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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中职）

入学要求：小学毕业生

基本学制：6年

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引下，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为重点，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能适应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和发展需

要，具有良好的艺术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掌握舞蹈表演专业职业岗位所必备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德艺双馨、全面发展的舞蹈表演艺术专门人才。

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要求 继续学习专业

1.从事舞台表演工作

2.从事舞蹈编排工

作

3.从事舞蹈教育工

作

4.为高等艺术院校

培养后备生

与舞蹈专业相对应

的职业资格证书

高职：

舞蹈表演、

舞蹈教育、舞

蹈学等

本科：

舞蹈表演、舞蹈

教育、舞蹈学等

(一)综合素质

1.热爱祖国，初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2.具有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团结协作，

乐于奉献，勇于创新。

3.具备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拓展知识。

4.具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养成文明行为习惯。

5.具有正确的文艺观和审美观，能够在欣赏美、表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中不断

陶冶情操，提高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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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掌握基本的就业和创业知识。

(二) 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分析见附录)

1.一般通用能力：

(1)具备基本的汉语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及初步的英语听、说、读、写

能力。

(2)掌握初步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信息收集、处理能力。

(3)具有继续学习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4)具有初步的社会交往和活动能力。

2.行业通用能力：(1)具有一定的舞蹈表现能力和初步的舞蹈创作能力。

(2)具备初步的形体表演和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3)具有正确的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4)掌握基本的就业创业能力和适应岗位变化。

3.职业特定能力：

(1)熟练掌握各种舞蹈的身韵动律特点和表演技能，具备舞蹈表演能力。

(2)掌握教学和培训对象年龄和自身素质特点，能针对性地选择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具备舞蹈培训和教学能力。

(3)了解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法规， 具备运用舞蹈基本理论知识独

立分析、创编符合时代特色的舞蹈作品的能力。

1.本专业专任专业教师与在籍学生之比为1:20；专任专业教师应具有艺术

类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及以上学位)不低于5%；高级职称

不低于20%；兼职教师 占专业教师总数的10%-30%，其中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

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所占比例不低于60%。

2.“双师型”教师占专业教师总数的30%及以上，3年以上专任专业教师应

符合“省教 育厅办公室公布的河南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的相关要求。

3.专业教师应认真践行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树立正确教育思想，全面履行教师职责，关心爱护学生，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

任务，能适应现代职业教 育教学要求(如理实一体化教学、信息化教学等)，积

极参加“五课”教研、教学改革、教 学和技能竞赛等活动，完成教师业务培训

和专业实践任务，终身学习，开拓创新。兼职教师 须经过教学能力专项培训和

考核，每学期承担不少于30学时的教学任务。

七、课程结构及教学时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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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结构

程
称

课
名

学
分

教学时数 各学期课程教学周学时安排

考核

形式

总

学

时

理

论

教

学

实

践

教

学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第五

学年
考

试

考

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7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14

周

18

周

每 周 学

时 表

必

修

课

程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德 育 20 350 350 2 2 2 2 2 2 2 2 2 2

语 文 40 700 700 4 4 4 4 4 4 4 4 4 4

英 语 36 636 636 4 4 4 4 4 4 4 4 2 2

数 学 32 564 564 4 4 4 4 4 4 4 2 2

综合文

科

4 64 64 2 2

信息技

术

4 72 20 52 2 2

小 计 136 238

6

233

4

52 14 14 14 14 14 14 16 14 12 10

专

业

课

程

基 训 80 140

0

140

0

8 8 8 8 8 8 8 8 8 8

民间舞 40 700 700 4 4 4 4 4 4 4 4 4 4

毯 技 48 858 858 6 6 6 6 6 6 6 6

技 巧 16 272 272 2 2 2 2 4 4

剧 目 40 696 696 4 4 4 4 6 6 6 6

基本乐

理

4 72 72 2 2

简谱视

唱

4 72 18 54 2 2

艺术概

论

4 64 64 2 2

舞蹈赏

析

4 64 64 2 2

化 妆 4 72 20 52 2 2

小 计 244 427

0

238 403

2

18 18 26 26 26 26 26 26 26 26

限

选

课

程

选

修

课

程

语 音 2 36 10 26 2

器乐演

奏

2 64 64 2 2

小 计 4 100 10 90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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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

培

训

考

核

普通话等级

证书

计算机等级

证书

演员证书

毕业实习 34 136

8

136

8

38 38

合 计 418 812

4

258

2

554

2

32 32 40 40 42 40 42 40 40 38 38 38



八、主要专业课程教学要求

课程名称

(课时)

