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舞蹈工作总结(优秀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总结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
编精心整理的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舞蹈工作总结篇一

舞蹈作为教育内容和手段，不仅可以培养教育对象具有健美
的身体姿态，培养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而且可以抒发和
表达感情，加强相互交往，美化生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为了上好舞蹈校本课程，我不断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
业务素质。因为我知道只有不断充电，才能维持教学的青春
和活力。所以，一直以来我利用业余时间观看各地的比赛和
演出的舞蹈碟片，学习各种技法和亮点。另外，平时有时间
欣赏各类舞蹈的排练和队形等使自己在舞蹈教学方面不断进
步。通过这些学习活动，不断充实了自己、丰富了自己的知
识和见识、为自己更好的教学实践作好了准备。

在课程实施中，我对教学内容主要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从
基本训练入手。通过基本训练，使学生首先学会了使动作做
的自然、协调。并同音乐和谐一致。在音乐伴奏下做各种练
习，使学生身体得到较自然全面的活动。初步培养了学生良
好的动作姿态，力量的灵活和协调性和初步欣赏音乐的能力。

基本训练的把上基本动作练习，克服了学生的自然体态，使
学生舞蹈时具有正确的姿势，初步体验、掌握了解身体各部
位舞蹈的基本动作要点，规范了动作，为以后对舞蹈的表现
力以及民族民间舞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在基本训练的同时，融进了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使学生初



步了解了民族舞的基本风格，基本舞姿造型以及动作韵律特
点。扩大丰富了学生舞蹈眼界和知识。

在训练中，我让学生对照镜子反复练习表情，这样训练不是
简单地让学生像照相一样，怎样做最美，而是根据舞蹈情节
的需要作出适合表达主题的表情、神态和动作。演员的一颦
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为整个舞蹈服务。再次，教师讲解
非常关键。教师要在整个辅导过程中不断去示范，去讲解动
作表情的要领。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舞蹈教师和语文、数学教师一样，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
学生自己去感悟、去发现。另外，训练时要严格要求。作为
一个舞蹈教师，首先是队员的“班主任”，比如说，哪些孩
子的素质好，哪些孩子的素质较差，好的要积极培养成领舞
或独舞对象，差的要耐心辅导不歧视；哪些孩子比较开朗活
泼，哪些孩子比较内向文静；哪些孩子有小脾气，比较娇气
等等。教师都要了如指掌。

同时，我还给学生搭建平台，展示自我。舞蹈班的学生参加
区、校、社区的舞蹈比赛和演出，经过训练与锻炼，舞蹈班
的学生都成了班级的文艺骨干，老师的得力助手。

舞蹈校本课的实施，能满足学生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利于学
生个性和特长的充分发展。同时，通过舞蹈教育锻炼，培养
了学生的群体意识，培育学生的艺术美感，提高学生的欣赏
能力，增强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想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
追求。

因为大三去加拿大交换学习的原因，使得已经大四的我竟然
还需要一门全校选修课，本来是万分的`不甘愿，在这种情况
下能抓住舞蹈课最后两个名额，也算是一种幸运，因为凡是跟
“舞蹈”挂边的课都是火的很，似乎，“舞蹈”这次词本身
有一种魔力，全场灯光下，万人瞩目下用或婀娜，或帅气，
或潇洒，或高贵的身影征服全场特别对女生都有一种致命的



吸引力，让懂得的和不懂得的人都争相的想和它靠近，而我
恰恰属于后者，不懂舞蹈的人，虽然从小对舞蹈有憧憬，但
是一直也没有付诸行动，虽然一学期的课没有让我成为前者，
但是至少让我觉得和它近了一步，对舞蹈的理解也随着学习
慢慢深入，有了更多的感悟。

舞蹈是一种艺术。这是在我上课前对舞蹈最初的也最笼统的
印象。对舞蹈没有太多的了解，没有太多的接触和实践，只
能从书面没有感情的文字中窥得一二。舞蹈是八大艺术之一，
是于三度空间中以身体为语言作“心智交流”现象之人体的
运动表达艺术，一般有音乐伴奏，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
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它一般借助音乐，也借助其他的道具。
介绍舞蹈，艺术应该是最准确而标准的回答，但是随着学习
的深入，我们渐渐揭开这门艺术的面纱，体会到它更多的内
涵。

