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专业名称及代

舞蹈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码

舞蹈表演 (650207)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基本修业年限为 3年。

四、职业面向

（一）职业岗位
所属专业大

类（代码）

所属专业

类（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

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类别（或

技术领域）举例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或职业资格证书举

例

文化艺术大

类（5504）

表演艺术

类

(650

2)

文化艺术业

(88) ;

教育 (83)

舞 蹈 演
员(2 -09
-02-04;
群 众文化

活动服务

人员

(4-13-01

); 其 他

教学人员

(2-08-99

)

舞蹈演员;

群众文化指导员; 文 化

艺 术 培 训 人员

舞蹈等级证书，舞蹈

等级师资证书；教师

资格证

（二）职业证书

1.通用证书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建议等级 融通课程

全国大学生英语等级证

书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四级考试成绩达到 320

分
大学英语

全国计算机等级证书 教育部考试中心 一级以上 计算机应用基础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

书

河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
二级乙等以上

普通话

大学语文

2.职业资格证书

证书或标准名称 颁证单位 建议等级 融通课程

教师资格等级证书 中国舞蹈家协会 1-10 级 中国民族民间舞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

发 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文化艺术和教育行业的舞蹈演员、群众文

化活 动服务人员、其他教学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舞蹈表演、艺术辅导与社会培训、群



众文化服务、文化艺术培训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 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 ,履行道德准 则

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 有较强的集体

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项运动技能,养成

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6)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 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掌握舞蹈表演基本理论知识。

(4)掌握舞蹈基本功训练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5)熟悉中国民族舞蹈、古典舞、现代舞等基本理论知识。

(6)了解中西方舞蹈艺术史论常识,熟悉不同风格舞种的基本特点。

(7)掌握与舞蹈表演相关的音乐基础知识。

(8)熟悉群众文化活动策划指导相关知识。

(9)熟悉舞蹈教学以及舞蹈编创的基本知识。

(10)了解艺术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基础知识。

3. 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较好地运用计算机处理文字、表格、图像等的基础能力以及艺术专业学习与

实践中必需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

(4)具有较强的身体控制、跳转翻等舞蹈基本技能和舞蹈表演能力 。

(5)掌握中国民族民间舞、中国古典舞、现代舞等不同种类、风格、形式 的舞蹈语汇。

(6)具有运用舞蹈语汇呈现艺术作品的舞台表现能力。

(7)具有一定的舞蹈教学和辅导能力。

(8)具有一定的舞蹈编创和音乐处理能力。

(9)具有一定的艺术审美和舞蹈作品的分析、鉴赏能力。

六、课程设置与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课程思政

各类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

学中去，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鼓励自主开设其他特色课程；以选修课、学术讲座开

阔学生视野，拓展知识面。

（二）课赛融通

建立课赛融通机制，对取得对应专业省级以上各种技能大赛二等奖以上名次的学生，可

置换一门专业选修课，该门课程可免修。

(三)本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表见附录



每门课程的课程目标、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等见课程标准。

1.公共基础课程

本专业开设公共基础课有：思想政治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军事理论

与军训、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大学语文 、

信息技术 、公共外语、信息技术、健康教育、职业素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2.专业课程

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并涵盖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

(1)专业基础课程。

本专业开设门 6专业基础课程, 包括:舞蹈艺术概论、乐理基础、音乐欣赏、舞蹈作

品赏析、中外舞蹈简史、舞蹈美学基础等。

(2)专业核心课程。

本专业开设 6门专业核心课程,包括: 舞蹈基本功、中国民族民间舞、舞蹈剧目、现

代舞、中国古典舞身韵、编舞技法基础等。

(3)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包括:化妆基础、编舞技法、舞蹈教学法、地域风格舞蹈、舞蹈解

剖基础、音乐剪辑、群众文化活动策划与组织、舞台美术基础、表演基础、国际标准

舞、流行舞等,专业拓展课程可以依据区域文化事业、产业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

3.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如表所示

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名
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舞蹈基本功

