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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

基于核心素养的舞蹈教学

———以赏析舞剧《孔子》为例

□

韩心怡

舞蹈作为一种融合了身体语言、音

乐节奏与情感表达的艺术形式，不仅能

够塑造人的形体美，更能培养人的内在

修养与综合素质。 在舞蹈课程中，核心

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它涵盖了技术技

能、艺术感知、创新能力、团队协作以

及身心健康等多方面内容。 技术技能

是舞蹈学习的基石。 它要求学生掌握

正确的身体姿势、基本的舞蹈步伐、动

作组合及技巧，如跳跃、旋转、平衡等。

通过反复练习，学生能够提高身体的协

调性、灵活性和力量，为更高层次的舞

蹈表现打下基础。 同时，技术技能的学

习还能培养学生的耐心、毅力和自我挑

战的精神。 艺术感知是核心素养的重

要组成部分。 它要求学生具有敏锐的

审美能力，能够感知舞蹈作品中的情感

表达、 节奏变化、 空间布局等艺术元

素。 通过欣赏优秀的舞蹈作品，学生可

以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力，学会从多个

角度理解和评价舞蹈艺术。

舞剧《孔子》场面震撼，排山倒海，

气场满满，源远流长的文化博大精深。作

为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艺术作品，

不仅让观众在欣赏舞蹈之美的同时感受

到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儒家精神的独

特魅力， 还可以通过观看舞剧《孔子》，

更加深入地了解孔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

体系， 从而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舞剧中蕴含的政

治思想元素， 也有助于引导观众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陶冶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爱国情操。 舞剧《孔子》以

