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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儿童舞蹈对学前儿童开创思维的重要性
刘　宇

（成都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学前儿童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儿童舞蹈作为一种集艺术、体育与情感表达于一体的活动形式，对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

情感表达和创造性思维培养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儿童心理辅导中应用儿童舞蹈，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学前儿童的身心功能，协调其身心

健康，还能通过丰富多彩的舞蹈动作和故事情节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促进其开创思维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围绕儿童心理

辅导，深入分析了应用儿童舞蹈对学前儿童开创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培养策略，旨在全面提升学前儿童的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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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舞蹈节奏明快、动作丰富、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在给学

前儿童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他们的全面发展。

近年来，儿童舞蹈已成为心理辅导的有效手段。将儿童舞蹈活动

应用到心理辅导中，能够使孩子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跟随着舞蹈

的节奏与动作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样的表现方式既可以帮

助他们发泄情绪，减轻压力，又可以在无形之中激发他们的想象

与创造力。因此，教师应充分发挥儿童舞蹈特有的优势，为孩子

们创造更多的机会与舞台，使他们在舞蹈中快乐地成长，进而得

到全面发展。

一、心理辅导中应用儿童舞蹈培养儿童开创思维的重要性

（一）儿童舞蹈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

儿童舞蹈作为一门集音乐、动作、感情、情节为一体的艺术。

在舞蹈的编排与表演中，孩子们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把抽象的

音乐与舞蹈动作转化成形象与故事情节。这一转变既锻炼了孩子

们的想象力，又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如舞蹈《小星星》，孩子

们通过模仿星星的闪烁，想像自己置身于浩瀚无垠的宇宙里，和

星星一起跳舞。这一过程，既丰富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又为他们

提供了无限的创造空间。另外，儿童舞蹈的故事情节常有启发、

引导作用，能引起他们的深思与想像。如《勇敢的小兔子》，孩

子们在扮演小白兔的过程中，可以体会到勇气与团结的力量，这

样的故事情节设置，不但提高了孩子们的表达感情的能力，同时

也能激发他们的创意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儿童舞蹈促进情感表达与社交能力

儿童舞蹈是一项集体活动，要求孩子们互相配合、协调动作。

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但能够学会合作，而且可以学习

交际技巧。在舞蹈表演中，孩子们用舞蹈的动作与表情传达自己

的情绪，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宣泄内心的压力与焦虑，也可以增

强他们的自信与表达能力。同时，儿童舞蹈通过故事情节、角色

扮演等形式，给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情感体验与社交机会。以《小

红帽》为例，孩子们需要分别扮演小红帽、大灰狼、猎人等不同

的情绪和社会情境。在这个角色扮演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可以学

习如何与人交流、合作，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同理心以及社交技能。

（三）儿童舞蹈提升身体协调性与灵活性

儿童舞蹈是一种身体活动，要求孩子们在音乐的伴奏下，做

出各种各样的舞蹈动作。这些动作不但可以训练孩子们的身体协

调与灵活度，同时也能促进他们身体的健康发展。孩子们在进行

舞蹈表演时，要根据音乐的变化与舞蹈的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

动作与节奏。这一适应过程，不但改善了身体的协调能力，而且

提高了注意力、反应速度。另外，儿童舞蹈的动作多为富有挑战性、

趣味性，能激发孩子们对运动的兴趣与热情。以《小青蛙找妈妈》

为例，孩子们在模仿小青蛙跳来跳去的过程中，既得到了锻炼，

又体会到运动的快乐与成就感。这样的锻炼经历与成就感，不但

有助于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而且对增强体质、增强免疫

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四）儿童舞蹈培养审美情趣与艺术修养

儿童舞蹈是一种极具审美趣味与艺术价值的艺术形式。在舞

蹈表演中，孩子们需要对音乐进行欣赏，了解舞蹈动作以及故事

情节，在这个欣赏与理解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审美情趣与艺术素

养得到了提高，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与整体素质。同时，

儿童舞蹈中的舞蹈动作、故事情节等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教

育意义。以《小鲤鱼跳龙门》为例，孩子们通过模仿小鲤鱼的跳

跃动作及故事情节，既体验到勇敢、坚毅的精神，又能学习到中

国传统文化及民间故事。这样的文化体验与理解，既可以培养孩

子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自豪感，又可以提升其文化素养与整体素质。

二、心理辅导中应用儿童舞蹈培养儿童开创思维的策略

（一）设计富有创意与挑战性的舞蹈课程

目前，儿童舞蹈已成为培养孩子们开创思维的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在孩子们心理辅导方面，设计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舞

蹈课，既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开阔他们的艺术视

野，提倡跨学科的学习，激发孩子的潜能。具体来说，第一，舞

蹈课要重视创意编排，教师要鼓励孩子们参与到舞蹈的构思和编

排过程中去，引导孩子们从生活中获得灵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情感体验转化成舞蹈动作和情景。例如，可以组织“我的梦想”

主题舞蹈，让孩子们围绕梦想来设计舞蹈，这样既可以刺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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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想象，又可以让他们学习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具体的艺术形式。

