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舞基本功训练》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1

开设学期：第 1-5学期                  总学时：444节（30学分）

编 制 人：杨磊                        审  核：刘海泉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中国舞基本功训练(简称基训）是舞蹈编导专业必修课程，中国舞基本功训

练课是为培养中国舞蹈编导人才，根据高等舞蹈职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

设立的专业基础课。

（二）课程作用

通过本课程学习，对学生舞蹈素质、舞蹈技能、舞蹈审美能力的培养与提

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是舞蹈编导专业学生必须熟练掌握的一门基础

课程，在舞蹈编导人才培养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认识和了解与舞蹈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基础舞蹈理论,丰富

和拓宽学生的舞蹈视野及知识面,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

2、通过本学科教学，使学生掌握舞蹈语言要素和舞蹈表现手段的基本知识。

（二）能力目标

1、充分开发学生的柔韧、力量、速度、灵活、耐力以及舞蹈素质方面的潜

能，使学生具有规范、扎实的基本功，技术技巧达到身法与技法的和谐统一。



2、注重对教学思维的开发和训练，不仅要提高学生的身体表现能力，同时

还需掌握和理解中国舞表演的基本能力。为今后成为合格的舞蹈编导人才打下坚

实基础。

（三）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团结协作的专业精神，逐步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本着以面向全体、注重

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与

民舞、剧目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理解、掌握中

国舞基本功训练的基本技能，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一学期

（规范身

体基本形

态）

地面： 

1、活动训练组合 2、勾绷脚训练组合 3、吸伸腿训练组合

4、腰部训练组合 5、髋关节训练组合 6、大踢腿训练组合

把杆：（单一训练）

1、活动训练组合 2、蹲训练组合 3、五位擦地训练组合 4、

小踢腿训练组合 5、单腿蹲训练组合 6、腰训练组合 7、小

78节

 

444节

（30

学分）



弹腿训练组合 8、大踢腿训练组合 9、控制训练组合

中间： 

1、踢腿（前旁后）2、小跳 3、中跳

二学期

（提高身

体基本素

质）

把杆：（重心训练）

1、活动训练组合 2、蹲训练组合 3、五位擦地训练组合 4、

小踢腿训练组合 5、单腿蹲训练组合 6、腰训练组合 7、小

弹腿训练组合 8、控制训练组合 9、大踢腿训练组合 10、半

脚尖训练

中间：

1、踢腿（前旁后）2、单腿蹲 3、控制 4、踏步翻身 5、平

转 6、扫堂 7、小跳（一位、二位、五位）8、中跳 9、错步

吸腿跳 10、小赞步

96节

三学期

（单一技

术技巧开

法）

把杆：（建立美感意识）

1、活动训练组合 2、蹲训练组合 3、五位擦地训练组合 4、

小踢腿训练组合 5、单腿蹲训练组合 6、腰训练组合 7、小

弹腿训练组合 8、控制训练组合 9、大踢腿训练组合

中间：

1、踢腿（前旁后）2、控制 3、小转练习 4、踏步翻身 5、

点步翻身 6、串翻身 7、平转 8、扫堂（男）9、小跳（一位、

二位、五位）组合 10、掖腿小跳 11、射燕小跳 12、中跳组

合 13、移动中跳 14、错步凌空跃 15、吸撩腿跃 16、倒踢

紫金冠 17、赞步(男)