灵动的舞姿展现了礼仪之邦， 将核心素

养落实到文化理解和传承上。

一、围绕核心素养教学传统文化

《孔子》是一部民族经典剧目，以舞

剧形式讲述了中国历史，再现了孔子的

传奇一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

期鲁国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

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

王室的权威已经大大削弱，各大诸侯国

为了争夺霸权，不断进行战争和兼并。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诸侯国的争

霸，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安和动荡。

逢乱世人人苟且，而孔子坎坷一生依然

坚守德治礼治，期待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大同世界。 舞剧通过孔子周游列

国、推行仁政的情节，表现了孔子以人

民利益为重、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

思想。 这一思想在舞剧中通过孔子的

言传身教和他与弟子、君王、百姓之间

的交往得以体现。

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

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

的理论基础。 他强调“中庸”，就是在各

种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求平衡、调和。 舞

剧中通过舞蹈演员的表演，表现了孔子

处理复杂问题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表

现了孔子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之情。 在

政治方面，他宣传“为政以德”和“礼

治”，以“德”来治理人民，以“礼”来治

理国家。 他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

的教育体系，提倡广泛的普及性教育。

舞剧中通过孔子传授弟子、传播知识的

场景，展现了孔子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以及孔子对人才培养的独特见解。 他

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

六经成为儒家基本的经典。 朱熹说“天

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在尾声舞者

朗读的《论语》一言一语都是孔子的思

想精髓。

二、围绕核心素养提升审美能力

舞剧的舞台设计精美绝伦，从服装

到场景都高度还原历史，将审美情趣的

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增强观众的审美

能力，培养对美的感悟和欣赏。

《采薇》是孔子《大同》梦里的舞

段， 梦里世间再无远征战乱， 铸剑为

犁 ，佳人翩翩起舞，唯好故土 ，无离苦

家园。 二十位衣襟飘飘的女子， 唱着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从舞台两侧摇

曳而上，婀娜的身姿似弱柳扶风，飘逸

的裙边似水波荡漾，将充满古老国韵的

汉唐舞姿和女性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

中国古典美而不语，一一踏步，是点到即

止的娇俏，是温婉灵动的风流，是生命的

《诗经》。《采薇》是《诗经》中最动听的诗

句，也是舞剧《孔子》中最优雅的一段舞

蹈。《采薇》群舞简直就是仙女下凡，舞者

运用腰身所勾勒出的曲线美、典雅美、曼

妙美，将温婉似水，垂眸敛袖发挥得淋漓

尽致，灵动飘逸，轻盈如飞 ，真是回眸一

笑百媚生， 仿佛真的如史上诗词中的美

人活了一般，含而不露的东方神韵大美。

《书简舞》是舞剧《孔子》中的一段舞

蹈，主要表现孔子弟子手持简牍 ，取经 、

传道、传承的情景。《书简舞》中，舞者们

举手投足干净利落， 他们将舞蹈动作通

过音乐的韵律，时而优美，时而明快 ，展

现了书简舞蹈特有的韵味， 抒发了儒生

的志向和情怀。 舞蹈中，舞者以一把书简

为道具，通过书简的开、合、晃、绕的舞动

和身体的律动结合起来， 给人一种优美

典雅的感受。 袖舞飞扬，让人感到古韵古

香之美， 这个舞蹈打破了传统女子舞蹈

阴柔的风格，翻转腾挪都体现出刚性，舞

蹈的风格刚劲有力、柔美共存。

三、围绕核心素养倡导合作意识

古色古香的舞姿， 轻盈的舞步令人

神往，让人陶醉。《采薇》中演员们向舞台

后方三步一踏、一回头、一回手 ，以杨柳

依依之背影流动姿态行步而进， 给人盘

旋跳起的婆娑之舞，飘逸而优美的姿态，

交错流动的舞蹈队形， 大幅度的抛绣球

和双袖舞姿，四步一停、三拍点落 、一拍

抛袖不断重复；右手绕，左手抛，身体转，

两步一停，接着绕、抛节奏密度加强 ，统

一绕双手抛袖……每一个动作虽然看着

简单，但要想整齐划一其实是有难度的，

在群舞排练中， 每个演员对整个舞蹈作

品成功都极其重要， 就像一台机器的各

个零件，缺了谁都无法正常运转。 看到舞

者之间的默契配合，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及团队合作意识， 让他们明白自己在集

体中的角色和责任。

四、围绕核心素养端正学习态度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最博学的文人之

一，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

其传世语录，《论语》 更是被奉为儒家至

典，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语言简练，用意精神，句句经典，

字字珠玑， 对如何学习有深入的阐释 ，

如 ：“学而时习之 ， 不 亦 乐 乎 ”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主 动 地 钻 研 知 识 ， 并 经 常 练

习， 解决问题时能灵活运用 ， 真正体

会学习的快乐，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自我完善的素养。“温故而知新”教

育学生时时回顾旧知识， 才能有新的收

获，让所学的内容更牢固；孔子“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的观点，以及他本人“学而

不厌” 的精神，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习积极性，让学习成为一种快

乐和享受的过程。

五、围绕核心素养提升道德修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鼓励学生谦

让，善于从别人身上发现优点和长处，增

强自我认知和为人师表的修养。“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教会学生学会换位思考，

培养尊重他人的道德素养；“言必信，行

必果！ ”促使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养成言

出必行的良好品质素养；“君子坦荡荡 ，

小人长戚戚” 引领学生追求豁达的正直

的品格，培养乐观、豁达的心理修养。“益

者三友，损者三友”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

如何选择朋友，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食不语、寝不言”“立

不中门、行不履阈”这些礼仪规范可以帮

助学生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体， 提升个

人形象和修养。

在舞蹈教学中， 应注重引导学生在

艺术体验为核心的多样化实践中发展核

心素养， 以实现艺术教育以美育人的重

要目标。 这种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艺术

教育， 更能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

素质的提升， 使学生在艺术的世界中获

得更丰富、更有意义的体验和成长。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中歌艺术学院）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小学教师

在全国赛事上荣获一等奖

日前 ，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

年路小学副校长梁俊峰作为山西省

教 育 界 唯 一 代 表 登 上 第 十 六 届 小

学数学教学改革观摩交流展示培训

活动讲台，执教“小数的意义”一课，荣

获一等奖。

为在活动中展现出卓越的专业素

养与教育风采，梁俊峰与磨课团队，在

山西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

会、山西省教科院期刊中心、太原市教

科研中心等省、市专家的指导下，深入

钻研课程标准，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

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阶段设计教学环

节，力求使课程既契合教育发展趋势，

又独具特色。

活动中， 梁俊峰的课堂融入山西

省地域特色，以“黑神话悟空”为引，通

过引导学生动手测量“通关文牒”的长

宽等趣味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

小数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强化数学应

用意识， 深刻领悟小数在现实世界中

的意义。同时，课程设计中融入项目式

学习理念，设计了“小数在生活中的应

用调查”项目，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研

究，收集生活中各种小数的应用实例，

并进行分析和汇报， 让学生在深入理

解小数的意义的同时， 锻炼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 数据分析等多方面能力，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小数的意义，梁俊峰

在课堂上利用直观的教具米尺，展示小

数与分数之间的关系，以及小数在实际

测量中的应用。

该活动由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

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在福建厦门市召

开， 由各省区市选派的

32

位选手在活

动中上展示课， 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0

多名专家、优秀教师观摩学习。

（田甜）

山西省少年儿童

排球训练基地

落户杏花岭小学

11

月

7

日，山西省少年儿童排球训练

基地授牌仪式在太原市杏花岭小学举行。

山西省排球协会、杏花岭区教体局、杏花

岭区教育综合发展中心、杏花岭小学教育

集团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出席活动。

会上，山西省排球协会主席刘吉芳为

杏花岭小学授山西省排球协会少年儿童

训练基地牌匾，并向该校表达祝贺。 他在

讲话中表示，希望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努

力，将训练基地打造成培养排球新星的摇

篮，为排球事业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杏花岭小学党支部书记、杏花岭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王福旺介绍，学校排球队自

