讲解和舞蹈风格、技巧、短句到综合性组合的

训练，提高学生对民间舞蹈的舞台表演和精神气质和

审美情趣。并具备较好的汉族舞蹈表演能力，一定教

学指导能力及组合编排能力。

2.通过对道具的学习和训练，熟练掌握及运用各民族

舞蹈道具。

3.在熟练掌握单一技巧的基础上，能够运用两种以上

的技巧进行表演。

4.过完成各组合间的衔接，完成课堂汇报与交流。着

重解决动作表现力，同时具备一定的学习分析能力。

192

3

舞蹈

剧目

1、2

( 五

贯)

1.作品分析。

2.主题动作训练。

3.舞段训练。

4.调度训练。

5.动作规范训练。

6.作品表现力训

练。

7.作品合成。

8.舞台实践。

1.具备解读肢体语言的能力和作品的理解力。

2.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模仿能力，以及学生对方位、

方向、空间的正确感知能力。

3．提高舞蹈表现力和情绪表达能力，舞台应变能力

和实操能力。

4.使学生具备能够完成作品的音乐、灯光、道具及服

装的能力。

192



4

现代

舞 1、

2 (五

贯)

1.玛莎葛莱姆收缩

与放松体系训练。

2.现代舞放松技

术。

3.整合课堂教学内

容。

1.初步了解玛莎技术收缩与放松运动模式，

收缩与放松的发力方式和技巧，运用脊椎的拆分和重

组的能力。

2.协调上下身的合作运动能力，掌握重心的转移技术

的能力。

3.综合地面和移动重心的收缩与放松基础在最大力

度和空间中的实际运用能力。

4.握地面训练中身体各部位的接触技术，掌握重心移

动时身体的控制能力。

5.移动重心及跳跃中身体的控制能力。

6.提高学生动作表现力和学习分析能力。

128

5

中国

古典

舞身

韵 1、

2 (五

贯)

1.古典舞身韵基本

认知。

2.基本动律元素

(坐式) 。

3.上身韵律训练。

4.下身步伐训练。

5.风格综合组合训

练。

6.整合课堂教学内

容。

7.班级交流与汇报

展示。

1.古典舞身韵的文化认知，古典舞手、脚、舞姿基本

认知，上下身协调能力。

2.古典舞单一动作元素，古典舞基本动作线路轨迹

3.掌握古典舞上身韵律“三圆” (平圆、立圆、八字

圆) 的动作规律。

4.掌握古典舞下肢行走移动的运动方式。

5.在训练中表演性的综合能力，古典舞表演风格认知

6.古典舞表演风格表现，古典舞审美认知能力。

7.动作表现力，学习分析能力。

128

6

编舞

技法

基础

( 五

贯)

1.编舞理论知识讲

解。

2.创意思维开发。

3.形象捕捉。

4.即兴编舞训练。

5.编舞技法。

6.舞蹈结构。

7.作业总结与汇

报。

1.通过创作理论讲解，视频作品分析，训练学生思路

开拓能力。

2.通过联想能力训练，故事接龙训练，训练创作思维

能力。

3.通过外在形象创作，情感形象创作，提高舞蹈形象

创作能力。

4.通过即兴舞蹈讲解，即兴编舞技法训练，音乐即兴，

训练肢体探索及想象能力。

5.通过节奏、力量、空间训练，对比训练，训练学生

动作创作能力和技巧运用能力。

6.通过动机创作，动机的发展变化，训练动作发展变

化能力。

7.通过舞蹈结构方式讲解，编创小品，完成一个小品

创作。

8.作通过业评价与总结，课堂展演与交流，提高作业

分析能力。

64



基本素质课 1400 31.1% 77 28.4%

美育素质课 64 1.4% 4 1.5%

专业基础课 (专业群平台课) 1232 27.4% 77 28.4%

专业核心课 896 19.9% 56 20.7%

专业拓展课

(含系内限选课、公共选修课)
464 10.3% 29 10.7%

综合实践课 448 9.9% 28 10.3%

合计 4504 100.0% 271 100.0%

理论课总学时 1553 34.4%

实践课总学时 2951 65.6%

合计 4504 100% 271 100%



课程

类型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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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各课程每周学时数