96节

四学期

（强化技

术技巧、

把杆：（身法与技术统一）

1、活动训练组合 2、蹲训练组合 3、五位擦地训练组合 4、

96节



提高基本

技术稳定

性）

小踢腿训练组合 5、单腿蹲训练组合 6、腰训练组合 7、小

弹腿训练组合 8、控制训练组合 9、大踢腿训练组合 10、旁

腿转开范

中间：

1、踢腿（前旁后）2、控制 3、小转 4、上步掖转 5、抱腿

转 6、跨腿转（男）7、平转 8、点步翻身 9、串翻身 10、

吸腿翻身 11、扫堂（男）12、小跳组合 13、射燕小跳（跑

步、错步）14、舞姿小跳 15、中跳（燕式）16、单腿变身

跳 17、劈腿跳 18、横飞燕（男）19、吸撩腿跃 20、错步大

射燕 21、倒踢紫金冠 22、大赞步 23、错步剪式变身跳

24、后双飞燕 25、错步摆腿跳（开法）26、技术技巧

五学期

（技术技

巧巩固提

高与合理

运用、综

合性组合）

把杆：（突出表现力）

1、活动训练组合 2、蹲训练组合 3、五位擦地训练组合 4、

小踢腿训练组合 5、单腿蹲训练组合 6、腰训练组合 7、小

弹腿训练组合 8、控制训练组合 9、大踢腿训练组合

中间：

1、踢腿（前旁后）2、控制 3、小转 4、舞姿转 5、复合转

6、抱腿转 7、跨腿转（男）8、平转（接转类）9、点步翻

身（接翻身类）10、串翻身接绞腿 11、扫堂探海（男）

12、小跳综合组合 13、舞姿小跳 14、流动舞姿小跳 15、舞

姿综合中跳 16、二五位空转（男）17、综合单腿变身跳

18、流动中跳 19、综合劈腿跳组合 20、横飞燕组合（男）

21、吸撩腿跃组合 22、错步大射燕组合 23、倒踢紫金冠组

合 24、大赞步组合(男)25、错步摆腿跳 26、后飞燕组合

（男）27、变身跳组合（男）

78节

六学期 实践、实习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

业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钢琴、把杆、地胶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舞蹈基本功训练教材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基训资料、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基训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首都师范大学视频资料、中央民族大学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舞蹈编导》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2

开设学期：第 3-5学期                   总学时：180节（12学分） 

编 制 人：宋宁                         审  核：刘海泉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舞蹈编导是舞蹈编导专业必修课程，为学生奠定学习舞蹈编导的理论基础，

掌握舞蹈作品编与导的一般技法和程序。

（2）课程作用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开发和提高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创作能力，使学生掌握

编舞技巧中的基本技能与方法，以适应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其多种艺

术可能，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能够独立完成一般性舞蹈编排工作。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编导课程，使学生掌握关于舞蹈艺术的专业理论和舞蹈编创的基

本知识和技法。

（二）能力目标

通过学习编导课程，使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舞蹈编舞技法，能够具备一般

舞蹈的编舞能力和一般的艺术创造能力。

（三）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团结协作的专业精神，逐步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本着以面向全体、注重

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与

民舞、基训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理解、掌握舞

蹈编导的基本要求，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三学期

1、动作开发

2、即兴练习

1、丰富肢体语言

2、动作与音乐结合

3、运用自如

64节

180节

（12学分）



3、身体解放

四学期

1、独  舞

2、双人舞

3、三人舞

1、完成作品的完整性

2、掌握默契的配合

3、准确把握人物关系

64节

五学期

1、组舞

2、群舞

1、整齐划一、情感交融、特色鲜明

2、画面、层次、动作情感完整性

52节

六学期 实践、实习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多媒体、音响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舞蹈编导教材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编导资料、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编导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北京现代舞团视频资料、山西歌舞剧院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中国民族民间舞》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3

开设学期：第 1-5 学期                  总学时：296 节（20 学分） 

编 制 人：邱慧敏                      审  核：杨磊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中国民族民间舞（简称民舞）是舞蹈编导专业必修课程。是学习舞蹈的基

础课程，也是作为一个舞蹈编导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

（2）课程作用

通过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课学习，使学生准确掌握不同民族舞蹈的体态、风

格、动律特征，提高艺术表现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掌握各民族舞蹈素材和风格特点，认识和了解各民族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



背景，拓宽学生的舞蹈视野和知识面，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

（二）能力目标

1、通过民间舞课学习，培养学生的肢体协调能力。

2、通过各民族不同的音乐风格特点，培养学生对节奏的准确把握。

3、通过民间舞学习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力，能学以致用为舞蹈编导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三）素质目标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通过学习各民族舞蹈素

