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优
秀7篇)

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需要设定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应
的方案来实现这些目标。写方案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
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方案策划范文，
欢迎阅读与收藏。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一

先对参加兴趣小组的同学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同学们目前的
基本状况，分成两个进度不同的班，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同
学分为一个班，即初级班；而有一定舞蹈基础的同学分为另
外一个班，即中级班。然后再制定出具体的活动时间。

1、通过参加活动增强学生对舞蹈的兴趣

2、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舞蹈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动作，动作基
本准确

3、发展学生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树立学生大胆自信的'个性

4、增进学生灵活的形体，提高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及音乐的
感受力

5、增进学生群体的合作精神

6、要求学生能有初步的舞台表现能力，增进他们的表现欲

第一个月：1、正确的坐姿、站姿；2、头、肩、颈的活动；3、
开肩练习；4、地面压前腿、旁腿和后腿。

第二个月：1、手位练习；2、小跳练习；3、把上压前腿、旁



腿和后腿；4、小碎步跑。

第三个月：1、旁腰练习；2、叉的练习；3、吸腿练习；4、
把上压肩、蹲地练习；

5、脚位练习；6、地面动作小组合。

1、教师采取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的方法

2、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3、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4、活动间可加入小游戏，寓教于乐，提高学习效率

5、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20xx年x月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二

一、先做好摸底调查，做到心中有数

先对参加兴趣小组的同学进行摸底调查，了解同学们目前的
基本状况，分成两个进度不同的班，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同
学分为一个班，即初级班；而有一定舞蹈基础的同学分为另
外一个班，即中级班。然后再制定出具体的活动时间。

二、活动目标

1、通过参加活动增强学生对舞蹈的兴趣

2、使学生掌握正确的舞蹈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动作，动作基
本准确



3、发展学生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树立学生大胆自信的个性

4、增进学生灵活的形体，提高学生对音乐的节奏感及音乐的
感受力

5、增进学生群体的合作精神

6、要求学生能有初步的舞台表现能力，增进他们的表现欲

三、活动安排（三个月）

第一个月：1、正确的坐姿、站姿；2、头、肩、颈的活动；3、
开肩练习；4、地面压前腿、旁腿和后腿。

第二个月：1、手位练习；2、小跳练习；3、把上压前腿、旁
腿和后腿；4、小碎步跑。

第三个月：1、旁腰练习；2、叉的练习；3、吸腿练习；4、
把上压肩、蹲地练习；

5、脚位练习；6、地面动作小组合。

四、活动方法

1、教师采取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的方法

2、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3、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4、活动间可加入小游戏，寓教于乐，提高学习效率

5、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五、活动时间，每周四下午第4节课



六、自愿报名参加，见表格

20__年x月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三

1、把身体训练成有表现力的工具，动作协调，对动作、音乐、
节奏等的感知更敏锐。

2、学习成套的舞蹈基本动作，

3、学习初级舞蹈组合，训练学生动作的'协调性和艺术表现
力.

4、培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共同合作的能力。

5、通过舞蹈训练，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

1、第一月教会学生正确地掌握舞蹈的基本要领，知道基本的
手位，脚位等。

2、第二个月练习舞蹈小组合。

3、第三个月要求队员要求全体队员都能在辅导员的训练下基
功 到下叉，对个别软度不好的队员可加深练习。

4、第四个月训练内容，对个别好的队员进行个人素质的提高，
技巧方向可加深一些。

（1）活动时间安排：每周一、二、三下午课外活动 、

（2）活动地点： 舞蹈室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四

舞蹈作为一种以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的表现性的艺术活动，
是培养人们审美兴趣，提高人们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有力
手段，我们只要留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几乎每个孩子在开心
时都会手舞足蹈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舞蹈这一直观性、可
感性强的艺术，又恰好符合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迅速、天真活
泼、好动好奇、模仿性强等生理心理特点，也就促使舞蹈成
为千百万学生最喜爱的艺术活动之一。在学校开展舞蹈兴趣
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美育的一种理想方式。在舞蹈教学中，
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使孩子们不仅能发展身体，得到
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的训练，而且还能发展思维和情感，
在意志、思想品德、个性等方面得以全面培养和拓展。为了
让学生的兴趣得到好的培养，特组织舞蹈兴趣小组，并制定
计划如下：