基本

素质

课

1 2A010100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修 2 考试 32 28 4 2

2 2A01010014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 必修 2 考试 32 28 4 2

3 2A01010015 哲学与人生 必修 2 考试 32 28 4 2

4 2A01010016 职业道德与法治 必修 2 考试 32 28 4 2

5 2A01010017 思想道德与法治Ⅰ 必修 1.5 考试 24 24 0 1.5

6 2A01010018 思想道德与法治Ⅱ 必修 1 考试 16 16 0 1

7 2A010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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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A010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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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A01010021 形势与政策Ⅰ 必修 0.25 考查 8 8 0 0.25

10 2A01010022 形势与政策Ⅱ 必修 0.25 考查 8 8 0.25

11 2A01010023 形势与政策Ⅲ 必修 0.25 考查 8 8 0.25



12 2A01010024 形势与政策Ⅳ 必修 0.25 考查 8 8 0.25

13 2A01010025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Ⅰ 必修 0.5 考查 8 8 0.5

14 2A01010026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课Ⅱ 必修 0.5 考查 8 8 0.5

15 2A01010027 中国共产党简史 必修 1 考查 18 18 0 1

16 2A01010028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考试 32 32 0 2

17 2A07010013 语文Ⅰ（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18 2A07010014 语文Ⅱ（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19 2A07010015 语文Ⅲ（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0 2A07010016 语文Ⅳ（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1 2A07010017 英语Ⅰ（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2 2A07010018 英语Ⅱ（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3 2A07010019 英语Ⅲ（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4 2A07010020 英语Ⅳ（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5 2A07010021 英语V（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6 2A07010022 英语VI（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7 2A07010023 历史I（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8 2A07010024 历史II（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29 2A07010025 数学I（五贯）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30 2A07010026 数学II（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30 6 2

31 2A07010027 大学语文I 必修 1 考试 16 12 4 1

32 2A07010028 大学语文II 必修 1 考试 16 12 4 1

33 1A07010003 实用英语Ⅰ 必修 1 考试 18 12 6 1

34 1A07010004 实用英语Ⅱ 必修 2 考试 32 22 10 2

35 1A07010005 应用写作 必修 1 考查 18 12 6 1

36 1A07010006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必修 1 考查 18 12 6 1

37 1A07010007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1 考查 16 16 0 1

38 1A07010008 军事理论 必修 2 考查 36 36 0 2

39 2A07010029 军事技能 必修 1 考查 56 0 56 1

40 1A07010010 国家安全教育 必修 1 考查 26 8 1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08 0.31 0.08 0.08

41 1A07010011 大学生健康教育 必修 1 考查 16 16 0 1

42 1A07010012 劳动教育 必修 2 考查 36 18 18 0.11 0.11 0.11 0.11 0.11 0.11 1.01 0.11 0.11 0.11

43 1A09010004 体育Ⅰ（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4 32 2



44 1A09010005 体育Ⅱ（五贯中专） 必修 2 考试 36 4 32 2

45 1A09010006
体育与健康Ⅰ

（五贯大专）
必修 3 考试 54 4 50 3

46 1A09010007
体育与健康Ⅱ

（五贯大专）
必修 3 考试 54 4 50 3

47 2A08010001 计算机应用基础I 必修 1 考试 22 11 11 1

48 2A08010002 计算机应用基础II 必修 2 考试 32 16 16 2

49 1A12010001 创新创业通识课 必修 1 考查 16 14 2 1

小计 77 1400 963 437 11.19 10.19 6.19 6.19 4.19 4.19 13.84 10.14 7.44 3.44

美育

素质

课

50 1A07020078 艺术概论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51 2A04010001 音乐基础（五贯） 必修 2 考试 32 32 2

小计 4 64 64 0 0 2 0 0 0 0 0 2 0 0

52 2A03010031 化妆造型*（五贯） 必修 1 考查 16 6 10 2

53 2A03010032
艺术作品赏析*

（五贯）
必修 2 考查 32 32 2

54 2A03010033
节目创编*（五贯）

（编舞基础知识）
必修 2 考查 32 32 2

55 2A03010034
舞蹈身体柔韧训练1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6 90 6