舞蹈是一种技巧。这是我在之前并未注意过的，以前看表演，
没一个舞者都身轻如燕，旋转跳跃一气呵成，舒展流畅，于
是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直到自己练习一个旋转，十遍二
十遍都还是跌跌撞撞，不是忘记用助动腿带着施力，就是转
过来之后站不稳，不然就是接下来的动作不连贯，总之一学
期一个旋转都转的不到位，更不用说托举，那种举重若轻，
依然行动自如，洋洋洒洒。那都是极强的身体控制能力的表
现，而那么强大的身体控制能力更是台下数十年如一日的勤
学苦练得来的。比如我们曾经看过的一个结合书法元素的舞
蹈，刚开场，从静态到瞬间的一个弹跳，让同学都惊艳了，
那要全身的力量，全身肌肉的协调。再比如《天鹅湖》里面
的单腿旋转，要力量，要平衡，要协调，这都是长期持续的
练习。真正体会到了舞者的艰辛。舞蹈是一种文化。舞蹈作
为文化不只是代表舞蹈本身的文化，它的文化意义更多的来
源于它是一种文化载体，它所表现的不同风格和风土人情。
不论是古典芭蕾舞的精致高贵却有些刻板，代表着旧时欧洲
的禁锢的高雅的审美，也不论是蒙古舞那种豪放，豪爽所传
达出的大草原般的辽阔与宽广，亦或是傣族舞蹈那扭扭捏捏，



一颦一笑中小家碧玉的娇羞和小桥流水的娇俏。舞蹈用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的质感和精美的动作传递出一种文化最本质的
气质和内涵。它是载体，是表现形式，更是文化的一部分。

舞蹈是一种美。我想这是没有人会反对的，从美丽的服装，
精致的饰品，多变的道具，甚至是舞台上那变化万端的灯光，
那万人瞩目的舞台，都张扬着一种神秘却显眼的美感。每个
人都羡慕，都向往，却也知道这一路需要很多的辛苦和付出。
很多的舞蹈需要精心的编排，需要长久的训练，更需要挑选
优秀的舞者，这都与平常生活的距离很远，那片广大的舞台
并非那个容易触碰，因此舞蹈的美，更多的源于它像海市蜃
楼，一朵镜中花，它在你眼前静静的，或浓烈或清新或高贵
的绽放，但是你却并不能拥有，不能摘取，“只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赋予了舞蹈一种神秘，因而才勾起了人更多的向往
和追逐。

这是通过学习我慢慢学得的舞蹈知识和舞蹈体验，但是一学
期的体会和实践让我对舞蹈的体会终于不只是表面的张扬绚
丽，也不是那刻板的技巧训练，作为一个不能做出美丽的舞
蹈动作的人，作为一个只能观赏而在线面默默歆羡的观众，
我更多的学到了更多舞蹈的精神和风骨。

舞蹈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或者一首歌，舞者用他的身体作
为文字或者音符，在舞台上，用他们独一无二的气质，用他
们精巧掌握的动作，讲述着一个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有的
幸福，有的悲伤，有的是《天鹅湖》一般的童话故事，而有
的只是那些少数民族随心而舞，随歌而起的欢乐的故事。这
些故事需要你慢慢体会，静静聆听，慢慢的你会懂得，你会
融入这个故事中，你会被白天鹅的高贵而震惊，你也会因为
王子的糊涂而遗憾，你还会因为大团圆的结局而开心鼓舞，
这就是舞蹈的力量，让你融入其中，心都随着舞者而动，忘
记了自我。