结合芭蕾舞、古典舞的基础训练方法,对学生身体各部位

柔韧性、肌肉力量 进行全方位训练, 为学生舞蹈肢体运

动的整合能力和舞蹈意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 第一

部分, 身体局部及元素训练; 第二部分, 舞蹈单项技

术及短 句训练;第三部分, 舞蹈综合能力及组合训练。

2

中国民族民间舞

以汉、藏、蒙古、维吾尔、朝鲜、傣六大类中国民族民

间舞训练为主, 以传授民间舞蹈文化的底蕴及民间流传

的舞蹈风格为核心, 融人少数民族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

等风格舞蹈。包括: 第一部分, 基础技能训练; 第二部

分, 各民族舞综合能力拓展训练。

3

舞蹈剧目

精选思想艺术性较高、训练价值较大的中外经典舞蹈作

品为教学内容,针对学生个体专业资质进行舞蹈表演意

识、舞台表现力和创造力等舞蹈综合能力 的训练,同时

提升与编导和其他演员的协作能力。包括: 第一部分,

学习相对规范、风格韵律易掌握的集体舞剧目; 第二部



分, 学习队形复杂、韵律鲜 明的剧目; 第三部分, 学习

有人物角色、技 术难度的舞剧片段; 第四部分, 毕业汇

报综合剧目。

4

现代舞

通过现代舞的训练,学生掌握现代舞的精神意识和技术

体系 ,达到身法与技法的和谐统一 。注重对舞蹈动作的

开发和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身体表现能力、示范能力

,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编创能力和组织实施教材的能力。包

括:第一 部分, 现代舞的风格特点等基础理论知识; 第

二部分, 现代舞身体各部位基础训练; 第三部分, 现代

舞组合练习。

5

中国古典舞身韵

以形、神、劲、律为主线进行系统训练,以" 拧、倾、圆

、曲"的体态特征," 提、沉、冲、靠、含、腆、移" 的

腰部动律元素,以及" 平圆、立圆、八字圆" 为重点讲授

内容 ,注重舞蹈技能与韵律的融合,传统韵味和审美风

情的熏陶 ,引导学生从心灵、内涵中真正领悟和把握民

族气质,具备运用身体韵律表现舞蹈语汇的能力。包括:

第一部分,元素训练;第二部分,短句训练;第三部分,综

合性训练。

6

编舞技法基础

内容主要由编舞基础理论和实践两大部分构成, 第一部

分 ,编舞基础理论: 一、编舞概述; 二、编舞的类型; 三

、编舞的基本方法; 四、编舞技法种类;五、编舞中的形

式感; 六、编舞中的节奏感。第二部分,动作元素编舞

实践: 一、动态元素的开掘;二、动作元素的变化;三、

舞句的编织;四、舞段的编织。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掌握编织舞蹈语言和组合的基本方

法与规律,具备实际操作和探索创新的能力。

七、实施保障

主要包括师资队伍、教学设施、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学习评价、质量管理等方

面。

（一）师资队伍

(对专兼职教师的数量、结构、素质等提出有关要求。)

1.队伍结构

（1）双师结构：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达到 60%以上；

（2）专兼比例：专业教师专兼比达到 4:1；

（3）学历结构：专任教师硕士研究生以上占 50%；



（4）年龄结构：45 岁以上占 20%、30 岁以上占 50%、30 岁以下占 30%；

（5）职称及职业资格结构：高级职称占 30%、中级职称占 50%、中级职称以下占 20%。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舞蹈表演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

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 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有每 5累计不少

于 6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舞蹈表演行业、专业发展,

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

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

4.兼职教师

兼职教师主要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

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

称,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专业教室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人

或 WiFi 环境,并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

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有集舞蹈表演教学、实训与演出为一体的校内综合性实训场馆,建立管理制度,

配备有实践经验的实训员。场馆符合建筑声学、应急照明、安全疏散等要求,主要场

馆及设备配置如下:

(1)小剧场(舞蹈汇报展示厅) 。

小剧场(舞蹈汇报展示厅)应配置灯光、音响、播放设备,配置可移动观众席等设

施,辅助配备化妆、服装、道具室,用于汇报演出、剧目排练、对外演出等综合实训。

(2)实验剧场

实验剧场配置具有专业标准的舞台、灯光、音响等设施设备,具有配套的化妆间 、

服装间、道具室,用于汇报演出、专业比赛、社会服务等综合实训。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舞蹈表演、艺术辅导与社会培训、群众文化

服务等实训活动; 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 实训管理及实施规

章制度齐全 。

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能提供舞蹈演员、群众文化指导员、文化艺术培训人

员等相关实习岗位, 能涵盖当前相关产业发展的主流技术, 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

实习; 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 有保证实习生日



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信息化条件; 鼓励

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

学条件自主学习, 提升教学效果 。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 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人课堂。学校建立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 经过规范程序择优

选用教材 。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 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 舞蹈表演行业政策法规、行业标准、艺术规范等;

舞蹈表演专业类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 5 种以上舞蹈表演专业学术期刊 。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

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 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