56 2A03010035
舞蹈身体柔韧训练2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6 90 6

57 2A03010036
舞蹈素质能力训练1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6 90 6



专业

基础

课（

含专

业群

平台

课）

58 2A03010037
舞蹈素质能力训练2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6 90 6

59 2A03010038
舞蹈技术技巧训练1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0 2A03010039
舞蹈技术技巧训练2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1 2A03010040
傣族东北秧歌基础训

练(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2 2A03010041
藏族蒙古族基础训练

1(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3 2A03010042
藏族蒙古族基础训练

2(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4 2A03010043
维吾尔族山东秧歌基

础训练(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5 2A03010044
岭南舞蹈基础训练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6 2A03010045
安徽花鼓灯朝鲜族基

础训练(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7 2A03010046
剧目排练1（舞蹈意识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8 2A03010047
剧目排练2（传统剧目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69 2A03010048
剧目排练3（经典剧目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70 2A03010049
剧目排练4（学习剧目

-原创）(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 58 4

小计 77 1232 166 1066 12 12 14 14 14 12 0 0 0 0

71 2A03010050
中国古典舞基训1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96 6



专业

核心

课

72 2A03010051
中国古典舞基训2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96 6

73 2A03010052
中国民族民间舞1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96 6

74 2A03010053
中国民族民间舞2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96 6

75 2A03010054
舞蹈剧目1（创作剧目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96 6

76 2A03010055
舞蹈剧目2（创作剧目

）(五贯)
必修 6 考试 96 96 6

77 2A03010056 现代舞1(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78 2A03010057 现代舞2(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79 2A03010058 编舞技法(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32 32 4

80 2A03010059
中国古典舞身韵1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81 2A03010060
中国古典舞身韵2

(五贯)
必修 4 考试 64 64 4

小计 56 896 32 864 0 0 4 4 4 8 18 18 0 0

专业

拓展

课（

含系

内限

82 2A03010061
舞蹈教学方法与指导

（五贯）
限选 2 考查 32 16 16 2

83 2A03010062
舞蹈基础知识

（五贯）
限选 1 考查 16 16 2

84 2A03010063 东方舞（五贯） 限选 2 考查 32 6 26 2

85 2A03010064 流行舞（五贯） 限选 2 考查 32 6 26 2



选课

、公

共选

修课

86 2A03010065
中国民族民间舞风格

解析(五贯)
限选 2 考查 32 32 2

87 2A03030150 敦煌舞(五贯) 限选 2 考查 32 6 26 2

88 2A03010066
民间舞技术技巧(五贯

)
限选 2 考查 32 6 26 2

89 1A11020063 音乐欣赏与剪辑 限选 2 考查 32 16 16 2

公共选修课 公选 14 考查 224 224 2 4 4 4

小计 29 464 328 136 2 2 4 2 6 6 4 4 0 0

实计 29 464 328 136 2 4 4 2 4 2 4 4 0 0

综合

实践

课

90 2A03010067
毕业设计（舞蹈表演

）（五贯）
必修 2 考查 32 32 32

91 2A03010068
校内/外实践（舞蹈表

演）（五贯）
必修 2 考查 32 32 32

92 2A03010069
顶岗实习（舞蹈表演

）（五贯）
必修 24 考查 384 384 128 256

小计 28 448 0 448 0 0 0 0 0 0 0 0 192 256

合计 271 4504 1553 2951 25 28 28 26 26 26 36 34 199 259

备注：

1.专业群平台课请用*在课程名称后作标记。如：舞蹈基础知识*

2.毕业设计可包含毕业设计和毕业作品。

3.学生可通过课内外演出、比赛、毕业实践等教学活动，获取《校内/外实践》课程学分。

4.专业核心课程6-8门。

5.无论对文化课还是专业课，建议一个学期能上完的课程不要分两个学期。



( )

