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合和复合哪个贵 舞蹈组合教案(实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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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傣族小组合（第一课时）教学目标：1、2、3、了
解傣族舞的动作特点，基本掌握平步的动作要领。学习傣族
舞小组合的基本动作，能连贯、平稳的表现舞蹈。通过表演
和欣赏，让学生感受傣族舞蹈的魅力。

教学重点：能连贯、平稳的表现舞蹈。教学难点：平步和双
抱翅的动作学习。教具准备：ppt幻灯片、大鼓。教学过程：

1、教师导入：同学们！我国有多少个民族？对56个民族。

2、出示ppt课件四幅图画。

*你能说出这些民族的名称吗？刚才大家从服饰、形体特点知
道了这是蒙古族、新疆、藏族和傣族。

3、播放ppt傣族舞蹈视频谁能说说傣族舞蹈都有哪些特点？

4、出示ppt课件黎族舞蹈风格特征、基本体态、基本动律。
傣族舞蹈动作较为平稳，仪态安详，跳跃动作较少。节奏
是2/4拍连绵不断的节奏型。

*傣族舞蹈体态的基本特征：



5、教师分解讲解组合动作

我们学习的这个小组合共有6个主要动作，音乐节奏欢快，四
拍一个动作。

准备动作：面向7点，左手暗掌，右手上举冠型手，右腿后点
地。

第一个动作：1*8拍平步，先向7点方位走右脚，然后转向1点
并脚，共做四次。然后定型，转向5点方位，右手上托，左手
侧平伸立掌。

第二个动作：2*8拍反方向平步先走左脚面向3点方位，然后
再转向1点，定型转向5点方位，左手上托，右手臂侧平伸。
第三个动作：双抱翅，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踏点步。做四
次然后定型（左手上托，右手侧平伸立掌，右腿抬起勾脚）
第四个动作：1234拍右手在额头，左手背后，踏点步自转到5
点方位。5678拍左手贴额头，右手背后，踏点步自转到1点方
位。

第五个动作：双抱翅左脚开始向3点方位做平步横移动作。共
四个。然后定型（右手上托，左手侧平伸立掌，左腿抬起勾
脚）第六个动作：

1、2拍左手立肘，右手屈肘与左手肘处，先向转到5点方
位，3、4拍右手立肘，左手屈肘与右手肘处，转向1点方位。

5、6拍同1、2拍动作，7、8拍面向3点方向定型。（右手上举
冠型手，左手胯旁按掌）

6、学生看教师指挥整体练习一遍所学动作。（老师指导学生
练习不到位的动作。）

7、随音乐表演一遍动作。（做之前教师提要求，如：动作要



平稳、体现三道弯的特点）

8、播放ppt视频，欣赏优秀傣族舞蹈作品，引导学生从中感
受新疆舞所蕴含的舞蹈感情及独有的特点。

欣赏后小结：杨丽萍精彩的表演，让我们再次领略到了傣族
孔雀舞独特的艺术魅力。

9、教师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傣族小组合，请同学们课下多
加练习把傣族舞优美、轻盈的特点融入动作中，更好的跳出
傣族舞蹈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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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分析

拓展学生的舞蹈文化思路,组织引导学生掌握东北秧歌的风格
特征。五学生情况分析

1.共性分析:07年级的学生舞蹈训练时间较短,在舞蹈基本风



格和艺术表现力上仍需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进行提
高,适当加入对舞蹈作品情感展示方面的教学渗透。

2.个性分析:学生的舞蹈基础及舞蹈素质水平并不完全一致。
在教学中以强带弱,以优带差。充分发挥学生之间的互助作用，
使每位学生都融入整体的舞蹈教学之中。

教学流程图:开始

基本功幼儿舞蹈组合讲解示范提问学生练习

东北秧歌舞蹈组合基本动律动作

讲解提问启发学生

展示舞蹈作品

小结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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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

