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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舞蹈教学中音乐节奏感培养的教学实践探究
施泠含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上海 静安 200040）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与进步，当前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教学地位日益提升，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方式更

为新颖，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其中各个专业课程教学中，舞蹈教学深受广大师生的青睐和喜爱，众所周知，舞蹈教学离不开音乐伴奏，

为此，课程教师可以在舞蹈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音乐节奏感，以此来促进他们对舞蹈动作的理解和学习，最终可以夯实他们的舞

蹈基本功。鉴于此，本文结合现有经验和理论展开论述，先分析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音乐节奏感的作用，再剖析其培养现状，最后提出

具体的培养路径，以期对教师们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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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训练与表演均离不开音乐的配合，其中舞蹈训练过程中，

音乐节奏的变化能够为舞蹈动作的力度变化、动作转变提供内在

条件，因此，需要将背景音乐和舞蹈动作的力度、起伏结合起来，

才能够实现两者的和谐与同意，充分表现舞蹈者的张力。为此，

高职院校舞蹈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采取新颖且有效的措施来训

练学生的音乐节奏感，但是实际教学情况却并非如此，多数教师

更加注重训练叙述的舞蹈动作，对于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培养则比

较忽视，最终不仅无法提升舞蹈教学质量，还不利于提升学生舞

蹈技能。实际教学情况却并非如此，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

比如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理解能力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

使得音乐节奏感培养成效不佳。如何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音乐节奏感是当前教师们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将围绕这

一议题展开深入探究，旨在为教师开展舞蹈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高职院校舞蹈教学中音乐节奏感培养的作用

舞蹈教学属于艺术类课程，并且具有综合性特征，其中音乐

在高职舞蹈教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究其根本，多是因为

舞蹈训练与表演一定程度上比较依赖背景音乐，并且多数舞蹈动

作均是通过相关音乐节奏感来完成的，并且可以尝试将舞蹈动作

与背景音乐结合起来来表达情感，由此可知，音乐节奏能够为舞

蹈动作编创提供指导，结合节奏指引来编排和创新。舞蹈节奏与

音乐节奏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其中舞蹈节奏应与音乐节奏保

持一致，两者是不能够割裂开来的，若是音乐与舞蹈节奏一致，

则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换言之，音乐节奏感对舞蹈的编排起着支

持和优化的作用，教师在课堂上着重锻炼学生的音乐节奏感，能

够使得他们在音乐节奏的配合下让舞蹈动作变得更为灵活和准确，

久而久之，便可以在听到音乐节奏时想起对应舞蹈动作。在高职

舞蹈教学过程中，教师需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掌握音乐节奏感，

能够促使他们更快记忆、掌握舞蹈动作，从而能够提高舞蹈教学

质量和效率，由此可知，音乐节奏感在舞蹈训练中占据重要地位，

高职院校应采取有效措施来切实提升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和舞蹈表

现力。

二、高职院校舞蹈教学中音乐节奏感培养的现状

（一）教学方法亟待更新

结合笔者实际教学经验可知，在高职舞蹈教学过程中，普遍

存在音乐节奏感培养方式单一的问题，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

更加侧重于锻炼学生的舞蹈动作与技巧，对于学生的音乐节奏感

培养则比较忽视。舞蹈课堂上，教师多是简单为学生播放背景音乐，

要求学生跟着节奏舞蹈，并未引导他们深入分析音乐节奏感，这样，

导致学生很难真正理解和感受音乐的节奏，从而无法将舞蹈动作

与音乐节奏协调统一起来。其中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教师对音乐

节奏感的培养重视不够，缺乏相关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他们

可能自身就缺乏对音乐节奏感的深入理解，难以有效地指导学生。

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教学资源和条件的限制，一些高职院校难

以提供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设备，使得教师难以采用更加生动、

有趣的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音乐节奏感。

（二）学生理解能力不足

除去以上问题，在舞蹈教学过程中，学生对音乐节奏感缺乏

理解能力也是当前限制教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多数学生在初

步接触舞蹈动作、背景音乐时，是很难迅速理解并把握其中的节

奏变化的，多是机械模仿教师动作，无法切实理解舞蹈动作与音

乐节奏之间的关系。究其根本，多是因为以下原因导致的：一是

学生的音乐素养普遍较低，缺乏对音乐基础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他们可能连基本的音乐节奏都听不出来，更难以在舞蹈中运用和