1

中国古典舞

基训 1、2

(五贯)
任课教师应为中国古典舞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的主任教师

,并具有高校教师资格证，具备“双师”素质。具有扎实的

基本功课程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具有本专业相关企业

岗位工作经 验或具有3年以上古典舞课程的教学经历或舞台

演出经验，能承担起舞蹈表演专业中国古典舞训练课及中

国古典舞身韵课的教学任务。

2

2

中国古典舞

身韵 1、2

(五贯)
2

3 中国民族民间

舞 1、2

(五 贯 )

任课教师应为中国民族民间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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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关

注本专业的行业动态与相关技术发展，对本专业课程有较

为全面的了解，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

施能力。有3年以上中国民间舞教学或表演经验。能承担起

舞蹈表演专业中国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课程的教学任。

2

4
舞蹈剧目1、

2 (五贯)
任课教师应为舞蹈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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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关注本

专业的行业动态与相关技术发展，对本舞蹈剧目专业课程

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

和实施能力。有3年以上创作或舞台演出经验。能承担起

舞蹈表演专业舞蹈剧目课程及编舞技法课程的教学任务。

2

5

编舞技法

(五贯) 1

6 现代舞 1、2

(五贯)

任课教师应为舞蹈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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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关注本专业

的行业动态与相关技术发展，对现代舞专业课程有较为全

面的了解，熟悉教学规律，具备课程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能力

。有3年以上现代舞教学或舞台演出经验。

2



1
舞蹈身体柔韧

训练 1、2(五贯)
兼任教师应为古典舞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基

本功课程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具有本专业相关企业岗位工

作经验或具有 2 年以上基础训练课程的教学经历，能承担

起舞蹈表演专业基本功软开度、素质能力、技术技巧训练

的教学任务。

2

2

舞蹈素质 能力

训练 1、2 ( (五

贯)

2

3

舞蹈技术技巧

训练 1、2 ( (五

贯)

2

4

傣族、东北秧歌

基 础 训 练 ( 五

贯)

兼任教师应为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

扎实的民族民间舞课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具有民间舞

专业学科相关企业岗位工作经验或具有 2 年以上民间舞课

程的教学经历，能承担起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

傣族、朝鲜族以及岭南地域民间舞蹈的专教学任务。

2

5

安徽花鼓灯、山

东秧歌基础训

练 (五贯)

2

6

藏族、蒙古族基

础训练 (五贯)

1、2

2

7

维吾尔族、朝鲜

族基础训练 (五

贯)

2

8
岭南舞蹈基础

训练 (五贯)
2

9

剧目排练 1、2、

3、4 (五贯)

兼任教师应为舞蹈表演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

剧目排练创作专业知识和技能，且具有与本专业相关企业

岗位工作经验或具有 2 年以上剧目排练课程的教学经历，

或参加创作实践的经历，能承担起舞蹈表演专业剧目排练

课以及节目创编的教学任务。

4

10 节目创编* 1

11 艺术作品鉴赏*

兼任教师应为舞蹈表演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

剧目排练创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掌握信息化手段，能

承担起舞蹈表演专业艺术作品鉴赏课程的教学任务。

1

12 化妆造型*

兼任教师应为舞蹈表演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舞台表

演美妆功底，熟练掌握化妆造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练

掌握信息化手段，能承担起舞蹈表演专业化妆造型课程的

教学任务。

1



1 文体馆
毕业演出、迎新晚会、教师节晚会、

广东省大学生职业技能大赛等
艺术实践、毕业演出 75 人

2 实验剧场
新秀杯舞蹈比赛、教材视频录制、学

生社团演出等
艺术实践、毕业演出 75 人

3 实训教室 专业实践课实训教室 (19 间)

基础训练、中国民族民

间舞、剧目排练、舞蹈

剧目、创意编舞、现代

舞、中国古典舞身韵

380 人

1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文化站 惠民演出表演舞蹈《水色》 20

2 佛山市狮山文化站
广东省群众音乐舞蹈花会表演舞蹈

《您是一盏灯》
25

3 广州星海现代舞蹈艺术有限公司 第十五届现代舞周表演舞蹈《香槟》 30

4 广州省友谊文化有限公司 岭南舞蹈精品巡演表演 30

5 深圳欢乐谷 2017 万圣节巡游活动鬼怪演出 40

6 佛山市炫星舞蹈培训中心 舞蹈教学及舞蹈编排《春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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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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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 国丹麦芭蕾训练课程教材 》 ， 张玉萍 ，航海音乐 出版社 2011. 11,ISBN