1995

年建队以来，始终秉承“以球健体、以

球促德 、以球增智 、以球审美 ”十六字方

针，培养学生自主健体、团结合作、勇于拼

搏的精神。 学校将进一步完善训练设施，

打造优质训练环境，强化师资队伍 ，丰富

训练内容，推动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

协调发展。 （田甜 郝烯如）

“蓝朋友”进校园与师生共话安全

为进一步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

作， 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与逃生自

救能力，近日，山西省太原市第三十六

中学附属小学邀请消防人员进校开展了

消防安全疏散演练及消防知识讲座。

在演练前，学校精心策划和组织，

制定了详细的演练方案。 随着警报声

响起，演练拉开序幕。同学们在老师的

引导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

沿着疏散通道有序撤离。大家动作敏捷，

配合默契，很快便在操场上集合完毕。 演

练过程紧张有序，达到了预期效果。

疏散完毕后， 消防员们在操场上

为师生们作消防知识讲座， 通过真实

案例，向大家介绍了火灾的成因、危害

以及预防火灾的重要性，传授火灾发生

时的报警方法、 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等，

教导师生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特别

强调要重视火灾初期的关键几分钟。 消

防员还带领学生参观了高大威武的消

防车。 （田志忠 高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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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德治礼治，期待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大同世界。 舞剧通过孔子周游列