主要内容 能力要求

古典舞基训

(1400)

本课程是本专业学生的专业

基础课程。通过教学， 使学生基

本解决身体的柔韧度与协调性，

初步掌握古典舞基训开、绷、直

立的训练方法及古典舞技术技巧

的运用，为今后的剧目学习打下

基础。

(1)具有运用基本舞蹈知识，理性认知、分

析、鉴赏和表现舞蹈的能力；

(2)为继续学习专业奠定基础能力

民 间 舞

(700)

通过民间舞训练，使学生

基本掌握汉族(云南花灯、东

北秧歌、安徽花鼓灯、山东鼓

子、胶州秧歌)、少数民族(藏

族、蒙古族、新疆维吾尔族、

朝鲜族)的基本动律和民俗特

点。提高学生身体各部位的协

调性。

(1)具备对我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认知、分

析、鉴赏和表现能力；

(2)培养对我国民族舞蹈文化的感情和

民族精神；

(3)掌握初步的各民族的风格；

毯 技

(858)

通过毯子功训练，强化学

生的身体素质，特别提高学生

腿、腰等部位的软度、力度和

控制能力，掌握腿功、腰功的基

本技巧动作。并使学生了解

“跟斗”的基本要领，掌握一

定的“跟斗”技巧。

(1)具有运用基础技术技巧表现舞蹈的能

力；

(2)为以后舞蹈创作活动奠定基础能力。

技 巧

(272)

通过技巧课教学，使学生把握

住舞蹈技巧“高、飘、稳、准”

的技术。为舞蹈表演中的技巧打下

坚实的基础。

(1)了解科学的跟头方法，具有正确运

用呼吸的能力；

(2)具备一定水平的技术能力与舞蹈表现

能力

剧 目

(316)

通过剧目课教学，使学生

把基训、民间舞、技巧、毯技

专业基础课的知识和技能通过

剧目进行合成，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综合表演能力与舞台感，

掌握舞蹈的基础表演程式，具

有一定的塑造角色的能力，舞

台上具有二度创作的能力。

(1)正确掌握所学舞蹈的表演技法；

(2)具有运用所学舞蹈知识表演不同作

品的能力；

(3)具备一定水平的舞蹈表现能力



5

基本乐理

(64)

(1)音、音高、音值、音程、和

弦；

(2)节拍、节奏；

(3)调、大小调式、五声调式

、转 调、调式分析；

(4)音乐记号、音乐术语

(1)具有运用基本乐理知识，理性认知、分

析、鉴赏和表现音乐的能力；

(2)为继续学习专业奠定基础能力

简谱视唱

(72)

(1)简谱常用调、调式、节拍

、节奏练习曲的视唱训练；

(2)单音、音程、三和弦、简

短旋 律的听唱和记谱训练；

(3)根据学生情况，也可进

行 相应的简谱视唱练耳训练

(1)掌握简谱常用调、调式、节拍、节

奏乐曲 的视谱即唱的能力；

(2)具有基本的音高、节拍、节奏、调

式、旋律的感知和记录能力；

(3)具有一定的音乐听觉、感受和表达

音乐的能力；

艺术概论

(64)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

掌握 关于艺术的本质、特征

、发生、发展、构成和功能作

用的基本知识、了解戏剧、美

术、音乐、舞蹈等艺术现象的

特点。

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 树立正确

的艺术观。

舞蹈赏析

(64)

通过对舞蹈作品的欣赏以

及对作品的剖析使学生更深层

次的理解作品的内涵。

为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打下更深厚的基础。

化 妆

(72)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舞台表演人物化妆造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法。

九、实训(实验)基本条件

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及课程设置的需要，按每班15名学生为基准，校内实

训教学功能室配置如下：



教学功能室 主要设备名称 数量(个/架/

套)