978-7-80751-88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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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创建发展史》，李正一 郜大琨 朱清渊，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9 ，ISBN 7-80667-582-5。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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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舞 蹈 基 本 能 力 辅 助 训 练 》 ， 杨 欧 ， 上 海 音 乐 出 版 社 ， 2017.11， ISBN

978-7-5523- 1367-3。

(6) 《舞蹈创作心理学》，胡尔岩，上海音乐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5523- 124-3。

(7)《舞蹈创作理论基础》，许薇，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 12，ISBN 978-7-5672- 1661-7。

(8)《中国舞蹈艺术鉴赏指南》，黄明珠，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3，ISBN 7-80553-929-4。

(9) 《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袁禾，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8 ，ISBN 7-80667-373-3。

(10) 《中国古典舞身韵》 李正一 唐满城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 1992. 12,ISBN

7-81019-079-2。

(11) 《舞蹈基本功训练教学法》，杨凤轻 郭春敏 柳文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21-8888-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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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 中 国 民族 民 间 舞教学法 》 ，潘 志 涛 ， 上海音 乐 出版社 ， 2016.2， ISBN



978-7-80667-636-3。

(14) 《舞蹈表演理论与实践教程》，王佩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7-5097-9191-2。

(15) 《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与表演课教程》，靳苗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660- 1209-8。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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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舞蹈编导学》，金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 ，ISBN 978-7-04-018280-4。

(18) 《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纪兰慰 邱久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11 ，ISBN

7-81056- 158-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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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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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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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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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强化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为目标，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在专业实训室

进行情境式教学环境，促进学生对职业的认知；按照规范的要求开展教学学习。训练学生的

创新性思维，培养职业能力、创新能力。

通过完成组合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锻炼学生身体协调能力，培养学生对舞

蹈知识综合利用的能力；检验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程度。



为了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有效评价，课程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1) 平时成绩：对学生日常出勤、课堂互动、提交作业等情况做记录，考核学生的学

习态度；

(2) 过程考核：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任务分阶段完成质量给予评分，考核学生任务

或项目掌握熟练程度；

(3) 期末集中考查：考查学生专业技能及专业理论掌握熟练程度，并考查综合表演能

力。

课程教学评价=平时成绩 (主要包括考勤、课堂互动) ×20% + 过程考核 (主要包括任

务完成情况、单元测试) ×40% + 期末考试成绩 (项目或任务成果) ×40％) 。课程教学评

价=平时成绩×20%+过程考核×40%+期末集中考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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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表演专业职业核心技能主要通过该专业核心课程来实现，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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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核心课程的建设与教学情况，发现问题迅速反馈、并责令及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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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教学方法、考核形式、评价方式等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执行，以保证按时按质完

成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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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领导及教研室负责人将其列为重

点听课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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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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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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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本方向学生取得271学分，并取得第二课堂8学分，以及基本技能证书，准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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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舞辅导教师资格证 文化和旅游部人才中心

中国舞蹈家协会教师考级初级资格证 (必考) 中国舞蹈家协会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舞考级证(推荐) 北京舞蹈学院

中国民族民间舞考级证(推荐) 中国专业人才库

全国少儿表演考评中国舞考级证(推荐) 中国专业人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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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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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业实行校、政、行、企、地合作办学，依托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文化厅等单位，

建立各类文化演出平台。组织各类惠民演出，文艺晚会，以及各类舞蹈教学培训、舞蹈研习

夏令营等高平台舞蹈演出及教学活动；本专业与广东各大舞蹈艺术院团及演出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舞蹈表演专业方向研究课题，与广东各地市文化馆站合作开发舞蹈艺术研究项目；常年

与广东各类行业企业合作进行惠民演出和艺术进校园活动。本专业与校内管理、美术、舞台

灯光专业等专业协同，组织晚会和比赛；与音乐专业共同合作完成舞蹈音乐及剧目的创作。

建立了以比赛促教学，以研究促教学的高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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