能满足教学要求 。

（四）教学方法

1.讲授法

无论是教授新动作，还是复习老动作，舞蹈教师都要通过讲解或伴以讲解。如动

作名称，动作要领，动作规格和标准。做这个动作容易犯的毛病，怎样克服与纠正这

些毛病等等，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舞蹈教师免不了有许多提示和讲解。甚至在学生动

作过程中，舞蹈教师也会不时发出许多指令，提示或评论。学生把教师的话连同音乐

一起接受过去，这不仅是对学生感观的全面锻炼，同时还是传授各种舞蹈种类的知识，

也包含与其它舞蹈种类的比较，还有关于对音乐的理解与感觉等等。

2.示范法

舞蹈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课堂上除了用“口传”的方式让学生们理解动作，

更重要的是老师对动作的示范。在教授新动作时动作过程要全面示范，全面把动作做

出来，手、脚、身体和面部都同步进行，它给学生的印象应当是美好的总体印象。这

样做，不仅让学生对舞蹈动作有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对老师产生尊敬喜爱的心理。

在学生对动作逐渐熟练时，示范过程要使动作逐步简化，有时可以用手比划。这样做

可以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对学生智力的提高具有极大好处。开始是模仿，要求学生

模仿得越象越好。当学生逐步掌握了身体运动规律后，模仿的对象开始淡化，进一步



调动学生的想象。当教师逐步过渡到很简化的示范时，学生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理解

去塑造他自己了。

（五）学习评价

课程考核分为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等，各项考核占比可按下表提供指导性意

见。

幼儿舞蹈基础课程的考核采用日常考核与学期课程考核相结合，平时成绩、期末

成绩比例为 3:7。日常考核包括回课、出勤率、课堂参与、比赛及演出实践活动的表

现等；学期结束课程考核采用考查考试方式。考试内容由本学期学习的舞蹈组合为主，

重点考查学生对舞蹈的艺术表现力方面的能力。

项

目
学习内容

考核标准

（每项总分值 100 分）
成绩等级划分

舞

蹈

表

演

（占比

70%）

《古典芭蕾基

训》组合

《中国民族民

间舞》组合

1.舞蹈风格的把握。（40）
2.舞感、节奏的掌握。（20）
3.动作标准程度。（20）
4.动作熟练度。（20）

1.优秀：80-100

2.良好：70-80

3.及格：60-70

4.不及格：40-60

5.重修：40 以下

个

人

形

像

（占比

10%）

丸子头、练功

服、黑色舞裤、

软底鞋

1. 丸子头（25
）

2. 练功服（25
）

3. 黑舞裤（25
）

4. 软底鞋（25
）

基

本

功

能

力

（占比

20%）

软开度能力、

动作力度、跳

跃能力、旋转

能力

1.软开度能力（25）
2.动作力度（25）
3.跳跃能力（25）
4.旋转能力（25）

（六）质量管理
1.根据学校专业建设标准，建立校、院两级专业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成立由企

业专家、教育专家和骨干教师组成的专业建设委员会，指导专业建设，完善专业调研、
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
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根据学校教学工作规范和主要教学环节标准完善学院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
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改，建立健全巡课、听课、
评教、评学等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和课堂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
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
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促进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
针对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制定诊断与改进措施，形成诊改工作机制，持续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八、毕业要求
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 ,修读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设置的全部课程和教学环节，取

得规定学时学分 ,原则上应获得教师资格证书，鼓励获得舞蹈表演专业技能等级证书
(根据各专业培养目标和需求设定) ，德智体美劳达到培养规格， 符合籍管理规定的
毕业条件,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

九、执行对象
从 2022 级学生开始执行。

附录
附录 1.课程结构与学时学分构成表
附录 2.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表
附录 3.培养方案专家论证审议表(留存二级学院备查)
附录 4.人才培养方案审批表
附录 5.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留存二级学院备查)



附录 1 课程结构与学时学分构成表

课程类别
学时、学分比例

学时 学时比例（%） 学分 学分比例（%）

必修

课

公共

基础课

理论 348 13%
33 24%

实践 304 12%

专业

基础课

理论 109 4% 14 10%
实践 125 5%

专业

核心课

理论 152 6% 34 25%
实践 452 18%

实践实训课程 实践 780 30% 39 29%

选修

课

公共

选修课

理论 114 4% 9 7%
实践 44 2%

专业

选修课

理论 58 2% 7 5%
实践 104 4%

实践性教学 1809 69%

总 计 2590 100% 13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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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三年制高职舞蹈表演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表（文史类）
课