舞蹈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人性的精神，不同于舞台上的



夺目和张扬而不可亲近，这种精神是那么多的舞者一代一代
传承和厚重的积淀。这种精神在于臻于完美，精益求求，在
于对艺术的不断渴望和创造，也在于在时代中创新，在创新
中进步，更在于扎扎实实，在平和中渐趋佳境。我们平时都
会感叹，学过跳舞的人就是有一种气质，这种气质正是这种
精神内化而外的表现。

舞者是一群沉默的个体，他们用自己优美的身体叙说着一个
故事一段历史，正式这群沉默的讲述者让个体生命归于沉寂
之后，是舞蹈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在历史中永存，这个美丽
的身影用热烈的情感，千变万化的身影走过历史长河，成为
一个永存的美的风骨！

舞蹈工作总结篇二

舞蹈作为教育内容和手段，不仅可以培养教育对象具有健美
的身体姿态，培养动作的协调性、节奏感，而且可以抒发和
表达感情，加强相互交往，美化生活，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为了上好舞蹈校本课程，我不断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
业务素质。因为我知道只有不断充电，才能维持教学的青春
和活力。所以，一直以来我积极参加舞蹈排练，观看各地的
比赛和演出的舞蹈碟片，学习各种技法和亮点。另外，平时
有时间欣赏各类舞蹈的排练和队形等使自己在舞蹈教学方面
不断进步。通过这些学习活动，不断充实了自己、丰富了自
己的知识和见识、为自己更好的教学实践作好了准备。

在课程实施中，我对教学内容主要做了这样的安排。首先从
基本训练入手。通过基本训练的中间活动练习，使学生首先
学会了使动作做的自然、协调。并同音乐和谐一致。在音乐
伴奏下做各种练习，使学生身体得到较自然全面的活动。初
步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动作姿态，力量的灵活和协调性和初步
欣赏音乐的能力。



蹈的基本动作要点，规范了动作，为以后对舞蹈的表现力以
及民族民间舞的学习打下了基础。同时，在身体柔韧性很强
的同学中，我教授了一些高难度的技能技巧，如打前桥、侧
翻，转等，满足了优秀学生的求知欲，做到了根据个体差异，
有针对性的安排教学容。

在训练中，我让学生对照镜子反复练习表情，这样训练不是
简单地让学生像照相一样，怎样做最美，而是根据舞蹈情节
的需要作出适合表达主题的表情、神态和动作。演员的一颦
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要为整个舞蹈服务。再次，教师讲解
非常关键。教师要在整个辅导过程中不断去示范，去讲解动
作表情的要领。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舞蹈
教师和语文、数学教师一样，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让学生
自己去感悟、去发现。另外，训练时要严格要求。作为一个
舞蹈教师，首先是队员的“班主任”，比如说，哪些孩子的
素质好，哪些孩子的素质较差，好的要积极培养成领舞或独
舞对象，差的要耐心辅导不歧视；哪些孩子比较开朗活泼，
哪些孩子比较内向文静；哪些孩子有小脾气，比较娇气等等。
教师都要了如指掌。

同时，我还给学生搭建平台，展示自我。叫舞蹈队的学生参
加舞蹈比赛和学校文艺演出，经过训练与锻炼，舞蹈队的学
生都成了班级的文艺骨干，老师的得力助手。

生的群体意识，培育学生的艺术美感，提高学生的欣赏力，
增强他们对生活的积极想象，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xxx年12月15日

舞蹈工作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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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学生的智慧，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
的身心得到健康的发展。

二、学生基本情况

本次参加舞蹈队的学生是一批老队员，由于学生的年龄和基
本条件的不同，)所以不能要求同一标准，不能操之过急，特
别是软度和开度要在个人原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因此，我
结合我们舞蹈对的实际情况，特别做出如下的训练计划：

三、训练步骤

1、经过选拔组建舞蹈小队，对学生进行强化基本功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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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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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舞蹈训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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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唿吸，
因为只有掌握这些才能完成舞蹈的表演。