材，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团结协作的专业精神，逐步形

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本着以面向全体、注重

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的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

与基训、剧目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理解、掌握

民族民间舞的基本技能，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一学期

一、藏族舞

1、基本动律、步伐训练组合。

2、踢踏综合训练组合。

3、热巴玄子训练组合。

4、综合表演性组合。

5、风格性表演组合。

二、东北秧歌

1、基本动律训练组合。

2、基本步伐训练组合。

3、综合表演性组合。

4、风格性表演组合。

1、了解藏族、东北秧

歌的地域文化背景，

民俗风情。

2、掌握动律要领及风

格特点。

3、达到身体协调     

配合。

52节

二学期

一、蒙族舞

1、基本体态训练组合。

2、肩、腕综合训练组合。

3、胸背、柔臂综合训练组合。

4、盅、碗、筷综合训练组合。

5、综合表演性组合。

二、安徽花鼓灯

1、了解蒙族、安徽地

域文化背景、民俗风

情。

2、掌握动律要领及风

格特点。

3、达到身体协调     

配合。

64节

296节

（20学

分）



1、基本动律组合。

2、碎步、扇花综合组合。

3、步伐综合训练组合。

4、综合表演性组合。

三学期

一、维吾尔族舞

1、基本动律训练组合。

2、头眼训练综合组合。

3、步伐综合训练组合。

4、综合表演性组合。

5、风格性表演组合。

二、山东胶州秧歌

1、正丁字拧步训练组合。

2、八字扇、倒丁字辗步训练组合。

3、曼扭抱扇训练组合。

4、小曼走场综合表演性组合。

1、了解维吾尔族、山

东地域文化背景和民

俗风情。

2、掌握动律要领及风

格特点。

3、达到身体协调     

配合。

64节



5、综合表演组合。

四学期

一、傣族

1、基本动律训练组合。

2、步伐综合训练组合。

3、综合表演组合。

4、风格性表演组合。

二、山西民间舞----小花戏

1、蝴蝶扇花训练组合。

2、撒扇训练组合。

3、忽嗦步训练组合。

4、三颠步训练组合。

5、综合表演组合。

1、了解傣族、山西地

域文化背景，民俗风

情。

2、掌握动律要领及风

格特点。

3、达到身体协调     

配合。

64节

五学期

一、朝鲜族

1、体态、呼吸训练组合。

2、步伐综合训练组合。

3、手臂综合训练组合。

4、综合风格性表演组合。

二、各民族综合组合。

1、了解地域文化背景

2、掌握基本动律及风

格

3、达到身体协调     

配合，具备演员的基

本表演能力。

52节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多媒体、音响

（三）教学方法建议

1、藏族综合性表演组合。

2、东北秧歌综合性表演组合。

3、蒙族综合性组合。

4、安徽花鼓灯综合表演性组合。

5、维吾尔族综合性表演组合。

6、山东胶州秧歌综合表演性组合。

7、山西民间舞小花戏综合表演性组合。

8、傣族综合性表演组合。

9.朝鲜综合性表演组合。

六学期 实践、实习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中国民族民间舞教材与教法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民间舞资料、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民间舞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各民族舞蹈视频资料；

3、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李明珍老师书籍及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现代舞》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4

开设学期：第 3-4学期                  总学时：116节（8学分） 

编 制 人：徐晋东                      审  核：高燕平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现代舞是舞蹈编导专业必修课程，为培养舞蹈编导人才，根据高等舞蹈职

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立的专业基础课。

（2）课程作用



通过现代舞学习，使学生能够解放身体、控制身体、运用身体，最终达到

气息与动作的协调统一，提高身体的表现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现代舞，使学生了解现代舞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各种学术流派，拓

宽学生的艺术视野和提高艺术理论修养。

（二）能力目标

通过现代舞学习，使学生掌握现代舞身体与气息的运用和完成一般技术技

巧，培养学生身体协调配合能力。

（三）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外来文化，互相比较中进一步认识祖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进

