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舞蹈编导

思政微课

——民间舞山东胶州秧歌自编组合《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艺术系 刘俊

教

学

改

革

实

施

报

告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加强思政能力建设，打造思政教育品牌，构筑铸魂育人新高地，构建全员全过程

全方位育人新格局，引导职业学校学生增强"四个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做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在落实"三全育人"、推进"十大"育人体系建设中，

通过挖掘地方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工匠文化、晋商文化，弘扬太行、吕梁、右玉等革命精

神，打造富有时代特征、地域特质和学校特色的个性化、高品位文化育人品牌，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 符合职业学校办学定位，主题鲜明、富有特

色。体现浓厚的校园文化底蕴和办学特色，师生参与度广，认可度高，形成"人人有舞台，

大家齐上阵"的生动局面。

二、教学思路

1、基于专业课的程式化教学突破方向

专业课教学模式，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体，上课模式相对程式化，在教学中动作单一，

枯燥乏味；相对应的在某些方面影响了学生听课积极性，参与度不高，兴趣不够浓厚，形成

在课堂上比较懒散的状态。

而专业课毕竟又是一件严谨，科学性的教学环节，容不得马虎。这就造成师生之间的不

平衡感，教师在严肃认真的传授知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却游离在课堂之外。鉴于此种状

况，我们试图寻求突破口，化解这种相对矛盾的方法。

2、思政课有效融入专业课方向

思政课教学的开展，是以课堂理论授课为主体，向学生传授理论知识，注重理论教学。

而理论融入实践中，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理论知识中的内涵，同时由于实践教学的融入也可

以更好帮助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学体系，构建起科学完善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和育人体系。

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悟真理，只有学生们真正的理解到，感悟到，那么思政课的理

论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在专业课中，摸索实践性可操作性的方法推进，才能让学生的参与度

大大提升，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帮助学生更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满足

市场中多元化的需求。

三、教学实施效果分析

1、自编组合更适应于学生学情现状，教学内容难易程度适中；

通过对学生学情状况分析，大多数同学对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浅浅入门，虽然在进入

学校前有过接触专业知识，但是大多数同学没有经历过严谨细致的专业学习，也就是基础知

识薄弱，但是又希望急于求成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自编组合学习，能够更好的有针对性对学生进行教学。对基础薄弱的孩子由简单到复杂

的过程；对于中间专业较为突出的孩子，树立自信，可以起到帮带作用；教学模式就会显得

活学活用，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2、故事性融入，人物具象性的树立帮助学生展开想象力，更容易被接受；

运用多媒体视频，图文的介入，学生们可以直观的感受到一段历史，一段故事，一群什

么的人物……在故事性的导入下，启发式的打开思路，展开想象，帮助学生们更快的进入学

习状态，同时根据人物具象性的出现，学生们有感而发的提升表现力，增加情绪的表达。让

学生们在感受乐趣的同时，提高专业技能知识。

3、思政课巧妙融入专业课堂，润物无声般开展

课堂思政课，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三个一工程" 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推动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职业教育铸魂育人氛围。

我们依据舞蹈学科专业的特点，在音乐选取方面，主题动作编排方面，作为课堂教学切

入点，通过影视片段，图文形式等教学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历史的车轮印记。通过录制视

频的方式，同学们可以多次反复观摩教学内容，重温思政要点，将思政内容深根与心。

四、实施评价分析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深刻认识职业教育“铸魂育人”“ 三个一工

程”的重要意义，结合本专业积极践行课程思政，达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一条线”的教学

目标。

课后评价，22级舞蹈编导班共 16人，收集问卷 13份。

1、参与度积极性方面来看，有很大提高，占比 61.54%（图一）

2、知识技能目标的掌握情况来看，也大大有所提升，收获很大的占比 69.23%（图二）

3、思政目标方面来看，内心有所触动占比 69.23%，感触比较深的 30.77%（图三）

4、学习态度方面来看，对待专业课学习态度上有所转变的占比 61.54%（图四）



通过以上数据显示，目前我们开设的各门专业课程都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这就

需要我们在教学中挖掘与专业特点有机结合的课程思政元素，与课程思政相辅相成，双管齐

下平行推进。通过思政微课方式让学生们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克服懒惰、积极面对生活态

度，同时把爱国主义、家国情怀、民族情怀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中；在培养其专业素养、审美

情趣同时，培养其规范的职业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