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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

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

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

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近年来，学院以课程思政为导向，强化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将

课程思政目标有机融入专业育人目标。我认为课程思政就是要求每一

位教师不仅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担当起“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

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还要做到自己

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做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

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示范、启迪、感召和鼓舞每一个学生的生命，要

以一份至真至爱的良知情怀尊重、关怀、呵护和抚育学生的人格，要

以课程的文化价值激发、启迪和培育学生的道德、情感与智慧，要以

对音乐学科充满情怀，感召、激发和鼓舞学生的信心、情感与价值观。

二、教学设计依据

本课程的设计理念： 培养学生表演技能及舞蹈审美，以兴趣爱

好为动力，强调舞蹈实践，鼓励创造。同时深度挖掘作品中的思政元

素，通过合适的方式将其融入课程教学。有机融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强综合素质的育人元素。让学生在表

演中感悟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在回顾历史时牢记使命，培养爱国主义

情怀和奋发图强、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课堂融入红色优秀作品内容，

对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学生不仅掌握了专业

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中接受思政教育，在学习中领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理想情怀。

三、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八

女投江》的创作背景的思政含义、时代精神，

并掌握基本动作方法和技巧。

知识技能目标

（1）使学生较为全面的熟悉现当代舞蹈的

技巧，并初步树立更高、更快、更强、更全面

的学习目标，

（2）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中，要以科学、

规范、娴熟、全面的专业理念，仔细研究肢体

动作技巧知识，

（3）掌握舞蹈的基本动作技巧，结合教学，

指导学生在理性分析舞蹈背景和精神的基础

上，科学合理的对动作进行技术性拆解，从而

达到完整流畅表演的目的。

能力与素质目标 学生能够熟练演奏各种动作基本技巧，掌

握基础动作步伐；能够在舞台上完整表演剧



目，培养学生学会观察、勤于思考、严谨、细

致的学习作风，培养学生具有创新和审美意

识。

思政目标

课堂融入思政内容，对达到“立德树人”

的目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学生在舞蹈中感

悟民族和时代的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和奋

发图强、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学生不仅掌握

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中接受思政

教育，在学习中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理

想情怀。

四、教学内容

学习内容 评价方式

引子部分

引子部分，就是一个站立的动作开始，演

员的眼神是坚毅的，一共迈四次步子，每一次

都植入人心，这段重点是内在情绪的表达大于

肢体语言单纯的表演。表达八名女战士即将为

国赴死的决心。

主题部分

主题部分，主要是用肢体动作表现战争中

最后的抗争，所有的动作都是铿锵有力的，节

奏很快，有压迫感，紧张感，仿佛回到了那个

时代，那个战场，演员用肢体动作感染观众，

把观众拉回到战争中激动紧张的氛围和场面。



中部

中部，在原本舞蹈演绎的同时，多创新的

演员表演的部分，将女战士准备赴死前的决

心，纠结，复杂的情绪，必胜的信心都演绎出

来，锻炼学生的表演能力，同时在实践中，学

生仿佛回到那个年代，置身于那样复杂的环

境，从而深刻的体会，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无数先辈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她们

年轻的生命，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政主义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

尾声

所有人，一横排朝着江水走去，她们淡定

从容，是又一次重生。音乐背景中有每一个人

的名字，进行点名的环节，转身立正敬礼，感

动自己，感动大家，激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五、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

1、教师发布学习任务

2、学生观看教学视频，找出动作技术难

点，视奏乐谱。

3、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课中学习

1、舞蹈《八女投江》任务知识讲解

2、任务实施

3、任务拓展（重点、难点任务分解）

4、思政教学引入



5、总结

课后巩固 课后反复练习，巩固新的知识点。

六、教学反思

（一）注重课堂上学生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和学习达成

状态。

1、学生参与状态方面: 学生上课情绪如何，能否在课上积极体

验和模仿。

2、学生交往状态方面: 对教师提问和要求反应是否积极，与同

学合作是否友好。

3、学生思维状态方面 对舞蹈作品有没有独立见解，能不能在已

有的基础上自由、即兴地创造，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

4、学习达成状态方面:能不能自觉、自信地学习和掌握课堂教学

内容，动作知识和技能等;能不能按教师要求把学到的相关知识、内

容与个人情感表达联系起来，带有情绪地表演等。

（二）自己是否能自如的将自身专业知识、文化知识、道德品质

进行转换，外化为学生能接受的形式，并运用舞蹈自身的魅力感染、

影响学生。通过教师的讲解使让学生感受到作品中蕴含的真挚、崇高

的思想感情。

（三）看课堂是否具有由课内学习向课外学习延伸的发展性特征。

一节好课能让学生受益终生，直接影响学生的情感、情操，影响他们

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即表达方式，并最终积淀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

中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即价值观和人生观。素质教育下的课堂教



学，需要的是完整的人的教育，不仅是让学生获得一种知识，还要让

学生拥有一种精神、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一种不懈追求的精神。

综上所述:一堂好的课应该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在教师引导

下进步，教师在学生启发下调整，教师与学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美

好的课堂气氛，情境交融，共同享受课堂教学，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