表达。二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往往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他们对舞

蹈和音乐的理解能力和兴趣程度各不相同，这也增加了教学的难

度。

（三）师资力量相对匮乏

教师在舞蹈课堂上培养学生音乐节奏感时面临着师资力量匮

乏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优秀的舞蹈教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舞

蹈技巧和教学经验，还需要具备深厚的音乐素养和对音乐节奏感

的敏锐感知。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却存在着师资匮乏的问题。

对以上现状进行分析可知，原因一，高职院校在招聘舞蹈教师时，

往往更侧重于教师的舞蹈技能和教学经验，而对音乐素养的要求

相对较低，这导致了一些优秀的音乐舞蹈教师难以进入高职院校

任教。原因二，深受院校经费和编制限制，一些学校难以招聘到

足够数量的舞蹈教师，使得每个教师都需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

难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深入研究和培养学生的音乐节奏感。

三、高职院校舞蹈教学中音乐节奏感培养的教学路径

（一）加强学生听觉能力培养

音乐是具有视觉冲击的艺术形式，在舞蹈课堂上培养学生音

乐节奏感的过程中，音乐听觉训练时重要的训练内容之一，其中

教师采取有效措施来训练学生听觉能力，能够促进他们音乐感知

能力、音乐情感的培养，还可以提升他们的记忆力、想象力。基

于此，高职院校舞蹈教师应注重学生听觉能力的培养，提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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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听觉辨别能力，为后续培养他们音乐节奏感奠定基础。比如在

舞蹈教学过程中，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听觉能力，教师可以组织

学生走出课堂，走进自然，仔细聆听大自然界中的各种声音，比

如清晨小鸟鸣叫声，风中树枝飘荡声、溪水流水声等等。与此同时，

教师还可以带领学生到马路、街道上辨别各种声音，汽车的鸣笛声、

寺庙的钟声、饭店的炒菜声等等。在此之后，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对比不同声音，使得他们在声音盛宴中进行聆听互动，并鼓励学