教学目标：

1、少儿舞蹈与成人舞蹈有相同的规律，都是以人体为工具，
通过人体动作的语汇，表达一定思想感情的动态艺术。但与
成人舞蹈相比，少儿舞蹈的动律更为欢快明朗，它包容青少
儿的“童心”与“童趣”，蕴含着孩子们对于“真善美”的
感受与亲和力。通过简单的舞蹈动作、组合，使学生直观形
象的感知少儿舞蹈特点。简单的了解藏族舞蹈的特点及其名
族特点。

2、学生能够结合自己平常上课的情况描述少儿舞蹈的特点并



能模仿所观看的简单的少儿舞蹈、藏族舞蹈动作。而这些动
作又能激发、启迪他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开拓创造性的思路。

教学难点：藏族舞中的颤膝、拉直臂及舞蹈中常要注意的节
奏把握等。教学过程：

一、导入师：同学们，你们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56个）那你们知道藏族吗？

师：藏族人民主要居住在西藏自治区，其余分布在四川、青
海、甘肃、云南四省和其他地区。

二、组合学习

（一）示范：先由老师给大家表演一支完整的藏族舞，让学
生有一个整体感知。（配上音乐）

（二）教藏族舞的基本动作。藏族舞蹈上肢动作类

1、齐眉晃手

规格及要领：双手下垂，动作时曲腕，屈肘，以腕带动，两
手于胸前交替晃动。右手顺时针划圆，左手逆时针划圆。此
动作有大、中、小之分。小于腹前和胸前；中晃的高度于齐
眉；大于前上方。

2、晃盖手

规格及要领：一手晃，另一手曲臂立腕，手心抹，经上弧线
从旁及里，形成上弧线的流动。单手的晃盖亦常见多出现于
腰旁，腹前。

3、髋前划手

规格及要领：双手下垂，左右手先后在髋前从内向外至旁划



圆。右手顺时针，左手逆时针在平面上划圆。髋前划手和齐
眉晃手属规律性连接。

4、前后摆手

规格及要领：两手下垂于身旁，向前后45°摆动，手腕主动。

5、横向摆手

规格及要领：两手下垂于身旁，多为单手的横向摆动，手腕
主动带动小臂，大臂附随。

6、平面摆手

规格及要领：两手下垂于身旁，单手起至旁，从外至里于胸
前水平面摆动，手腕带动，臂附随。

藏族舞蹈下肢动作类

1、颤膝

规格及要领：弱拍双膝下沉，膝盖颤动，颤时保持上身的稳
定、松弛。

2、退踏步

规格及要领：动作腿后撤半步，脚掌着地，同时支撑腿微离
地面，da拍支撑腿踏地，再动作腿踏地颤膝。动作时，它具有
退颤分离颤，踏地后顺势滑的特点。

准备：体对一方向，基本体态，双手垂于体侧。[1]-8：
右“退踏步”四次，“前后摆手”四次。

1、颤踏组合音乐



2/4中板

准备：体对一方向，基本体态，双手垂于体侧。[1]-4：保持
体态，双手向上晃手至“斜上位”。

5-8：保持手位，前弯腰90°，又脚勾脚“旁虚步”敬
礼。[2]-4：收右脚正步位，基本体态（双手垂于体侧）颤膝。

5-8：保持体态，（右始）原地“碎踏”四次。

[3]-3：保持体态，原地右“颤踏”（踏右脚颤膝，抬左脚），
里“横向摆手”。

-4：原地左右“碎踏”，外“横向摆手”。

5-8：做1-4反向动作。

[4]-8：保持体态，（右始）“碎踏”前行。[5]-8：反
复[3]-8动作。

[6]-8：保持体态，（右始）“碎踏”后退。双手曲肘经肩向
上抽再向前抛出，还双手垂于体侧。

[7]-8：保持体态，（右始）“碎踏”左转四个方向（二拍移
转）。手1-2：双手体前内“抹”，3-4：双手外“摊”，5-8：
反复1-4动作。[8]-2：（右始）向左横“踏”四步，双手体侧
“摊手”。3-4：原地右脚“踏”二次，双手体前内“抹”
外“摊”.5-8:做1-4反向动作。训练提示：