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团结协作的专业精神，逐步形

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本着以面向全体、注重

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的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

与基训、剧目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理解、掌握

现代舞的基本技能，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课时

分配

合计

一学期

1、气息组合

2、收放组合

3、站立组合

1、掌握气息与动作的配合

2、身体控制能力

3、把握身体的稳定性

52

二学期

1、步伐与跳跃

2、旋转

3、空间流动

1、动作流畅、气息的连续

2、重心稳定

3、意识支配

64

116节

（8学

分）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多媒体、音响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现代舞教材与教法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现代舞资料、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现代舞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北京现代舞团视频资料；广州现代舞团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中国舞蹈简史》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A-01

开设学期：第 1学期                    总学时：26节（2学分）

编 制 人：李青                        审  核：高燕平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中国舞蹈简史是舞蹈编导专业限定选修理论课程，它是舞蹈理论科目中一

门系统讲授舞蹈理论知识的课程，是学习舞蹈的基础，也是构成舞蹈的基本要

素。



（2）课程作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于学生基本舞蹈素质、舞蹈技能、舞蹈审美能力的

培养与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是从事以舞蹈表演所必须熟练掌握的一

门基础理论课程，在人才培养中起到理论支撑的基础作用。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认识和了解与舞蹈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掌握基础的古代舞蹈史,

丰富、拓宽学生的视野及知识面,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

2、通过本学科教学，使学生掌握古代舞蹈基本知识。学以致用，以“用”

促学，边“用”边学，突出“教、学、做”一体化的教育理念。

（二）能力目标

    1、通过该课程的讲授，使学生从舞蹈的起源到历代舞蹈发展的状况，来了

解中国舞蹈文化的悠久历史，加深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认识，增强对舞蹈文

化事业的热爱。

    2、通过对古代舞蹈史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各时期舞蹈发展状况和不同时

期的审美特征，艺术风格及在舞史上有影响的舞蹈、著名舞人。

    3、重点掌握两周、汉代、隋唐三大舞蹈集成时期舞蹈的变革和发展。站在

历史文化的高度上去认识舞蹈。

（三）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团结协作的专业精神，逐步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本



着以面向全体、注重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理论知

识以“必需、够用”为度。通过中国舞蹈史的讲授，让学生了解我国灿烂修久

的舞蹈历史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培养其爱国主义思想，宏扬中华民族的

舞蹈文化，帮助他们树立起为祖国舞蹈事业献身的信念。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的需求为目标，重视理论联系实践和学科间的

融会贯通。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中国舞蹈发生、发展的状况及其

各阶段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范，以便能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认识舞蹈、感受

舞蹈、传播舞蹈。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一学期

中国舞蹈

简史各章

节内容

1、图腾崇拜舞蹈与巫术仪式舞蹈

2、帝王纪功舞蹈与宫廷祭祀舞蹈

3、女乐及其源流

4、角抵、百戏与舞蹈

5、唐代宫廷舞蹈及其源流

6、宋代宫廷队舞

7、宋代民间舞队及其发展

8、历代宫廷乐舞机构

9、戏曲舞蹈及源流

10、宗教舞蹈及其播迁

26节

26节（2

学分）



11、四夷乐与边疆民族舞蹈

12、孔、墨、庄、屈的乐舞思想

13、秦、汉、魏、晋的乐舞思想

14、李、杜、白、元的乐舞思想

15、两宋、明清的乐舞思想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理论教室

设备要求：多媒体、互联网

（三）教学方法建议

集中教学法、讲解法、讨论法、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中国古代舞蹈史纲》《中国舞蹈史》（十三五规划或校本教材）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资料

2、系里存放教学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

2、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

 

《舞蹈解剖学》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A-02

开设学期：第 3学期                   总学时：32节（2学分）

编 制 人：曲洪波                     审  核：刘海泉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舞蹈解剖学是舞蹈编导专业限定选修理论课程，是为培养舞蹈编导人才，

