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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课程促进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研究

李莹，杨玲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体育课程和体育教学过程中核心素养培养的关键性要求，是核心

素养在体育学科意义上的延伸。文章从体育舞蹈课程与体育核心素养间的内在联系出

发，分析论证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在体育舞蹈课程中培养的价值优势。其次，通过对体

育课程发展核心素养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提出相应培养策略：注重课程实践，提升体育

教师课程教学能力；注重学情分析，提高课程适应性和教学针对性；注重体育品德建设，

增加展示与交流平台；注重活动组织形式，灵活应用校内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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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Dance Curriculum to Promote Students’ 
Core Accomplishm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LI Ying，YANG Ling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PE discipline is the key requirement of training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in 

PE curriculum and PE teaching process, and is the extension of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in PE disciplin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roves the value superiority of sports dance course in cultivating sports discipline core literacy from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dance course and sports core literacy. The nex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re accomplishment of P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om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accomplish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practice of the curriculum,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mphasizing the analysis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ing character, increasing 

the display and exchange platform;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rganization form of activities, and flexibly applying the 

resourc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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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发布，

明确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最新发展理念。在我国教育

领域，将核心素养体系与学科教学有机结合，是深

化学科各学科课程改革与创新的主要手段和途径［1］。

教育部门也紧接对各学科核心素养做出相应要求，

对核心素养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体育舞

蹈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情感、升华审美能力和意识、

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等社会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因此，在体育舞蹈课程中灵活地开展教育教学，

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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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舞蹈课程与体育核心素养的内在
联系

2.1  体育核心素养的内涵

“核心素养”的概念的研究在世界多国已引起了

广泛关注，我国学者近年来也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

规模的研究。我国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指出，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主要是学生应具备的、能

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和关键能力，

包括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

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2］。林崇德教授指出，

对核心素养的概念要与对基础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相结

合，认为核心素养是课程改革的产物，是学生在接受

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以适应个人的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3］。钟

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校教育中逐步获得解决

问题的能力与素养［4］。尚力沛等认为核心素养是个体

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集知识、技能、情感、

态度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形态［5］。以上学者的讨论主要

为，概念意义上的社会个体所必备的素养和从学科意义

到概念意义的落实。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由体育精神、

运动实践、健康促进三维构成，具体划分为：体育情感

和品格、运动能力和习惯、健康知识行为［6］。学校体

育教育能够实现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与发展的实

现，因此，这不仅是学校的主要责任，更是教师的首要

任务。

2.2  体育舞蹈对培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价值

1）体育舞蹈的健身价值提高学生体质健康

长时间的体育舞蹈有氧锻炼，不仅能改善学生的

体态、气质，还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生理机能。

就运动强度而言，舞蹈艺术追求的不仅是速度和力量

的爆发力，更要求舞者要有情感的表达，在表演过程

中通过舞蹈动作将体育精神的内涵和情感结合起来传

达给观众。在体育舞蹈教学中，对舞者的形体有着严

格的要求，对身体各部位的力量尤其是核心力量具有

较高要求，舞蹈技术动作的完成程度与核心内的能量

储备呈正相关。躯体中段连接髋关节、四肢进行反复

交替地运动，促使身体各部位的肌肉精确发力，塑造

出不同难度的肢体动作和造型。长期体育舞蹈运动有

减肥减脂的功效，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塑造体型和改

善气质；同时还能改善学生的身体的各项生理指标，

如最大摄氧量的增加、肺活量的增大等等［7］。身体生

理指标的改善能有效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尤其是

把全民健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以后，体育舞蹈所体

现出健身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2）体育舞蹈德育价值强化学生体育道德修养

德育过程就是建立在体育道德教育基础上，通过

对体育道德修养的扬弃，使体育道德素质在体育道德

教育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过程［8］。体育舞蹈课堂灵活

多变，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对于学生身心放松、减轻

心理压力、培养自身健康独立的人格具有重要作用。

独具一格的“男女搭档”以及各种集体表演，不仅是

帮助学生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和集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也是发展学生人际关系适应能力、提高学生交往能力

