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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体育排舞教学“金字塔”式课程思政模型的
建设与思考

陈华耘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8）

摘要：文章首先从界定“课程思政”的概念出发，讨论在排舞教学中，由大到小从社会、集体、个人三个层面，架构“金字塔”式

课程思政模型。从教学载体入手，以目标为导向，以任务为驱动，鼓励学生相互督促、同向同行，不断进取、顽强拼搏；培养学生团队

协作意识，引导学生建立体育公平竞争精神；和专业相结合，规范职业道德，强调遵守规则的重要性；引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表现

美和创造美，提升综合审美素养；多途径、多形式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文章提出排舞教学“金字塔”式课程思政

的实施过程，是在排舞教学中，创设“六步一展演”教学模式，坚持教法创新，注重言传身教，凸显合作育人成效；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充分调动各相关主体的积极性，注重过程评价和增值评价，不唯成绩论，关注学生个人成长值。文章对在排舞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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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出，“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课程思政”的概念由此形成。总的来说，“课程思政”

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石，以课程为载体，以各学科所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为融入点，将价值观引导寓于知识传授与能力

培养之中，实现全员、全面、全课程育人，达成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教育理念。

1. 排舞教学“金字塔”式课程思政模型的建设

排舞是一项元素丰富的运动项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

提高学生各项身体素质及心肺功能、改善身体有氧代谢能力、促

进机体各组织器官的协调运作、培养学生完成动作的协调性、灵

敏性、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及弹性为目的，使学生掌握利用排舞

运动锻炼身体的手段与方法，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并对培

养学生的音乐素养、了解世界文化、培养礼仪行为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排舞教学中，从大到小三个层面架构“金字塔”式课

程思政模型。

个人层面——道德规范、审美素养、创新意识            

集体层面——工匠精神、团结协作意识、公平竞争意识    

社会层面——家国情怀、体育精神、奥运精神、使命担当  

1.1 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发扬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培养有

使命担当的责任感为基石，夯实排舞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

1.1.1 从教学载体入手，选择合适的教学曲目寓教于学， 弘扬

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

排舞是一项元素丰富的运动项目，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每年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几千个全新的排舞曲目发布，我国排舞推

广中心也会发布很多最新的曲目，其中一些曲目和当年的重要时

事有很大关联。在排舞教学中，要紧扣时政热点，选择不同的教

学载体，如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我爱你中国》，2021

年建党一百周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22 年北京冬

奥会的《一起向未来》，2023 年杭州亚运会的《等你来》等，通

过爱国主题、大国情怀的精神主旨感染学生，引领学生了解作品

的创作背景，带领学生在舞动的同时传唱歌曲、理解歌词，让他

们在运动的同时感受爱国教育，领会奥运精神、体育精神。

1.1.2 以目标为导向，搭建个性化学习路径，引导学生不断进

取、顽强拼搏

体育精神是由体育运动所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它超出了体

育运动本身，内化为人类心中的一种信念和追求。奥林匹克的口

号“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则是强调拼搏与进取的精神。

排舞教学中，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让学生制定自己努力的目标，

然后朝着目标不断前进，发现更好的自己。

1.1.3 以任务为驱动，让学生找准自己的位置，承担起相应的

使命和责任

为激活学生内驱力，设定集体汇演总任务，为学生明确努力

方向、激发积极性，在统一教学总任务的基础上，课前通过数据

分析，在分组教学的过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的分组教

学目标，例如展演、竞赛、推广、体能锻炼等。根据不同目标类型，

设置差异性的拓展任务，要求学生承担各自岗位的任务并认真积

极完成，最终计入分组目标考核，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让学生切实体会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份子，都要承担起集体的荣

誉。

1.2 . 以培养工匠精神、团结协作和公平竞争意识为支柱，架

构排舞课程思政建设的墙体

1.2.1 鼓励学生相互督促、同向同行，不断凝练、共同进步

体育的本质特点是以身体练习为手段，发展身体，增强体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服务。体育以身体运动为基本表

现形式，通过科学组合的身体锻炼给予各器官、系统以一定量和

强度的刺激，促进身体在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等方面发展一系列

适应性反应和趋优变化，从而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这就决定了

体育运动技能的掌握必然是一个反复巩固、适应的过程，排舞技

术动作的掌握不是一蹴而就的，情绪的把控也不是一看就会的，

必须在练习中，反复琢磨，不断凝练，还需要同伴的相互鼓励、

讨论、交流和纠正，才能打磨出准确而富有表现力的排舞动作，

才能充分体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劳动精神。

1.2.2 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形成集体认同感

团队协作意识首先是个人对团队的认可，是个人大局观念、

协作意识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团队成员凝聚力、向心力和

合作力的充分发挥。排舞教学中，引导学生在排舞练习和比赛中

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团队的关系，教学过程中注重集体主义、团队

协作意识的培养，鉴于排舞运动具有团队性的特点，引领学生进

行小组协作学习，发挥团队的积极能动性，以集体展示表演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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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伴齐心协力取得集体成功，在此基础上，将排舞活动和比赛

中培养的团队意识和行为迁移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1.2.3 引导学生建立体育公平竞争精神，客观正确地对待竞争