本学期我担任学校舞蹈兴趣小组的训练。共有学生20人，分
别是2、3、4年级的.学生。

1、通过训练使学生形体得到一定改变，掌握一定的舞蹈基本
常识。

2、通过基本形体训练，培养学生的乐感及协调性，树立团结
协作的思想,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1、重点对学生进行舞蹈基本功的练习，为将来编排舞蹈打下
良好的基础。精心设计导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精
当、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导语，能体现教学难点与重点，是
教师在新的教学内容或活动开始时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行为
方式。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讲课伊始，
教师巧设一个引人入胜的艺术导语，激发学生认知的兴趣和
情感，启发引导学生思维，以让学生用最短的时间进入课堂
学习的最佳状态，是实现整体艺术效应的关键一步。托尔斯
泰说过：“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



兴趣”。新课的导语，就象写文章要有一个好开头，能紧扣
读者。它能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引发学生的求知欲，调
动学习积极性，从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2、进行体姿训练，面部表情训练。舞蹈音乐应悦耳动听，旋
律流畅，具有教育性、趣味性，能启发学生展开丰富的联想，
能发展儿童对音乐的感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表现力，陶
冶学生的性情和品格。音乐的节奏要鲜明、强烈，能引起儿
童的动感。节奏的强弱、动静、停顿等都应鲜明。音乐形象
应生动具体，乐句最好是整齐的，这有利于少儿对舞蹈形象、
情感的表现和抒发。

3、完整舞蹈的编排。小学生舞蹈还应以模仿、律动、歌表演、
集体舞动作为主，去表达他们的内心情感变化。设计学生舞
蹈动作时，还要考虑到学生的自然素质，克服其不足，力求
舒展、开放、动作鲜明欢快，丰满又有朝气，充分把握学生
思维形象具体性、好奇性、幻想性和模仿性。发挥其长而避
免其短，使他们的表演动作更有感染力。

4、反馈:既要及时地接收来自学生的反馈信息，又要适当的
时机对学生的学习结果做出反馈。要使整堂舞蹈课教学过程
从基本动作到舞蹈组合训练能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进行，
教师在教学中应多渠道、准确接收学生大量的反馈信息。接
收反馈越及时、越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了解得就越全面、
越深入，从而有效地调节和控制教学过程，达到优化的教学
效果。教师要及时、准确、全面地接收学生的反馈信息，才
能有的放矢进行“点窍”提示，进行必要的启发和帮助。

1、学生掌握基本的形体训练技能。

2、有一定的乐感及节奏感。

3、具备一定的舞蹈基本功。



4、学会成品舞。

每周六上午。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五

舞蹈兴趣小组是学生非常乐于参与的一个兴趣小组，活动内
容与教育性和艺术性相结合，适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它有利
于提高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培养孩子们正确的形体姿态和
良好的气质，增强集体意识，培养学生的乐感。活动面向部
分学生，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坚持自愿参加和普及提高
的原则，让学生在唱唱、跳跳、动动中去感受音乐，理解音
乐和表现音乐。为了起到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使学生的身
心健康发展的作用。根据学校的情况制定出以下计划：

本次参加舞蹈队的学生只接受过短期的舞蹈训练，大部分学
生连压腿、下叉等动作完成都不是很好。由于学员的年龄和
基本条件的不同，所以不能要求一律，不能操之过急，软度
和开度要在个人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因此舞蹈班根据学
生情况和学校的发展特分为二个班来进行训练。

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感受音乐的基础
上，又感情的进行唱游活动，能够随着音乐的不同情绪，节
奏以及节拍的变化，有表情的进行律动，模仿动作和即兴表
演，寓教育于舞蹈活动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行为规范、尊老爱幼的教育，让每一位学生
都在舞蹈活动中享受到美和欢乐。

1、开学的一个月之内，对学生进行强化基本功训练，尤其是
低年级的小学生，他们身体的协调能力非常差，教师通过有
趣的基训，使学生腿的开度和腰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压腿、
踢腿、下叉，下腰等内容顺利完成。

2、当学生在地面完成软度开度的训练以后，可以进行把上规



范而且简化的芭蕾训练，使孩子们的形体、姿态、腿线条、
腰腿的软度、力度和控制进一步提高。

3、下一个训练是中间训练，这是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
表演能力和技巧的重要部分，这个训练主要解决形体、中心、
控制和呼吸，因为只有掌握这些才能完成舞蹈的表演。