和团结协作能力的关键［9］。而且不管是在体育舞蹈的

学习过程中还是群舞排练，都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练习

和纠正，才能逐步地掌握和熟练各个技术动作要领。

通过反复实践，磨炼学生的毅力，逐渐养成吃苦耐劳、

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等意志品质，以达到立德树人的

目的。

3）体育舞蹈的美育价值提高学生审美素养

体育舞蹈具有健身、健心、社交等多种教育功能，

是身体教育的最佳方式之一，是“健”与“美”的典范。

体育舞蹈在舞蹈过程中追求以真为美、以善为美、以美

为美，并展现出竞技之美、生活之美和艺术之美［10］。

身体美的塑造是体育舞蹈教学中最突出的表现，而且还

能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也能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审美

细胞，并表现出一定的审美倾向。体育舞蹈体现两性之

间的和谐美，是男女双方刚柔并济、身形协调、默契配

合等构成的形式美，是舞者从自我意识、自我创造中体

现出来的“真与善”的内容美，是高雅风度、相互尊重

展现出的礼仪美。 舞者无论是在自己完成或观赏其他舞

者完成时，都能通过感官（视觉、听觉等）感知产生美

感体验，逐渐在思维、意识、认知方面达到新的层次，

从而拓展和完善自我审美能力。

3  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存在的问题
3.1  体育核心素养培养重视度欠缺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是近年来才提出的教学要求，

但当前的体育教师和体育研究者对体育核心素养和体育

学科核心素养的关注度较少，并未意识到核心素养的培

养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因而导致体育教师对其重视

程度不高，在体育教学中只有少数或根本没有对学生进

行核心素养的培养。

3.2  认知水平不足造成体育教育功能缺失

传统体育教学的课程单调枯燥，导致学生对体育课

程产生厌倦消极的态度，更有大部分的学生表现出不喜

欢体育课程或是不喜欢体育运动。体育教育的认知程度

对学生和教师都具有重要意义。教师作为体育课堂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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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者，需要具有专业的素养和能力，积极接受新的教学

思维，才能满足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要求。与其他学科

相比较，体育学科重视程度不足已成为各学校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一些校园体育运动也早已成为形式主义体育。

如今的部分校园体育与体育教学的初衷已背道而驰，严

重影响了学生体育核心的培养，也给学校体育基础教学

改革带来了疑虑。

3.3  单一参与形式削弱体育道德的形成

体育道德主要包括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奋斗中的

坚韧不拔、矛盾冲突后的相互包容等等。体育教学的

独特个性在于学生需要亲身去体验学习和领悟知识和技

能，并按照一定的组织形式学习和实践。德育教育蕴藏

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包含着严格的课堂纪律和严密的教

学。体育教学内容一直处于教学改革的中心位，是教学

改革探索研究的重中之重。然而众多研究指出，多数学

校仍然是以田径、三大球、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少数项目

等为内容，仅有少数学校将区域化特色体育运动项目纳

入教学内容。体育运动技能学习和掌握几乎是体育教学

的全部内容，但体育课程实践的结果不应只有技术动作

的习得，还应包括精神层面的习得［11］。体育教学内容

的缺乏，导致学生体育课程参与形式单一，课余锻炼形

式单一。

3.4  教学设施不完备降低学生参与度

体育教学设施学校开展体育教学的重要物质基础，

也是开展各类体育活动的重要物质保障。随着我国经济

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体育场地设施也有了新的

发展。但多数学校存在对体育重视不足、经费投入不足等，

导致体育设施建设投入与学校正常体育工作开展存在一

定差距［12］。不少学校体育教学设施不够完善：体育场

地种类不多，以传统体育项目场地为主；场地材质存在

明显差异；各类运动品和运动器械的缺少等。部分学校

由于体育教学设施的缺乏，仅将早操、课间操作为主要

教学内容，重复的教学内容枯燥的教学过程，致使学生

的体育热情逐渐消退。

4  体育舞蹈课程培养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策略

4.1  注重课程实践，提升体育教师课程教学能力

课堂教学是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主要渠道。体育教

师是体育教学过程设计、组织和引导的实施者，其课程

教学能力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影响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养。教师课堂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与专业知识的综