程

性

质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考核

方式
课程学时

学分

各学期课堂教学周学时

考

试

考

查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时

总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6 18 18 18 18 18

公

共

基

础

课

军事技能训练与

入学教育
必修 √ 128 128 3

2

周

军事理论 必修 √ 32 32 2 2

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
必修 √ 30 6 36 2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 40 8 48 3 3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必修 √ 46 8 54 3 3

形势与政策 必修 √ 24 8 32 1 每学期 8 学时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必修 √ 24 8 32 2 2

大学体育 必修 √ 12 92 104 6 2 2 2

大学英语 必修 √ 100 36 136 8 4 4

大学语文 必修 √ 32 0 32 2 2

创新创业教育 必修 √ 8 10 18 1 1

小计 348 304 652 33 15 9 5

专

业

基

础

课

基础乐理与视唱 必修 √ 9 9 18 2 2

中外舞蹈史 必修 √ 32 40 72 4 2 2

舞蹈艺术概论 必修 √ 32 40 72 4 2 2

舞蹈美学原理 必修 √ 18 18 36 2 2 2

舞蹈解剖学 必修 √ 18 18 36 2 2 2

小计 109 125 234 14 2 2 8 8

专

业

核

心

课

中国民族民间舞 必修 √ 42 98 140 8 2 2 2 2

中国古典舞身韵 必修 √ 12 60 72 4 2 2

古典芭蕾基训 必修 √ 42 98 140 8 2 2 2 2

舞蹈剧目排练 必修 √ 32 76 108 6 2 2 2

戏剧表演 必修 √ 12 50 72 4 2 2

编舞技法基础 必修 √ 12 50 72 4 2 2

小计 152 452 604 34 4 6 12 12

实

践

实

劳动周 必修 60 60 3
以实习实训课为载体开展劳动教育；每

学年设立劳动周

毕业论文（设计） 必修 120 120 6 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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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课

程

岗位实习 必修 580 580 29
18

周

11

周

毕业教育 必修 20 20 1 1周

小计 0 780 780 39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限选 √ 18 0 18 1 1

计算机应用基础 限选 √ 16 16 32 2 2

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
限选 √ 10 8 18 1 1

国家安全教育 限选 √ 18 0 18 1 1

（

二

选

1）

党史国史
限选

√ 18 0 18 1

中西文化比较 任选 √ 18 0 18 1 1

大别山红色文化

与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

任选 √ 18 0 18 1 1

音乐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1

（四

选一

）

戏剧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舞蹈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书法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艺术导论 限选 √ 8 10 18 1
1

（

四

选

一）

美术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影视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戏曲鉴赏 限选 √ 8 10 18 1

小计 114 44 158 9 2 3 3 1

专业

选修

课

中国民间舞蹈文

化
限选 √ 9 9 18 1

1

（

二

选

一）
世界芭蕾史纲 限选 √ 9 9 18 1

中国舞蹈意象概

论
限选 √ 9 9 18 1

1

（

二

选

一）

中外舞蹈思想教

程

限选
√ 9 9 18 1

拉丁舞 限选 √ 9 9 18 1

现代舞 限选 √ 12 50 72 3 2 2

健美操 限选 √ 9 9 18 1

舞台妆 限选 √ 0 18 18 1 1

小计 58 104 162 7 24 24 6 25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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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81 1809 2590 137

说明：

1. 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实践实训课程、公共选修课和专业

选修。

2. 公共基础课程占总课时约25%，选修课占总课时约10%，实践课时占总课时50%以上。

3. 第1学期教学周为16周，新生军事技能训练2周；第2-6学期实际教学周为18周。

4. 16-18学时计1分，特殊课程除外。除军事技能训练与入学教育外，劳动教育、毕业论文

（设计）和岗位实习等实践实训课程按照20学时计1学分。

5. 《形式与政策》按照文件要求，只有1学分，每个学期计8学时。

6. 《军事理论》课采取线下集中授课和线上教学的方式。

7. 专业选修课选3-5门，累计学时≥90学时。

8. 《军事技能训练与入学教育》和《军事理论》均不占周学时。

9.第五、六学期按照18周计算，每周20学时，共720学时。其中，第六学期毕业论文（设计）

6周，共120学时；毕业教育1周，共20学时；岗位实习，共58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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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

申请学院 适用专业、年级

申请时间 申请执行时间

人才
培养
方案
调整
内容

调整前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学分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调整后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学分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调整原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
专业建设

委员会意见
主任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教务处处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校长
审批意见

主管校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党委会
审定
意见

党委书记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二份，二级学院、教务处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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