1、颤膝时强调重拍向下，松弛、自如、灵活。

2、组合节奏准确，动作协调、连贯

（三）分组表演



（四）总结评价，给那些表现好的同学一些小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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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本次阅读训练的目标，使学生心中有数。明确的目标
导向，使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有了清晰的方向。

2、明确任务。在教师提出学习目标之后，小组就可以根据本
组的实际情况分配好每个成员的任务，使组内每个成员都有
思考解疑的机会，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教师这时可作
适当点拨指导。

2、独立思考的过程中，学生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在提出自
己的'疑问。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
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仅是数学上的或
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
角度去看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
真正进步。”所以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的提出问题。

在独立思考之后，学生既有了对所讨论问题的理解，更有了
自己理解之后提出的问题。这时的学生已到了“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的境地，而小组讨论正给学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组内讨论是小组合作学习的主要过程，必须给予充足的时间
保证。当然，除了时间上保证之外，还要注意要让组内的每
一个成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
提出问题，共同讨论解决。讨论完之后，也要让每个学生都
知道组内在讨论什么，达成了怎样的共识，如何代表小组去
发表意见，作小组代表的机会也应尽量公平些，使每个学生
都有锻炼的机会。

1、全班交流，也可称为组际交流，每个小组派一个代表发表
意见，作为全班评议的对象，同时每个学生都可以对某个小
组的意见提出赞成或反对的看法，讨论迸出了思维的火花，



使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学习达到了高潮。

2、总结评价是小组合作学习目标的实现环节，这主要由教师
来完成，也可以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来完成，好多总结评价
可以收到积极的激励作用，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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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王文君

一、教学目的：

1、筷子舞基本动作

2、组合短句学习

3、完成《筷子舞组合》

二、教学要求：

1、掌握筷子舞基本动作要领

2、能够运用蒙族舞风格表现筷子舞欢快而又抒情的舞蹈特点。

3、配合队形变化完成组合学习

三、教学重点：

1、筷子舞是学生入学来第一次使用带道具的舞蹈，因此对筷
子的制作，拿法，舞蹈中筷子的朝向都应详细介绍，力求学
生熟练运用。

2、筷子在不同体态，不同位置所击打出来的声音不同，要能
够区分。



四、教学难点：地面部分的筷子舞动作难度较大且比较辛苦，
鼓励学生努力掌握。

五、教学方法：欣赏观摩法、案例分析法、讨论法、讲解法、
实践练习法等。

六、教学准备：蒙族筷子舞蹈的教学参考资料与多媒体播放
设备。

七、授课时数：2课时

八、教学过程：

(一)组织课堂：师生问好，进入课堂教学

（二）基础训练：

1、基本素质训练（在把杆上进行压腿、压肩、甩腰等活动）

2、朝天登训练组合

3、呼吸提沉训练组合（三）新授：《筷子舞》组合1、基本
介绍

1）筷子舞：以前是蒙族的礼仪舞蹈。常在宴会上出现。过去
是男子的舞蹈。蒙族男子在酒喝到兴奋时，随手拿起桌上的
筷子，跟随的音乐节奏，击打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跳起欢
快的舞蹈。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筷子舞演变为蒙族舞蹈的
一个部分，道具筷子也变成了扎着红绸的两大把。舞台上也
出现了女子表演筷子舞的身影，具有特别的韵味。蒙族的筷
子舞也可以运用到幼儿园舞蹈教学活动中，融合一些蒙族动
律特点，加上道具，也可以提高孩子学习的兴趣。

2）道具筷子的制作：准备材料：十双筷子，两条对角一尺左
右的红绸，尼龙线。制作筷子舞道具，首先要准备两把筷子。



一般是十双筷子，分两手拿。如果舞者是孩子，可以适当减
少。筷子以竹木材料最佳，这样敲击出来的声音最轻脆。接
下来要做的是，在每根筷子比较粗的一头钻一个小孔，然后
用尼龙线将筷子分两组串起来，最后绑上红绸的一角扎住。
这样道具筷子就完成了。注意：筷子不要扎得太紧，要让筷
子尖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样敲打起来的声音才会松弛好听。
3)筷子拿法：双手全把握住筷子教粗的一头，让红绸和筷子
尾部靠近小指一边。预备时，筷子横拿，筷子尖相对而不要
朝前。