同时，即兴创作对儿童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在舞蹈课中，教师可以设定主题或情境，让孩子们根据音乐

即兴起舞。这样做可以促进孩子们思维敏捷，增强应变能力，同

时也能培养孩子们面对未知的挑战，开拓思维，开拓思维。其次，

为开阔他们的眼界，在舞蹈课程中应融入多元文化元素，如各国

的传统舞蹈、民族舞蹈等，让孩子们在舞蹈中感受世界的多元。

同时，鼓励孩子们尝试把舞蹈和绘画、音乐、戏剧等其它艺术形

式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创新。例如，在“音乐和舞蹈的

对话”活动中，教师可以让孩子们自己挑选一首乐曲，并按照音

乐的节奏、旋律和情感进行舞蹈创作，这样既可以激发他们的创

造性，又可以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和跨学科的学习能力。

（二）营造开放与鼓励的氛围

教师要创造一种开放、激励的氛围，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舞

蹈的潜能。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自信心，促进互相

学习。同时，要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行个性化的教学，使

每一个孩子在舞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享受舞蹈带给你的喜悦和

成就感。这种气氛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可能，并能激发孩子的创

造潜能。具体来说，首先，在舞蹈教学中，教师要营造一个安全

开放的环境，让孩子们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觉，不管是舞

蹈动作的创意，还是对舞蹈作品的理解与评价。通过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等形式，为孩子们提供交流意见的机会。这种正面的互

动，不但可以提高孩子的自信心，而且可以让孩子们互相学习，

互相启发。其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兴趣和才能。

舞蹈教学要尊重孩子们个体差异，避免“一刀切”的教学方式。

通过个性化指导，针对每一位他们的特点与能力设置合适的学习

目标与挑战，使每一位孩子们都能在舞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感受到舞蹈的快乐与成就感。

（三）结合心理辅导技巧促进思维发展

舞蹈不仅仅是一种肢体动作的艺术，更是一种情感表达的载

体。将舞蹈与情绪管理相结合，可以帮助孩子们学习认知、表达、

调节情绪。例如，在儿童舞蹈活动中，心理辅导教师可以引导孩

子们表现喜、悲、怒等情感，使孩子们在舞蹈过程中释放内心压力，

并学会正确、健康地处理情绪。在这样的训练中，不但可以提高

孩子的情绪智能，而且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采取积

极而有创意的应对策略，进而实现开创思维培养。此外，在舞蹈

的创作与表演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设计出一些需要孩子们共同解

决的问题，例如，针对如何提高舞蹈的流畅性，如何更好地表现

出舞蹈的主题，教师可以藉由引导孩子们分组讨论，分析实际舞

蹈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评鉴不同方案之成效，发展

批判思考与问题解决能力。通过这样的实践性学习，不仅可以锻

炼孩子们的批判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还可以使其学会从多个角

度审视问题，进而激发创造力，培养开创思维。例如，教师可以

组织一次以“春天”为主题的舞蹈创作，孩子们通过集体讨论，

决定将春天的温暖、生机和多彩融入舞蹈中，通过动作、表情和

队形变化，生动地展现春天的美好。这样的舞蹈活动不仅让孩子

们学会了舞蹈技巧，更促进了他们的开创思维发展。

（四）强化家庭与社区的参与和支持

儿童舞蹈在心理辅导方面的成效，除了课堂教学外，家庭和

社区的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家庭作业和社区活动，不但可

以加深孩子们对舞蹈的学习，也可以促进家庭互动和社区交流，

让孩子们有更多展示和成长的舞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团

队精神。具体来说，一是将舞蹈教学延伸至家庭，使孩子们的学

习成果得以巩固与扩展。教师可以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比如和家

庭成员一起跳舞，或是观察和记录家庭日常生活，然后把它们转

换成舞蹈动作。这样的家庭作业不但可以让孩子们在家里继续练

习舞蹈，而且可以加强家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一起创造美好的

家庭回忆。其次，组织孩子们参与社区文化艺术活动，如节庆、

艺术节等，让孩子们有舞台展示自己的舞蹈才能。这样的表演，

不但可以提升小朋友的自信心与舞台表现能力，更可以让小朋友

通过与各年龄段及背景人士的沟通，开阔眼界，学习不同的文化

与艺术。同时，也可藉由小组或个人的互动，激发他们的竞争意

识与合作意识，进而促进他们的创造性思考与团队协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舞蹈作为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对儿童心理

辅导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的设计、氛围的营造、

心理咨询的技巧的运用以及家庭和社区的参与上下功夫。通过设

计富有创意与挑战性的舞蹈课程、营造开放与鼓励的氛围、结合

心理辅导技巧促进思维发展、强化家庭与社区的参与和支持等措

施，可以有效提高孩子们的舞蹈技巧和艺术素养，促进他们的创

造力、想象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切实培养其开创思维，为

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

学习与探索，才能更好地适应儿童成长需要，为他们创造更加多

元化、更具挑战性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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