4、通过组合的练习，使学生加深基本功训练的系统性，更好
的服务于平日的舞蹈之中。

九月份

1、基本舞步训练：正步位半脚掌、交替半脚掌、流动半脚掌、
碎步、舞姿碎步、双晃手、顺风旗花梆步。

2、基本舞步组合练习（合乐）。

十月份

1、地面·提沉含仰训练。

2、提沉含仰组合练习（合乐）。

3、基本手位训练：提襟手位、小五花、山膀、按手位、托手
位、顺风旗手位、双托手位、斜托手位。

4、基本手位组合练习（合乐）。

十一月份

1、软开度训练：基本关节训练、前低头、仰头、单肩、双肩、
前环肩、后环肩、推指、拉肩、压肩。

2、软开度组合练习（合乐）。



3、勾绷脚训练：勾脚趾、勾脚踝、绷脚踝、绷脚趾、单勾脚、
双勾脚、外环动、内环动。

4、勾绷脚组合练习（合乐）。

十二月份

1、髋关节训练：展胸压胯、含展胸、侧压胯、侧抬胯。

2、髋关节组合练习（合乐）。

3、腰训练：胸腰、大腰、旁腰。

4、腰训练组合练习（合乐）。

元月

1、排练几个小型的舞蹈，通过这些组合来锻炼学生

2、复习。

3、检测。

1、引导学生观看舞蹈录像带，帮助学生寻找舞蹈感觉。

2、逐段示范、讲解动作，逐个辅导。

3、学生个人练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

4、采用学生互帮、好学生示范的方法，进一步提高水平。

星期二、四的课外活动。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六

舞蹈作为一种以人体动作为物质材料的表现性的艺术活动，
是人类审美活动较集中的表现，是培养人们审美兴趣，提高
人们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手段，我们只要留心观察就
不难发现，几乎每个孩子在开心时都会手舞足蹈来表达自己
的情感。而舞蹈这一直观性、可感性强的艺术，又恰好符合
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迅速、天真活泼、好动好奇、模仿性强等
生理心理特点，也就促使舞蹈成为千百万幼儿最喜爱的艺术
活动之一。在幼儿园开展舞蹈兴趣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美育
的一种理想方式。在舞蹈教学中，注重培养幼儿的审美意识、
使孩子们不仅能发展身体，得到动作的协调性和灵活性的训
练，而且还能发展思维和情感，在意志、思想品德、个性等
方面得以全面培养和拓展。

本学期，我们结合肢体基本技能与动作，由浅入深地引导幼
儿学习，从基本步伐到简单的小组合，让幼儿在感兴趣的同
时，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等都得到提高。具体的活动安排
如下：

第一课时：兴趣练习——抱娃娃（手部韵律组合）

基本步伐——小碎步

第二课时：基本功训练——肩、腿按压练习

基本步伐——垫步、摆摆头、伸伸脚

第三课时：基本功训练——勾绷脚、劈叉练习、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踵趾小跑步、猫跳步

第四课时：基本功训练——勾绷脚、劈叉练习、腰部练习



动作组合——手腕转动组合

第五课时：基本功训练——压腿练习、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娃娃步组合练习

第六课时：基本功训练——压腿、腰部练习，韧带压松

韵律活动——吹泡泡

第七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三步走、四步走

第八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动作组合——藏舞基本动作

第九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动作组合——新疆舞基本动作

第十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基本步伐——跑跳步动作组合

十一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复习基本步伐、动作组合

十二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韵律活动——猫和老鼠

十三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韵律活动——读书郎

十四课时：基本功训练——腿部练习、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孔雀舞

十五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娃哈哈

十六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哈达献给毛主席

十七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舞蹈训练——欢乐的草原

十八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复习四个舞蹈训练的动作

十九课时：基本功训练——韧带压松、腰部练习

排练兴趣小组汇报的节目

二十课时：排练兴趣小组汇报的节目

小学舞蹈小组活动计划方案篇七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对舞蹈学习的兴趣，为舞蹈爱好
者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提高舞蹈专业素质，使其达到学
习舞蹈的初步要求，具有健美、灵活的体态。通过训练，让
学生掌握较广泛的舞蹈知识并兼备音乐与舞蹈的艺术表现力，
使学生具有较规范、扎实的基本功及技术技巧，为各种活动



的参与做好充分的准备。

通过一年的活动，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感受音乐
的基础上，有感情的进行唱游活动，能够随着音乐的不同情
绪、节奏以及节拍的变化，有表情的进行律动，模仿动作和
即兴表演，寓教育于舞蹈活动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接受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行为规范、尊老爱幼的教育，让每一
位学生都在舞蹈活动中享受到美和欢乐。