规格和技术的特殊要求

实验剧场

专业舞台灯光系统

1

数字灯光控制台、≥

2000W 的常规灯具、

LED 效果灯

专业舞台音响系统

1

数字音频控制台、≥

2000W 的功放、扬声器

、数字周边

三角钢琴 1 7 英尺及以上

舞台地胶 150m2 ≥1.8m×4mm

舞蹈厅

多媒体系统 1 ≥4000 流明量投影仪

灯光系统

1

数字灯光控制台、≥

2000W 的常规灯

具

音响系统

1

数字音频控制台、≥

2000W 的功放、扬声器

、数字周边

三角钢琴 1 7 英尺及以上

吸音、反音活动板 6 木质 2440mm×132mm

谱架 30

舞蹈排练厅

立式钢琴 1 118M+及以上

地胶 100m2 ≥1.8m×4mm

把杆 1 木质 4m×5.5mm

多媒体系统 1 ≥3000 流明量投影仪

舞蹈排练厅

立式钢琴 1 118M+及以上

各类乐器 60 乐队常规中、外乐器

谱架 30

-

十、编制说明

1.本方案主要依据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

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攻坚工作的

意见》(豫政办发[2010]1号) 编制。

2.本方案充分体现构建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

为主题的模块化专业课程体系的课程改革理念，适用于我校中等职业学

校六年制舞蹈专业。



3.本方案实行6年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为10个学期，含校外顶

岗实习时间为1个月。每学期按20周计算，每学年为52周，其中教学时间40周(含复习考

试)

4.本方案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分别设有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指

为保证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规格和质量，学生必须修习的课程。选修课分为限选课

和任选课。限选课是为不同专门化方向或学习目标的学生设定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的模块化课程；任选课是为拓展学生知识和能力，发展学生个性和潜能，满足学

生继续学习需要而设定的课程。任选课课时应不少于总课时的 10%。

5.实训实习是重要的必修课程，有校内外职业实践活动、顶岗实习及毕业汇报

演出等。学校应成立学生顶岗实习工作领导小组，制订顶岗实习管理办法，推进

校企合作，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学校和实习单位要共同制定顶岗实习计划并组织实

施，强化过程管理，将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自我评价相结合，对学生实习成绩

进行综合评价。

6.本方案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本，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坚持“

做中学、 做中教”，理实一体，开展项目教学、场景教学、主题教学和岗位教学

，注重因材施教；坚持教学质量评价主体、方式、过程的多元化，鼓励引导行业

企业、学生和家长的参与，探索建立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制度。



职业岗位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 知识领域 能力整合排序

声乐演员、器

乐 演奏员、社

会文 化指导员

声乐演唱

(1)较熟练的简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记谱能力;

(2)能够说好普通话，正确运用歌唱语言;

(3)较熟练的演唱技能，一定的舞蹈表现能力，能运用所学唱法
演唱一定数量的中、外声乐作品;

(4)能弹奏一定数量的初、中级钢琴作品，并能为简易的歌曲伴
奏;

(5)一定的合唱能力;

(6) 良好的形体姿态和初步的形体表演及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7)正确的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

声基础、钢琴基础、声乐、

正音、民族民间舞蹈、合

唱、舞蹈基训、作曲基础、

文艺常识、中外舞蹈史

一、行业通用能力

(1)简谱和简谱视谱即唱的能力;

(2)简谱和简谱听音记谱的能力;

(3)钢琴弹奏和简易的伴奏能力;

(4)舞蹈表现能力;

(5)形体表演和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6)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二、职业特定能力

1.声乐表演方向：
(1)演唱能力;

(2)合唱能力。

2.器乐表演方向：
(1)演奏能力;

(2)合奏能力。

3.社会文化指导：
(1)演唱或演奏能力;

(2)演唱或演奏的辅导能力;

(3)合唱或合奏的排练、指导和指挥
能力;

(4)舞蹈创作能力;

(5)社会舞蹈文化活动的策划、组

器乐演奏

(1)较熟练的简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记谱能力;

(2)较熟练的演奏技能，一定的舞蹈表现能力，能运用所学乐器
演奏一定数量的中、外器乐作品;

(3)能弹奏一定数量的初、中级钢琴作品，并能为简易的乐曲伴
奏;

(4)一定的合奏能力;

(5) 良好的形体姿态和初步的舞台综合表现能力;

(6)正确的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

声基础、钢琴基础、器乐、

合奏、民族民间舞蹈、作

曲基础、配器基础、形体

训练、文艺常识、中外舞

蹈史



社会文化

指导

(1)较熟练的简谱或简谱视谱即唱及一定的听音记谱能力;

(2)较熟练的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能力，一定的舞蹈表现能力;

(3)一定的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的辅导能力;

(4)较好的合唱或合奏及其排练、指导和指挥能力;

(5)一定的舞蹈创作能力;

(6)正确的艺术审美和舞蹈鉴赏能力;

(7)初步的形体表演和舞台表现能力;

(8)一定的社会舞蹈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指导能力;

(9)一定的社会文化指导和管理能力

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应

用和声、钢琴基础、声乐、

器乐、合唱、合奏、作曲

与作曲技术、指挥、民族

民间舞蹈、舞蹈基训、文

艺常识、中外舞蹈史、社

会文化辅导、社会文化管

理

织、指导能力;

(6) 社会文化管理和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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