四、基本功训练内容

手、头颈、胯、胸肩、腰、腿等地面部分的练习：坐姿、勾
绷脚、腿的外开、肩和头部的练习、后背挺直的练习、伸腿



练习、压腿练习、胯膝屈伸、踢腿组合、背肌和腰肌的练习、
腹肌的练习。腿的练习：前压腿、旁压腿、吸腿、压胯。身
体协调训练：腰组合、头肩组合、手臂动作配合、步伐训练。
活动后重点排练六一节目。

五、

训练时间每周三下午

六

编排成品舞蹈为六一联欢做准备…

舞蹈工作总结篇四

一、本学期我们们着重进舞蹈的基本训练，包括：

附芭蕾舞基本手型、手

训练中重视培养幼儿对舞，引导幼儿热爱舞蹈。观察到，幼
儿在欣赏节奏乐、看到电视电影里的舞时候，会兴奋得手舞
足蹈作，这说明喜欢唱歌跳舞天性。所以，我们特别注动幼
儿这一积极因素，引爱音乐，热爱舞蹈。有时，丰富的表情
和不同的动作地表现某种情绪，如幼儿泡泡》中的“咦，泡
泡不这句歌词，我们逼真表现不见了所产生的好奇、疑的复
杂心情，而幼儿在我带动下进行模仿，也表露出栩新舞歌或
的方舞蹈受能兴趣舞蹈蹈这有效能操解清制定繁的乐节是情
合动的单肢或爱唱乐，作分栩如蹈时故事式向内容力，从而
一课三根的训教授之过楚动有效教学奏，绪表作分一动下肢
歌》准确解成生的动作与表情。在，我们将舞蹈内容编，并
以这种比较简单幼儿讲解，加深了幼的理解，提高了幼儿激
发了幼儿学习新动而使幼儿不是被动地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喜
程。



据幼儿的实际水平，练步骤。

新舞蹈时，我们能注急，一定要循序渐进作的要求、规格和
要的练习步骤。按照由原则，首先让幼儿熟随后是动作练习，
最达。在动作练习中，解成单一动作，难度作还分解成局部
动作动作）。如教授舞蹈《时，我们先让幼儿熟把握节奏，
然后将舞单一动作，先教下肢教学成儿易懂儿对的接作的学
习爱舞选择意不地讲领，简至悉音后才将组较大（上娃娃悉
音蹈动脚的勾绷作，基础中，动量的生部动幼儿提出律的已，
人在和律子的的舞习实动作再结上加我们和动理特作过稚嫩
尼尔：“优雅最重现实动间创造着，践中，后教上肢手的合
起来学习，并以表情训练。在注意训练的科学作幅度符合不
同点，对幼儿不进多的重复练习，的身体。

在解释舞蹈本质舞蹈并不是一种，属于美的欣赏要它是一种
轻易生活中的压抑，得到平衡”，如潜能，让孩子门还需要
我们们在去领会去创新。

舞蹈工作总结篇五

xx年的舞蹈教学工作已经结束了，在这一年里，充满了快乐、
激情、辛苦、泪水、感恩、收获。现对本学期工作作一个总
结，以利于以后把工作做得更好。

长沙天骄艺术学校舞蹈班在六艺天骄总园开设了提高班、初
级班，在各个分园开设了四个班。学生人数有一百之多。在
舞蹈提高班的都是5—6岁孩子，大部分孩子都是学过舞蹈的，
有的孩子还是学了两年以上舞蹈的，有一定的舞蹈基础。有
大部分孩子都参加过大型舞蹈的演出和比赛，有一定的舞台
经验。有少部分孩子没学过舞蹈，没有舞蹈基础，有个别孩
子的舞蹈感受较差我们采取个别教育的形式。在初级班都
是3—4岁的孩子，大部分孩子都是没学过舞蹈的，没有舞蹈
基础，有的孩子还是学了半年舞蹈得的，有一点舞蹈基础。
少部分孩子参加过大型舞蹈的演出，有一些舞台经验。孩子