（一）.艺术目标

1.通过对学生进行基本功训练，使学生腿的开度和腰有一定
的控制能力，压腿、踢腿、下叉，下腰等内容顺利完成。

2.通过规范而且简单的舞蹈训练，使孩子们的形体、姿态、
腿线条、腰腿的软度、力度和控制进一步提高。

3.通过一定的训练，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表演能力的
技巧和方法（主要解决形体、中心、控制和呼吸），能完成
舞蹈的表演。

4.通过组合练习，使学生加深基本功训练的系统性，更好的
服务于平日的舞蹈之中。

（二）.思想目标

1.发展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增强学生的体质。

2.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

3.培养学生的自信能力。使课堂学习活动中一些基础教育、
能力较弱的学生在艺术活动中获得成功的机会，改变孩子被
动的心态，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功欲。

通过舞蹈选修课使学员学会有关舞蹈的技能，掌握一些舞台



艺术表演的方法，会表演一些富有情趣的舞蹈小品，并在实
践活动中不断提炼情感，增强技艺，提高对艺术作品的理解
力、表现力、想象力和创作力，努力为校园文化增添光彩，
并为创建学校特色添砖加瓦。

本次参加舞蹈队的学生只接受过短期的舞蹈训练，大部分学
生连压腿、下叉等动作完成都不是很好。由于学员的年龄和
基本条件的不同，所以不能要求一律，不能操之过急，软度
和开度要在个人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因此舞蹈班根据学
生不同情况进行训练。

1、热身运动；在训练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让学生做一些
轻松、简单的热身运动，如：圆轴上的走步等，主要目的是
创造一个融洽的学习氛围，使孩子们的身体和情绪适应课堂
训练的准备，避免用力过度。

2、地面训练：儿童的生理特点是人小稳定性差，但是软度和
开度较好，而软度开度又是舞蹈动作的根本点，所以要运用
平整的地板来帮助孩子们进行软度和开度的训练，主要措施
有：

（1）脚背和膝盖的训练

（2）肩的开度和前腿的软度训练

（3）旁腰和旁腿的软开度训练

（4）胸腰和腹肌的训练

（5）脊椎和胯骨的训练

（6）胯部和臀部的.训练

（7）胯部和腿部的综合训练



（8）节奏和方位的训练

（9）后腿和背肌的训练

（10）踢腿和力量的练习

3、把上训练：

遵循先双手扶把，熟练以后单手扶把，由于有把杆的依附，
孩子们的形体和姿态容易正确，为中间训练打下基础。具体
措施有：

（1）直立和半蹲训练

（2）擦地推脚背练习

（3）压腿练习，分为压正腿和压旁腿

（4）大踢腿

（5）下腰游戏。

4、中间训练：这是使孩子们掌握、熟悉、提高舞蹈表演能力
和技巧的重要部分，在中间训练中，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形体、
重心、控制和呼吸。具体措施：

（1）手的姿态的训练

（2）小跳训练

（3）点转

（4）平转

（5）控制。



5、能够随着音乐做动作，节奏准确，充分表现音乐的特点，
培养学生的即兴创编能力和学生的创造能力。

6、排练几个小型的舞蹈，通过这些组合来锻炼学生。

星期三下午第三节课 。

舞蹈教室

具体活动安排:

第一、二周：基本训练

第三周：基本训练：压腿、踢腿、下腰

十月：学习舞蹈小组合《兰花手》

第四周：基训练习：手位练习1－4，脚位练习1、2、5位

第五周：基训练习：手位练习5－8、学习舞蹈基本动作

第六周：继续学习舞蹈基本动作，学习舞蹈简单队形

第七周：基训练习：

（1）脚背和膝盖的训练

（2）肩的开度和前腿的软度训练

（3）旁腰和旁腿的软开度训练

（4）胸腰和腹肌的训练

（5）脊椎和胯骨的训练



第八周：基训练习；欣赏舞蹈、学习手位动作

第十周：基训练习；地面压腿、继续学习手位动作、学习腿
部动作

第十一周：继续学习腿部动作、合成舞蹈。

第十二周：基训练习：地面压腿、协调手部与腿部动作。

第十三周：基训练习：

（1）手的姿态的训练

（2）小跳训练

（3）点转

（4）平转

（5）控制。

第十四周：基训练习：腰部练习、复习舞蹈

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周：总复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