根据高等舞蹈职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立的基础理论课。

（2）课程作用



通过本课程学习，为舞蹈训练对人体形态结构产生的影响，探索人体结构

机械运动规律，分析舞蹈技术动作提供理论基础，对舞蹈训练实践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通过本学科教学，使学生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特征和相

互关系的基本知识。

2、理解并应用科学知识和规律研究如何提高人体舞蹈技能,指导教学训练。

（二）能力目标

1、了解舞蹈训练对人体形态结构产生的影响，并结合舞蹈训练实践，初步

掌握运用解剖学基础知识对舞蹈动作结构、技术特点等方面具有综合分析的能

力

2、储备舞蹈教学、表演、训练和科学研究理论知识。

（三）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珍爱生命，感恩人生，树立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谨自律的专业精

神，逐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形态结构与技能相统一、认识局部与整体

相统一的基本理念，精确选取课程学习内容，采取与学科特点相适应的合理教

学方法。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为舞蹈教学、表演、训练和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为目



标，课堂教学以模型标本及图片观察法、活体研究法、舞蹈动作分析法讲解人

体的形态结构；理解、掌握人体器官形态结构、机能运动规律；阐明对人体形

态结构的影响，肌肉工作和动作分析的基本理论，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三学期

解剖学各

章节

1、研究正常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详细研究人

体运动器官的机械运动规律。

2、联系舞蹈实际，阐明舞蹈训练对人体形态结构的影响，

如对骨、关节、和肌肉形态结构、对心血管形态结构的

影响等。

3、在掌握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知识的基础上，着重了解肌

肉工作和动作分析的基本理论。

32节

32节

（2学

分）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艺术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并有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工作

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理论教室

设备要求：多媒体设备、互联网



（三）教学方法建议

讲解法、观察法、讨论法、演示法、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舞蹈解剖学基础理论教材（十三五规划或校本教材）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基训资料、视频资料、基础理论资料

2、系部存放基础理论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教学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艺术教育网站、优酷、腾讯网舞蹈解剖教学视频；解剖教学名师视频资料



《中国古典舞身韵》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5

开设学期：第 1-2学期                  总学时：58节（4学分） 

编 制 人：黄亚南                      审  核：杨磊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中国古典舞身韵（简称身韵）是舞蹈编导专业限定选修课程。为培养舞蹈

编导人才，根据高等舞蹈职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立的专业基础课。

（二）课程作用



通过身韵课的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古典舞的形态特点，神态特点，发力特

点，律动特点。提高学生的身体运用能力和艺术表现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学习中国古典舞身韵使学生了解中国古典舞学科的文化背景，掌握本学科的学

术定位及风格特点，增强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理论修养。

（二）能力目标

通过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中国古典舞特有的“拧、倾、圆、

曲、”形态特点。掌握单一训练到复合训练、分解到综合、局部到整体，以腰

部运动为主线，并使之与手、眼、身、法相统一，达到体现“形、神、劲、律”

全面训练的教学目的。

（三）素质目标

通过中国古典舞身韵学习，培养学生具有示范能力、表达能力及其创造力。

提高民族传统审美意识，增强学生的艺术表现力。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本着以面向全体、注重

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与

民舞、基训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理解、掌握古

典舞身韵训练的基本要求，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音响、钢琴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一学期

1、地面基本元素练习

2、元素练习

3、气息练习

1、了解中国古典舞身韵文化背景

2、掌握地面基本元素练习的内容

26节

二学期

1、手眼练习

2、中间元素练习

3、短句与传统组合练习

1、掌握元素练习与气息的配合

2、掌握身体的用力方法

3、掌握手眼身法统一

32节

六学期 实践、实习

58节（4学

分）



（四）教材要求 

    中国古典舞身韵教材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身韵资料、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身韵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舞蹈教学剧目》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6

开设学期：第 1-4 学期                  总学时：186 节（12 学分）

编 制 人：王辉                         审  核：刘海泉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舞蹈教学剧目（简称剧目）是舞蹈编导专业限定选修课程。为培养舞蹈编

