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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旦卓越·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系列：舞蹈基础（第2版）》包括舞蹈基础理论、基础训练、幼
儿舞蹈创编、舞蹈欣赏等四个部分。
通过学习掌握舞蹈的基本体态、动作特征、舞姿特点和基本风格，丰富学生的舞蹈语汇，扩大舞蹈眼
界，提高表现力，为今后的教学、表演、创编打下良好的基础。
　　《复旦卓越·全国学前教育专业系列：舞蹈基础（第2版）》这本舞蹈教材以当今学前教育专业
五年一贯制教学，将进一步加强舞蹈综合素质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作为《复旦卓越·全国学前教育专业
系列：舞蹈基础（第2版）》的贯穿线，各篇各章始终围绕这条主线。
在内容上还特别增加了针对男生施教的部分，这一内容首次出现在全国幼师舞蹈教材中，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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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节幼儿舞蹈的分类 根据舞蹈的作用和目的，幼儿舞蹈可分为自娱性舞蹈和表
演性舞蹈。
 一、自娱性幼儿舞蹈 自娱性舞蹈是以自娱为主要目的。
可分为： 1.律动 从字义上讲，律动可解释为有韵律节奏的身体动作。
在幼儿园里又称为听音乐做动作。
就是幼儿听了音乐敏感地领会音乐节奏、内容，直觉地产生一种与音乐节奏内容相适应的感情，这种
感情自然而有节奏的通过身体动作与姿态表达出来。
这种由音乐节奏激发感情，同时又把感情变为节奏动作的表现，就是“律动”。
幼儿律动是以训练培养幼儿节奏感，按照一定的节奏规律进行的舞蹈小组合练习。
 2.集体舞 幼儿集体舞是一种比较容易接受和普及的舞蹈形式，让幼儿集体参与，并以自娱为主要目的
。
集体舞一般应当在短小歌曲或音乐的伴奏下进行，使幼儿在规定的位置、队形上，做简单统一、相互
配合或自由即兴的舞蹈动作，共同体验某种情绪，相互交流情谊或学习基本舞步和动作。
幼儿集体舞是可以在一定的队形上反复进行的舞蹈。
它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动作统一，轻松愉快，活泼健康，运动量适当；能加强幼儿的集体观念，增
进幼儿之间的团结和友谊。
 3.歌表演 歌表演是幼儿最常见的舞蹈。
它是以唱、念为主，动作为辅的一种载歌载舞的幼儿歌舞形式。
在童谣、歌曲中配以简单形象的动作、姿态、表情，表达歌词的内容和音乐形象，边唱边念边表演，
动作一般随歌曲或童谣始终。
主要目的是训练培养幼儿动作与音乐表演的和谐一致，同时，也培养幼儿动作的协调性与节奏感，提
高对舞蹈动作的记忆力、想象力和表现力，为学习舞蹈打下基础。
 4.即兴舞 即兴舞是让幼儿个性自由、想象力自由、舞蹈语汇自由发挥的舞蹈。
幼儿根据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自编自演即兴表现，能够充分发挥幼儿的创造能力、想象能力和表现能
力。
之所以即兴舞蹈在幼儿舞蹈中占的比重较大，因为通过即兴舞蹈的训练可以培养幼儿增强自信，学会
用舞蹈表达自己的思想、用舞蹈抒发自己的情感。
 5.音乐游戏 音乐游戏是在歌曲或乐曲的伴奏下，按音乐的内容、性质、节奏、乐曲的结构等进行游戏
，有一定的规则和动作要求；这些动作常常是律动；歌表演或舞蹈。
它采用游戏的方法来培养幼儿的节奏感，发展他们音乐的感受力、记忆力、想象力和表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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