生借助各种乐器来模仿听到的不同声音，以此来深化他们对音乐

的认知与理解，并使其感知到音乐的魅力。除此之外，为了有效

锻炼学生的听觉能力，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播放各

种背景音乐，使得学生能够在音乐聆听和音乐感知中产生情感共

鸣，并尝试把握音乐中的音乐节奏感。之后，教师可以结合学生

的听力掌握情况来做出对应的舞蹈动作训练，并且在播放不同节

奏音乐周，鼓励学生表现出不同动作，并且通过切换音乐节奏来

发展学生的音乐思维，并促进他们实现舞蹈动作的优化。

（二）培养学生音乐语言节奏

由于舞蹈动作与伴奏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并且成为促进舞蹈

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在舞蹈教学过程中也需要音乐的支

持，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舞蹈动作传达出的思想情感，从而

能够吸引人们沉浸到舞蹈情境中。舞蹈节奏是音乐的重要表现形

式之一，教师要想锻炼学生的舞蹈节奏感，则应先培养学生的音

乐节奏感，为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要求学生分析舞蹈音乐，

研究舞蹈音乐，了解到舞蹈音乐中包含的思想情感和我呢华内涵，

从而才能够更好地体色会给你自身舞蹈节奏。教师在实际教学中，

可以要求学生在预习环节中鉴赏、分析索要学习的舞蹈以及音乐，

使得他们树枝舞蹈音乐节奏，这样，才能够发挥音乐辅助舞蹈教

学的作用。对于学生来讲，掌握音乐节奏是至关重要的，为此，

在舞蹈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先为学生讲解舞蹈动作、舞蹈知识，

并且使得学生了解舞蹈音乐，掌握基础节奏。在舞蹈教学中，教

师应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音乐伴奏时舞蹈艺术表现的重要因素，在

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音乐语言节奏，第一，教师应先传授学生基

本舞动动作要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完全理解舞蹈伴奏音乐

的韵律之美、节奏之美，吸引学生沉浸到音乐当中，并且通过感

知音乐来理解舞蹈，这种训练方式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和

节奏感。对于刚刚接触舞蹈的学生来讲，教师需着重为他们讲解

相关的理论知识、文化知识，使得学生可以深入理解音乐，将音

乐节奏和舞蹈动作结合起来，从而能够使得舞蹈更为优美、连贯，

展现出良好的舞蹈精神。

（三）组织学生进行形体锻炼

舞蹈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借助人的神情、肢体语言来表达的，

舞蹈韵律美、节奏美均是可以通过形体来表现，为此，高职院校

在舞蹈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制定系统化、长期性的形体训练计划

来完善学生形体，从而能够通过不断提高他们的形体水平来帮助

他们理解舞蹈节奏感。基于此，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音乐节奏感

培养时，可以组织他们开展各种形式的形体训练，从而能够使得

身体线条更为完美，优雅。舞蹈动作舒展是常见且预习的训练方式，

在实际训练教学中，能够帮助学生塑形身体，帮助他们形成高雅

气质。一般情况下，高职教师在舞蹈体型训练过程中，应着重围

绕走、跑、站以及坐等不同形式的身体表现方式和身体气质塑造。

对于高职院校阶段的学生来讲，他们的身体机能和生理机能已经

逐渐发育完全，此时，学生普遍缺乏灵活性、协调性以及平衡性，

具体表现为肢体较为僵硬。基于此，为了提升学生的舞蹈技能，

教师可以着重围绕动作、手臂、腿部以及肩部相关部分训练为主，

使得叙述能够在严格训练下完成不同形式的舞蹈动作类型，这样，

能够使得他们灵活地带动身体其他部位和器官，并依据节奏感来

长期训练。这样，能够使得学生的舞蹈表现更具活力，其表演更

为深刻，最终在音乐节奏中实现舞蹈动作与舞蹈精神的完美契合，

使得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得到有效提升。

（四）着重培养学生审美情趣

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音乐节奏感，教师还应在节奏感

训练中着重提升学生的审美情绪和综合素养，以上素质、能力的

提升均可以提升学生的节奏感，最终能够让他们在舞蹈表演过程

中表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同时，他们的舞蹈水平能够得到质的

提升。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

化中包含有各个民族交流、积淀下的产物，并且诶在长期发展和

演变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审美与水球。其中不同的文化

艺术表现，在不同时空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之间是相通的，从而

能够形成不同的审美情绪。教师需引导学生认识到审美情绪的培

养对他们的音乐节奏感培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结合我国

古代诗词可知，诗词注重节奏美、韵律美，通过押韵来增加读者

对诗词节奏的把握，从而能够有效培养人们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一则，教师应注重舞蹈与音乐的融合教学。在舞蹈教学中，教师

应将舞蹈动作与音乐节奏紧密结合，使学生在舞蹈实践中更好地

把握音乐节奏。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舞蹈与音乐的即

兴创作，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其对音乐节奏的运用能力。

二则，教师应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丰富教学内容。通过播放经

典舞蹈视频、音乐短片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感受舞蹈与音乐的

魅力，从而激发其学习兴趣。同时，教师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音乐资源，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三则，

教师应注重学生的实践体验。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舞蹈比赛、演出

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舞蹈技能，提升音乐节奏感。

通过实践体验，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掌握舞蹈技巧，还能够提高

自己的审美情趣。

四、结语

综合来讲，处于素质教育改革视域下，高职院校舞蹈教师应

有意识地在舞蹈课堂上培养、训练学生的音乐节奏感，其中可以

采取加强学生听觉能力培养、培养学生音乐语言节奏、组织学生

进行形体锻炼、着重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等措施来实现这一育人目

标，使得学生能够充分认识到音乐节奏感对他们进行舞蹈训练所

起的重要作用，最终能够在把握节奏的基础上掌握舞蹈精髓、舞

蹈技能，有效提升他们的舞蹈训练水准，并推进高职教育改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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