导人才，根据高等舞蹈职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立的专业基础课。

（2）课程作用

通过剧目学习使学生熟练的掌握舞蹈语言，准确地塑造人物形象，完整的



表达人物所需的思想感情，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及储备实践能力。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剧目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和掌握不同舞种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内涵，

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理论修养。

（二）能力目标

   通过剧目课学习，能够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力，技术、技巧综合运用能力，

动作与情感的融会贯通，达到舞台表演规范及舞台实践要求。

（三）素质目标

通过学习各舞种剧目，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热情，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团结协

作的专业精神，逐步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课程理念

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审美教育为核心，本着以面向全体、注重

个性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课程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二）设计思路

本课程设计思路以岗位能力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与

民舞、基训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使学生理解、掌握剧

目训练的基本要求，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学时分配 合计

一学期

1、教学剧目（藏族或东北

秧歌）

2、河莲行系列剧目

3、自选剧目

1、综合提高藏族、东北秧歌舞蹈的体态、

舞姿、动律舞蹈风格特点。

2、加强舞蹈编导能力与舞台实践能力。

26节

二学期

1、教学剧目（蒙族或安徽

花鼓灯）

2、河莲行系列剧目

3、自选剧目

1、综合提高蒙族、安徽花鼓灯舞蹈的体

态、舞姿、动律舞蹈风格特点。

2、加强舞蹈编导能力与舞台实践能力。

32节

三学期

1、教学剧目（维族或胶州

秧歌）

2、河莲行系列剧目

3、自选剧目

1、综合提高维族、胶州秧歌舞蹈的体态、

舞姿、动律舞蹈风格特点。

2、加强舞蹈编导能力与舞台实践能力。

64节

四学期

1、教学剧目（傣族或小花

戏）

2、河莲行系列剧目

3、自选剧目

1、综合提高傣族、小花戏舞蹈的体态、

舞姿、动律舞蹈风格特点。

2、加强舞蹈编导能力与舞台实践能力。

64节

186节

（12学分）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专业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多媒体、音响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视频资料、编创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该课程的成绩由平时考查和期末考试两部分组成。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

算，平时考查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总成绩在

及格(60分以)上给予相应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剧目资料、视频资料

五学期 毕业综合实践

六学期 实践、实习



2、系里存放剧目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桃李杯历届舞蹈比赛视频资料、各类舞蹈比赛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综合实践》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7

开设学期：第 5学期                    总学时：120节（4学分）           

编 制 人：王辉                        审  核：杨磊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综合实践是舞蹈编导专业必需完成的实践课程。为培养舞蹈编导人才，

根据高等舞蹈职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立的专业综合实践课。

（2）课程作用



通过综合实践，使学生能够全方位掌握课堂所学的知识在实践过程中及

舞台上、岗位上充分的运用出来，使学生对舞台表现和舞台知识有一个全面的

掌握，为成为一名合格的舞蹈编导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综合实践使学生掌握舞台基础知识，对舞台的方位、设施、灯光、音响等

基础知识有个初步掌握。

（二）能力目标

通过综合实践，使学生能够合作或独立完成作品的设计、编排及表演，能

够对舞蹈作品有一定的分析和鉴赏能力。

（三）素质目标

通过综合实践，使学生对创作的知识及表演的知识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使

所学到的知识通过实践演出进一步的运用，通过实践锻炼使学生对舞蹈编导、

表演及艺术概念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实践检验一切，本着以普遍培养、重点

提高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使

学生达到创作熟练、表演成熟、舞台经验丰富的合格舞蹈编创专业人员。

（二）本课程设计思路以舞台表演实践能力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

相结合。与基训、编导、现代舞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使学生理解、掌握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课时分配 合计



五学期

1、单一舞蹈片段创编

2、舞蹈组合设计

3、舞蹈节目合成

4、毕业节目创排

5、节目演出合成合光、

走台

6、实践创作节目演出

1、以单一剧目、毕业创作为主

2、完成表演节目的设计、编排

3、掌握所有节目的风格和性质

4、掌握表演节目的协调、统筹能力

5、掌握舞台及表演场地的相应知识

6、完成舞蹈编导所要求具备的能力实

践学习

120

120节

（4学

分）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1、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