对象和竞赛活动

公平竞争是指人们在体育规则的范畴内进行竞赛和竞争，是

人们通过体育活动方式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运动员的公平

竞争行为必然会得到其他人的尊敬和赞赏，而这种尊敬和赞赏则

成为人们构建团结和友谊的桥梁，能进一步强化人们之间的相互

了解，提升彼此的欣赏和认同。排舞教学中，经常以团队 PK 赛的

模式，让学生团队在展示后互相评价，以打分、投票及点评等形

式，决出名次，其中，教师引导学生以公平公正的心态进行评分，

实事求是的进行点评讨论，正确地对待比赛结果，胜不骄败不馁，

永不言弃，形成良性的竞赛氛围。

1.3 以规范职业道德、提升审美素养、培养创新意识为目的，

搭建排舞课程思政建设的屋顶

1.3.1 和专业相结合，规范职业道德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

业知识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普通教育和

成人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

养。高职院校培养的是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应用人才。

排舞教学中，结合专业特点，从理解排舞的规则要求，引申

到职业道德规范，让学生们充分讨论，在自己熟悉的专业环境中

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基于排舞规则对于排舞演绎是必要和必须的，

在排舞评分中，游离于规则规范之外的演绎是不完整甚至失败的

表现，由此可见规则规范的重要性，结合学生专业方向职业规范

的案例分享，进一步了解遵守规则的必要性，例如在空中乘务专

业的排舞教学中，让学生结合《机舱服务管理条例》《中国机长》

电影和原型事件，强调遵守规则的重要性。

1.3.2 引领学生发现美、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提升综合

审美素养

排舞的美学价值除了体现在健身、健心和社会方面，还具备

了艺术类项目的美学特点，并且无论哪一方面都会给参与这项运

动的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它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文化艺术的包容性，

让人们不再觉得音乐和舞蹈那么遥不可及。

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当听觉艺术与视觉艺术融为一体时，就

会迸发出一个新的生命。排舞的风格取决于它的音乐，风格的不同，

表达的舞曲主题、身体流露出的情绪也各异。在欣赏排舞时我们

发现自己会不经意地跳起来，这一行为并不是被动作带动，而是

被音乐感染和带动。排舞教学中学生们在展示评价、欣赏作品中，

发现自己和他人的美，学会欣赏自己和他人的美，并做出正确的

评价，形成健康、正确的审美观。而舞蹈的过程就是体现美的过程，

通过肢体动作、情绪来表达美，传播美，人们在此过程中不断地

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和完善自我。

排舞教学中重要的环节动作创编和队形编排，是充分提升学

生创造美的阶段，排舞曲目前奏、间奏和上肢动作都是允许自行

改编和创编的部分，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交流和学习完成这些部

分的动作创编，并鼓励学生结合多种元素，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

动作；而在队形编排前学生要熟悉、听懂音乐，掌握音乐的每一

个节点、每一个转折点、有几个高潮、几个拖音等，根据音乐的

特点进行成套框架的构思，设计队形的转换、转折点的层次以及

成套中的队员交流互动，设计队形框架，在编排过程中，突出主

题的队形呈现方式、层次分明的队形交替变换、干净利索的队形

空间变化，塑造排舞队形的结构美、流动美、空间美，正是在这

样的过程中，学生创造美的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

1.3.3 多途径、多形式引导学生发散思维，推陈出新 

创新是生命力，是排舞运动多姿多彩的源动力。培养学生的

创新意识，首先是在练习形式方面，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分

组练习时，给予学生极大的自主性，鼓励学生创新练习模式，参

与学生讨论，及时引导和给出建议，对于好的练习方式予以肯定

和推广，提升学生创新的积极性；在动作和队形的创编中，鼓励

学生在规则允许的前提下，创新动作和编排，进一步提升创新能

力；在教学形式上，推行同伴“教”“学”模式，让学生有机会

担任老师的角色，并设计属于自己特色的团队“教”“学”模式，

体验创新“教”“学”的乐趣。

2. 排舞教学“金字塔”式课程思政的实施

 2.1 在排舞教学中，创设“六步一展演”教学模式（眼看、耳

听、口诉、身练、脑思、心感——展演）。通过眼看，在看视频、

看微课、看示范中，形成初步的动作印象、了解动作结构组成。

通过耳听，听讲解了解动作要领，听讲评发现问题，听音乐感受

情怀。通过身练，反复练动作提升排舞技术技能，增强身体素质，

更好地领悟工匠精神，养成精益求精的意识。通过脑思，思考课

中案例的深刻含义，前后动作之间的逻辑性，探索动作创编元素，

将排舞动作设计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元素结合，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通过口诉，分享学习心得、分享课程思政案例、同伴

教学动作纠错、口令动作复述、介绍创编设计灵感等，鼓励学生

携手学习、共同进步，养成团结互助意识。通过心感，用心感受

音乐涵义，感受场景化教学的情境带入，提升排舞的情感表现力。

通过上述六步的重重练习，达到集体展演任务目标，提升学生自信，

实现良好展演效果，以便学生在社团活动、学校晚会、展演竞赛

中展现风采。

2.2 在排舞课程评价中注意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

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淡化甄别、选拔功能，强化激励、

发展功能，建立“一生一档”，将学生身体素质、学习态度、合

作意识、综合素养等多维要素的进步幅度进行全面评价，将个人

成长纳入评价内容。

3. 排舞教学“金字塔”式课程思政模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

解决办法

3.1 排舞课程与思政元素进行融合，通过教、学得以贯彻和落

实。但在实践中如何摆脱“为思政而思政”，生拉硬拽将思政元

素生硬地套进课堂教学内，还需要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设计能力。

学校层面可以组织思政专题学习，邀请思政课程专业的教师，为

排舞教师开展思政课程专题讲授、学习和研讨，为参与排舞课程

教学的老师明确排舞课程如何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思政因子。 

3.2 排舞课程思政建设要和专业相结合，不能生搬硬套，要找

到思想政治教育切入点，掌握锤炼一定的思政教学技巧，如案例

分析法、启发诱导法、分组讨论法等，用学生感兴趣、听得懂、

乐意听的教学方式与手段，落实好教学工作，并在教学过程中不

断总结与提高，潜移默化地启发与引领学生，不刻意追求育人效

果却能润物无声，达到课程健身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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