们都很喜欢舞蹈，孩子们都很喜欢舞蹈，对舞蹈很热爱，都
是自己踊跃报名参加的。个别孩子是在家长的引导下来学习
舞蹈。

我们的舞蹈课程是根据孩子们的身体发展特点及其心理发展
的需要而开设。舞蹈教学的目标是：

1、培养孩子喜欢跳舞的兴趣和舞蹈时愉快的心态，能大胆的
进行表演。

2、认识身体基本部位，并对这些部位进行松弛、伸展和灵活
的进一步训练。（手腕动作、头的动作、胸的动作、腰的动
作、腿脚的动作）

3、基训初步做到颈立、背直、腿直、脚绷等要求。（横叉、
前腰、跪立后腰、起胸腰、后吸脚）

4、能初步认识教室的8个基本方位点与自身的基本方位点。

5、舞蹈教学进行音乐反应、节奏、模仿、游戏、基训、组合、
舞蹈表演等综合训练。那么舞蹈教学内容：

1、《中国舞蹈考级一级教材》、《幼儿舞蹈基础训练教材》
《中国舞蹈考试二级教材》、《中国舞蹈考试三级教材》、
《湖南省舞蹈考试一级教材》、《中国舞协美育教材》等。

2、自编品舞蹈：《我爱冼澡》、《蓝精灵》、《春天在哪
里》、《小小兵》、《咚巴拉》、《小螺号》、《扭秧歌》
等等。

3、基训：横叉、前压腿、后弯腰、跪立下腰、起胸腰等等。

一学期下来，孩子们的学习进度很快，每堂课的内容都能够
基本拿下，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与复习，很快看到了孩子们的



收获及较好的成果。首先，孩子们的身体发育阶段与我们的
教材《中国舞蹈考级一级教材》的目标相符合。它主要是培
养孩子们初步做到颈立，背直，腿直，脚绷等基本要求，并
能掌握横叉，竖叉，腰，腿的基本功训练。更重要的是能够
喜欢舞蹈时的快乐，能够大胆的进行表演，跟着音乐节奏来
进行舞蹈组合训练。其次，孩子们的心理发展需求与我们创
编的舞蹈《我爱冼澡》、《蓝精灵》、《春天在哪里》目标
相符合。主要是培养孩子们能够大胆的进行想象，带上自己
的情绪进行表演，进行音乐节奏反应，并且能够与同伴之间
的友好合作。孩子们的表演欲望兴致很高，舞台经验、比赛
经验较丰富，今年的几次大赛也有点收获。

7月份，举行的七彩阳光全国电视大赛《蓝精灵》、《吉祥三
宝》获得二、三名进入北京决赛。并且双双获得湖南赛区的
银奖，我获得了“优秀辅导员奖”！

10月，终于迎来了六艺天骄建园十周年的大喜日子，幼儿园
十周年园庆节目演出活动，在省、市、县、园领导的高度赞
赏评价下观赏了整场演出活动。我们圆满的成功的完成了这
次重大的有着深刻历史意义的活动！

为了保存幼儿园十周年活动的文化艺术，这次的活动尤其有
着重大意义，我们把这些节目活动完整的巩固与复制。进行
重新挑选演员排练，培养新一批的优秀孩子，给他们一种更
大更好的挑战与锻炼。现在在适当的时间里，我们自编自创
了很多的小节目，有独舞、独唱、小组唱、双人舞、大合唱、
集体舞等等。

为了让家长们更加的了解孩子在校的舞蹈学习情况，提高舞
蹈兴趣班的教学质量，提升教师的教学方法，把长沙艺术学
校舞蹈兴趣班办得更好，希望家长、教师们互相学习、探讨
更好的教学方法。特开展了累计八次舞蹈兴趣班汇报表演家
长开放日活动。这几次的活动我和配教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
了舞蹈表演，由于活动一直由情感这条线贯穿，而且富有游



戏化，所以孩子们都很感兴趣，每个孩子都很喜欢随着音乐
舞蹈。那舞蹈活动汇报目标：

1、培养幼儿喜欢跳舞的兴趣；

2、能够大胆的在集体面前表演节目，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艺；

3、通过汇报活动将本学期所学的舞蹈内容给予体现；

4、增进大人与小孩之间的共同合作表演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