备先进的高等职业教育理念，有较强的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创新能力。

2、兼职专业教师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并有从事与本专业

相关的实践工作经历和经验，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舞台、剧场、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灯光、音响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精品剧目及舞剧作品、创作作品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综合实践课在进行完实践活动后，由实践综合剧目老师给学生进行实践考

核评价，以考察形式考核，考核成绩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合格及以上给

予相应综合实践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校企合作资料、创作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实践教学资料、校企合作项目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各企业团体实践教学项目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顶岗实习》课程标准

课程编码：WB/Ⅱ/C-08

开设学期：第 6学期                    总学时：480节（16学分）           

编 制 人：高燕平                      审  核：刘海泉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顶岗实习是舞蹈编导专业必须完成的实践课程。为培养舞蹈编导人才，

根据高等舞蹈职业教育专业特点和培养目标设立的专业顶岗实践课。



（2）课程作用

通过顶岗实习，使学生能够全方位掌握课堂所学的知识在编创过程中及

舞台上充分的运用出来，使学生对节目编创和舞台知识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为

成为一名合格的舞蹈编导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顶岗实习使学生掌握舞蹈节目编创的基础能力和舞台基础知识，对舞台的

方位、设施、灯光、音响等基础知识有个初步掌握。

（二）能力目标

通过顶岗实习，使学生能够合作或独立完成作品的编创，能够对舞蹈作品

有一定的分析和鉴赏能力。

（三）素质目标

通过顶岗实习，使学生对编创的概念及表演的知识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使

所学到的知识通过实践编创和演出进一步的运用，通过实践使学生对舞蹈编导

及艺术概念有一个极大的提高

三、课程理念及设计思路

（一）本课程在设计理念上始终坚持以实践检验一切，本着以普遍培养、重点

提高为原则的基本理念，合理选取学习内容，统一规范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使

学生达到编创成熟、舞台经验丰富的合格舞蹈编导。

（二）本课程设计思路以舞台表演岗位能力需求为目标，课堂教学与舞台实践

相结合。与基训、现代舞、民舞等课程融会贯通，积极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

使学生理解、掌握实践表演的基本要求，最终实现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四、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教学目标 课时分配 合计



六学期

1、单一舞蹈片段编创

2、舞蹈节目合成

3、舞蹈节目联排

4、全剧节目联排

5、全剧合成，合光联

排

6、参加全剧演出表演

1、以舞剧、歌舞剧为主

2、参与舞剧或歌舞剧所有节目的编排、

演出

3、掌握所有节目的表演风格和角色要

求

4、掌握整剧节目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内

容

5、掌握舞台及表演场地的相应知识

6、完成舞蹈编导岗位要求具备的能力

实践学习

480

480节

（16学

分）

五、课程实施建议

（一）师资要求

校企共同选派专职的排练辅导老师，能够对节目及全剧有全面掌握的导演

及专业编导，能够对所表演的舞剧、剧目、歌舞剧等有参加创作或表演的专业

人员。

（二）教学场地与设备要求

教学场地：舞台、剧场、舞蹈实训室

设备要求：灯光、音响

（三）教学方法建议

分层次教学、因材施教

（四）教材要求



      精品剧目及舞剧作品、创作作品

六、课程考核与评价

顶岗实习期满，实习生填写山西戏剧职业学院实习报告，实习单位辅导老

师对实习生实习期间进行鉴定，并在实习报告成绩栏中填写成绩，成绩分为优

秀、合格、不合格，合格以上给予相应顶岗实习学分。

七、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开发利用校内资源

1、图书阅览室存放校企合作资料、视频资料

2、系里存放实践教学、校企合作项目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二）开发利用社会资源

1、北京舞蹈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上海戏剧学院教学资料、视频资料

2、各企业团体实践教学项目视频资料

（三）开发网络媒体资源

    教育网站、土豆网教学视频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