国、推行仁政的情节，表现了孔子以人

民利益为重、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

思想。 这一思想在舞剧中通过孔子的

言传身教和他与弟子、君王、百姓之间

的交往得以体现。

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复

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

的理论基础。 他强调“中庸”，就是在各

种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求平衡、调和。 舞

剧中通过舞蹈演员的表演，表现了孔子

处理复杂问题时所秉持的中庸之道，表

现了孔子对和谐社会的向往之情。 在

政治方面，他宣传“为政以德”和“礼

治”，以“德”来治理人民，以“礼”来治

理国家。 他创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

的教育体系，提倡广泛的普及性教育。

舞剧中通过孔子传授弟子、传播知识的

场景，展现了孔子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以及孔子对人才培养的独特见解。 他

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

六经成为儒家基本的经典。 朱熹说“天

不生仲尼 ，万古如长夜”，在尾声舞者

朗读的《论语》一言一语都是孔子的思

想精髓。

二、围绕核心素养提升审美能力

舞剧的舞台设计精美绝伦，从服装

到场景都高度还原历史，将审美情趣的

核心素养落到实处。 增强观众的审美

能力，培养对美的感悟和欣赏。

《采薇》是孔子《大同》梦里的舞

段， 梦里世间再无远征战乱， 铸剑为

犁 ，佳人翩翩起舞，唯好故土 ，无离苦

家园。 二十位衣襟飘飘的女子， 唱着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从舞台两侧摇

曳而上，婀娜的身姿似弱柳扶风，飘逸

的裙边似水波荡漾，将充满古老国韵的

汉唐舞姿和女性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

中国古典美而不语，一一踏步，是点到即

止的娇俏，是温婉灵动的风流，是生命的

《诗经》。《采薇》是《诗经》中最动听的诗

句，也是舞剧《孔子》中最优雅的一段舞

蹈。《采薇》群舞简直就是仙女下凡，舞者

运用腰身所勾勒出的曲线美、典雅美、曼

妙美，将温婉似水，垂眸敛袖发挥得淋漓

尽致，灵动飘逸，轻盈如飞 ，真是回眸一

笑百媚生， 仿佛真的如史上诗词中的美

人活了一般，含而不露的东方神韵大美。

《书简舞》是舞剧《孔子》中的一段舞

蹈，主要表现孔子弟子手持简牍 ，取经 、

传道、传承的情景。《书简舞》中，舞者们

举手投足干净利落， 他们将舞蹈动作通

过音乐的韵律，时而优美，时而明快 ，展

现了书简舞蹈特有的韵味， 抒发了儒生

的志向和情怀。 舞蹈中，舞者以一把书简

为道具，通过书简的开、合、晃、绕的舞动

和身体的律动结合起来， 给人一种优美

典雅的感受。 袖舞飞扬，让人感到古韵古

香之美， 这个舞蹈打破了传统女子舞蹈

阴柔的风格，翻转腾挪都体现出刚性，舞

蹈的风格刚劲有力、柔美共存。

三、围绕核心素养倡导合作意识

古色古香的舞姿， 轻盈的舞步令人

神往，让人陶醉。《采薇》中演员们向舞台

后方三步一踏、一回头、一回手 ，以杨柳

依依之背影流动姿态行步而进， 给人盘

旋跳起的婆娑之舞，飘逸而优美的姿态，

交错流动的舞蹈队形， 大幅度的抛绣球

和双袖舞姿，四步一停、三拍点落 、一拍

抛袖不断重复；右手绕，左手抛，身体转，

两步一停，接着绕、抛节奏密度加强 ，统

一绕双手抛袖……每一个动作虽然看着

简单，但要想整齐划一其实是有难度的，

在群舞排练中， 每个演员对整个舞蹈作

品成功都极其重要， 就像一台机器的各

个零件，缺了谁都无法正常运转。 看到舞

者之间的默契配合，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及团队合作意识， 让他们明白自己在集

体中的角色和责任。

四、围绕核心素养端正学习态度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最博学的文人之

一，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

其传世语录，《论语》 更是被奉为儒家至

典，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语》语言简练，用意精神，句句经典，

字字珠玑， 对如何学习有深入的阐释 ，

如 ：“学而时习之 ， 不 亦 乐 乎 ” 引 导 学

生 积 极 主 动 地 钻 研 知 识 ， 并 经 常 练

习， 解决问题时能灵活运用 ， 真正体

会学习的快乐，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和自我完善的素养。“温故而知新”教

育学生时时回顾旧知识， 才能有新的收

获，让所学的内容更牢固；孔子“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的观点，以及他本人“学而

不厌” 的精神，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习积极性，让学习成为一种快

乐和享受的过程。

五、围绕核心素养提升道德修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鼓励学生谦

让，善于从别人身上发现优点和长处，增

强自我认知和为人师表的修养。“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教会学生学会换位思考，

培养尊重他人的道德素养；“言必信，行

必果！ ”促使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养成言

出必行的良好品质素养；“君子坦荡荡 ，

小人长戚戚” 引领学生追求豁达的正直

的品格，培养乐观、豁达的心理修养。“益

者三友，损者三友”学生可以从中学习到

如何选择朋友，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食不语、寝不言”“立

不中门、行不履阈”这些礼仪规范可以帮

助学生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体， 提升个

人形象和修养。

在舞蹈教学中， 应注重引导学生在

艺术体验为核心的多样化实践中发展核

心素养， 以实现艺术教育以美育人的重

要目标。 这种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艺术

教育， 更能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

素质的提升， 使学生在艺术的世界中获

得更丰富、更有意义的体验和成长。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中歌艺术学院）

太原市迎泽区青年路小学教师

在全国赛事上荣获一等奖

日前 ，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青

年路小学副校长梁俊峰作为山西省

教 育 界 唯 一 代 表 登 上 第 十 六 届 小

学数学教学改革观摩交流展示培训

活动讲台，执教“小数的意义”一课，荣

获一等奖。

为在活动中展现出卓越的专业素

养与教育风采，梁俊峰与磨课团队，在

山西省教育学会小学数学专业委员

会、山西省教科院期刊中心、太原市教

科研中心等省、市专家的指导下，深入

钻研课程标准，运用教育心理学原理，

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阶段设计教学环

节，力求使课程既契合教育发展趋势，

又独具特色。

活动中， 梁俊峰的课堂融入山西

省地域特色，以“黑神话悟空”为引，通

过引导学生动手测量“通关文牒”的长

宽等趣味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

小数与生活的紧密联系， 强化数学应

用意识， 深刻领悟小数在现实世界中

的意义。同时，课程设计中融入项目式

学习理念，设计了“小数在生活中的应

用调查”项目，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研

究，收集生活中各种小数的应用实例，

并进行分析和汇报， 让学生在深入理

解小数的意义的同时， 锻炼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 数据分析等多方面能力，培

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养。为了

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小数的意义，梁俊峰

在课堂上利用直观的教具米尺，展示小

数与分数之间的关系，以及小数在实际

测量中的应用。

该活动由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数学

教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在福建厦门市召

开， 由各省区市选派的

32

位选手在活

动中上展示课， 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0

多名专家、优秀教师观摩学习。

（田甜）

“蓝朋友”进校园与师生共话安全

为进一步做好校园消防安全工

作， 增强师生消防安全意识与逃生自

救能力，近日，山西省太原市第三十六

中学附属小学邀请消防人员进校开展了

消防安全疏散演练及消防知识讲座。

在演练前，学校精心策划和组织，

制定了详细的演练方案。 随着警报声

响起，演练拉开序幕。同学们在老师的

引导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

沿着疏散通道有序撤离。大家动作敏捷，

配合默契，很快便在操场上集合完毕。 演

练过程紧张有序，达到了预期效果。

疏散完毕后， 消防员们在操场上

为师生们作消防知识讲座， 通过真实

案例，向大家介绍了火灾的成因、危害

以及预防火灾的重要性，传授火灾发生

时的报警方法、 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等，

教导师生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特别

强调要重视火灾初期的关键几分钟。 消

防员还带领学生参观了高大威武的消

防车。 （田志忠 高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