2、站立部分基本动作：

1)平步打肩：1拍走左脚，右手筷横敲左肩，左手筷体后擦腰
后，双手打开到四位。2拍走右脚，双手对称。3拍上左脚有
转身一周，手动作同1拍。4拍动作同2拍。

2)平步打背：面5点预备。1拍走左脚，右手筷高擦背，左手
筷低擦背后，拉开到右五位，左三位。2拍上右脚，双手对称。
3拍上左脚右转身面1点；右手筷横敲左肩，左手筷体后擦腰
后，双手打开到四位。4拍向1点上右脚；双手对称第3拍动作。

3)踏步后重心位击胯：1拍右脚向右迈一步，双手筷横击双胯。
2拍撤左脚呈踏步后重心，双手再击胯打开到三位。3拍左手
筷击右肩。4拍右手筷击左肩。5~8拍对称反复。

4)展翅位击胯：

1、2拍左脚向左迈一步，双手筷横击双胯后打开到三位。

3、4拍撤右脚呈小踏步，双手筷横击胯后打开到四位；上身
前倾，抬头看前方。

5、6拍向前上右脚呈前弓箭步，同时双手筷经击胯后向前平
举。



7、8拍左腿顺势跪地，双手抽回击胯，上身直。

5)肩胯连击：

1、2拍大八字位左脚重心，双手筷从上向下连击肩和胯。

3、4拍双手自然下垂，保持左脚重心，屈膝；上身略前倾，
送右肩；眼看1点。

5、6拍上身站直左手自然下垂击左胯；右臂体前顺时针甩一
个立园。

7、8拍右手自然下垂击右胯；左臂顺时针体前甩一个立园。

3、跪地部分基本动作：双膝跪地预备。

动作1：8拍完成。1拍上身左前倾，双手筷击左前方地板。2
拍双手上提击双胯。3拍上身直，双手继续上提，击双肩。4
拍双手提至五位。5~8拍向右前倾对称1~4拍动作。

动作2：8拍完成。1拍双手在头上向左横着击双筷。2拍双手
向下走，向右横击双筷。3拍继续向下，向左横击双筷。两手
臂从上向下走了一个“s”形。4拍提上身提右筷。5拍右手击右
肩，左手击左胯。6拍上身左侧前倾，右手向左前擦地；左臂
后摆。7拍提上身，右臂上提至右五位。8拍左手击右肩。

4、组合动作：

1、2*8：全体向8点、2点、1点，走四次平步打肩。1点走两
次

1*8：竖排单数同学先左后右，做踏步后重心位击胯两次。双
数同学走圆场步五位交替柔臂；四拍向前走，四拍返身向5点
走。1*8：以上两组同学互换动作。



2、1*8：全体面向1点，做一次展翅位击胯。

1*8：1拍变双腿跪右手托按掌位，上身前倾。从左侧竖排开
始做，每排占一拍时间。如：第一排做1；第二排做2；三排
做3。7拍全体双手筷击双肩。8拍上身左前倾准备。

2*8：全体做跪地筷子动作1，四组。

3、3*8：做跪地动作2，三组。1*8：全体起立向1点做平步打
背动作一组。

4、3*8：全体做肩胯连击动作三组。横排一、三排可按5、6、
7、8、1、2、3、4的顺序做。1*8：全体右转身，1~4拍面向5
点做肩胯连击动作的1~4拍。5~8拍继续反复上面1~4拍，并将
动作逐渐放慢，结束。

5、组合练习

九、总结课堂学习情况

十、布置作业：

1、写出组合动作中所运用的筷子击打部位、击打方法

2、练习《筷子舞》单一动作以及组合，熟练筷子的击打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