合体现，两者相互影响并作用于教学之中，是衡量教学

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体育教师要顺应课程改革，

通过积极有效的体育教学实施改革，将传统“水课”变

成具有深度和挑战性的新型“金课”［13］。体育教师首

先要从课程教学理念和相应的专业方法等方面进行新的

探索和实践，逐步从传统向基于体育核心素养的新理念

过渡。其次，体育舞蹈教师应加强钻研课程教材，根据

教学组织特点进行教学，通过阅读体育舞蹈相关书籍、

文献资料等，加强自身体育文化知识的积累，探索更有

效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在课程中促进学生体育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和发展。

4.2  注重学情分析，提高课程适应性和教学针对性

学情分析是教与学内容分析的基础。每个学生在课

堂上都是一个具有不同认知水平和身体基础的独立个体，

是寻求知识和探索的主体。因而，教师需要全面考虑到

学生的实际需求、能力水平、学习兴趣、认知规律和倾向。

为提高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体育课程应注重学情

分析，根据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要求、学生生理发展规

律和心理认知规律，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与教学。

体育舞蹈课程应重视体育舞蹈的技能教学和体育核心素

养的培养，通过体育舞蹈价值观教育提高学生体育情感

和价值的认知，在体育舞蹈教学中落实培养学生体育核

心素养的科学任务。

4.3  注重体育品德建设，增加展示与交流平台

体育道德素质对学生的毅力培养、正确成败观的形

成和合作能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体育舞蹈课程

同样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体育舞蹈的

学习是集脑力和体力为一体的复杂工作，只有通过不断

地思考和反复实践练习，逐渐掌握高层次的体育舞蹈知

识和技能。体育舞蹈教师在向学生传授一系列的体育舞

蹈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渗透学生体育道德素质教育也是

体育教学的一项重要教学任务。体育舞蹈具有极佳的展

示性，学生可以通过舞台展示，不断地认识和定位自我，

在展示过程中逐步积累经验、增强自信、提高舞蹈技术

水平、提升人格魅力等。所以在日常中增加展示和交流

的平台，可以保证体育舞蹈的交流性、沟通性、灵活性等。

具体可通过举办教师微课分享、学生体育舞蹈交流会和

校园体育舞蹈比赛等形式完成。

4.4  注重活动组织形式，灵活应用校内外资源

体育舞蹈课程是培养和发展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

一项重要体育活动，通过丰富的活动组织形式，以调

动学生体育舞蹈参与的积极性。经过长期的训练和实

践活动，使学生的体质健康、审美能力、意志品质等

得到充分提升和加强。此外，相对于其他体育科学中

并不需要的过多的运动器材，具有独特的场地优势和

活动优势，但仍然存在教学单位教学场地不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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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老旧、教学资源限制等问题，将影响体育舞蹈课

程教学的顺利进行。所以，尤为重要的是积极引进硬

件设施，可通过与校外的体育场馆或体育馆进行资源

协作。

5  结束语 
“核心素养”的提出，我国教育的方向由“素质

教育”转向了“核心素养”，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和学生品德的培养。体育运动舞蹈作为一种新型而极

具价值的教育形式，在促进学生生理、心理、审美、

意志品质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体育

舞蹈价值分析，可得出体育舞蹈课程教学对学生体育

核心素养的价值和影响力，为后续应用研究提供理论

基础。运用体育舞蹈课程培养与发展体育核心素养，

应注重课程实践，提升体育教师课程教学能力；注重

学情分析，提高课程适应性和教学针对性；注重体育

品德建设，增加展示与交流平台；注重活动组织形式，

灵活应用校内外资源。因此，相关教学单位和教育工

作者应当积极参与，在相关教学活动中优化学生体育

核心素养的培养，做出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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