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儿体操与律动创编》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达内心情感

的音律能力。幼儿体操是幼儿园重要的以发展身体素质和做操能力为主的综合性教育活动，幼儿体操通过身体各部位科学有序、循序渐进的活动，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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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关部位的关节和肌肉群得到锻炼，从而增强身体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达到锻炼的目的。律动是幼儿舞蹈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它是幼儿舞蹈创编学习

的基础，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操舞蹈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快、活泼的情绪。本课程作

为一门师范生实践技能应用学科，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

反思、创新、科研能力，及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本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课程目标 1：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

力。

课程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操与律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快、活泼的情绪。

课程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新、科研能力，及学生对于幼

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课程目标 4：通过幼儿体操与律动创编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健康、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2.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业性，

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具有人文底

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幼儿人格，富有爱心、责任心，工作细

心、耐心，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2.3 具有较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人格健全，身心健

康，情感丰富，为人师表，做有专业自觉性和事业心的学前教育工

作者。
M



目标 2

3.保教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和人文素养，理解幼儿身心发

展规律和学习特点，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掌握幼儿园教

育教学的基本方法和策略，注重知识的联系和整合。

3.1 理解并掌握人文社会通识知识，有一定的人文积淀与审美情趣；

了解科学知识、技术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认同理性思维的价值。
H

3.3 保教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和人文素养，理解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和学习特点，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掌握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基本

方法和策略，注重知识的联系和整合。

L

目标 3

4.保教能力：能够依据《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根据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

点，运用幼儿保育与教育知识，科学规划一日生活、科学创

设环境、合理组织活动。具有观察幼儿、与幼儿谈话并能记

录与分析的能力；具有幼儿园活动评价能力。

4.2 具有幼儿园一日生活、环境创设、游戏、教育教学活动等的实施

能力。
M

目标 4

6.综合育人：了解幼儿社会性—情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注

重培育幼儿良好意志品质和行为习惯。理解环境育人价值，

了解园所文化和一日生活对幼儿发展的价值，充分利用多种

教育契机，对幼儿进行教育。综合利用幼儿园、家庭和社区

各种资源全面育人。

6.1 了解幼儿身心发展和养成教育规律的基本知识，具有全面育人、

综合育人的意识。
L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

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幼儿

徒手操

1.幼儿手指操、2.幼儿拍手操、3.幼儿律

动操、4.幼儿队列操、5.幼儿武术操、6.

幼儿爵士操、7.幼儿跳跳操、（可根据学生

情况任选其中 2-3 个徒手操进行教学）

8 0 8 目标 1、目标 3、目标 4

第二章 幼儿

轻器械操

1.球操、2.手绢操、3.椅子操、4.旗操、5.绳

操、6.花操、7.筷子操、（可根据学生情况任

选其中 2-3 个轻器械操进行教学）

8 0 8 目标 1、目标 3、目标 4

第三章 幼儿

体操编操方法

1.编操的顺序 2.记写徒手操的要求和顺序，

3.音乐的选配。
8 0 8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四章 幼儿

律动及创编

1.幼儿律动基本内容

2.幼儿歌表演及创编
8 0 8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目标 4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幼儿徒手操（8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幼儿手指操

主要知识点：手指的屈、伸、抓、握、勾的练习，手指与节奏的配合练习。

第二节 幼儿拍手操

主要知识点：拍手练习，双手掌与节奏的配合练习。

第三节 幼儿律动操

主要知识点：手脚、肢体与节奏的配合练习。

第四节 幼儿队列操



主要知识点:掌握队列的形成模式类型。

第五节 幼儿武术操

主要知识点：掌握幼儿基本的武术动作、基本的武术风格。

第六节 幼儿爵士操

主要知识点：掌握幼儿的基本爵士动作、基本的爵士风格。

第七节 幼儿跳跳操

主要知识点：掌握幼儿跳跃的基本步法。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掌握幼儿徒手操动作的基本要求并规范展示，掌握每个动作姿态要求准确表达；

（2）使学生了解徒手的基本分类、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3）使学生通过幼儿徒手操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健康、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重点难点】

重点：了解身体姿势及动作的方向、幅度、频率、速度、路线、节奏等要素。难点：掌握动作变化的规律，合理安排运动量，有意识地改变运动量，

有选择地锻炼身体的某些部位和增加动作的多样化。

第二章 幼儿徒手操（8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球操

主要知识点：球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第二节 手绢操

主要知识点：手绢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第三节 椅子操

主要知识点：椅子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第四节 旗操

主要知识点：旗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第五节 绳操

主要知识点：绳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第六节 花操

主要知识点：花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第七节 筷子操

主要知识点：筷子的基本动作及运用。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掌握幼儿器械操动作的基本要求并规范展示，掌握每个动作姿态要求准确表达；

（2）使学生了解幼儿器械操的基本种类、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

（3）使学生通过幼儿器械操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健康、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重点难点】

重点：对幼儿轻器械操的实践能力操作方法的掌握及了解轻器械的种类与使用轻器械时的注意事项。难点：掌握轻器械运动做的方式方法与训练目

的，及对幼儿轻器械的发现和拓展实用性范围。

第三章 幼儿体操编操方法 （8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幼儿徒手操编操



主要知识点：音乐的选择、节奏的确定，上肢动作的编排技巧，下肢动作的编排技巧，队形的选择，动作选择与训练目标的关系。

第二节 幼儿器械操编操

主要知识点：音乐的选择、节奏的确定，各类器械的选择，器械动作选择与训练目标的关系。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掌握幼儿体操的基本编操方法和套路模式；

（2）使学生在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与之相符合的幼儿体操动作；

（3）使学生通过幼儿体操编操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在编操过程之中建立健康、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健康精神风貌。

【重点难点】

重点：动作编排要有节奏性、动作的编排要充分根据幼儿的实际年龄的身心发展特点。难点：根据不同季节设计不同活动量的幼儿体操，编排要有

锻炼身体的价值和器械运动的特点。

第四章 幼儿律动及创编 （8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幼儿律动基本舞姿动作和舞步

主要知识点：幼儿基本动作，幼儿基本舞步。

第二节 幼儿律动的创编要求及方法

主要知识点：音乐的选择，动作的重复性、动作的模仿性。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使学生掌握幼儿律动的基本创编方法和套路模式；

（2）使学生在了解幼儿的身心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与之相符合的幼儿律动动作；

（3）使学生通过幼儿律动创编方法的学习，使学生在创编过程之中建立健康、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健康精神风貌。



【重点难点】

重点：幼儿律动的动作创作方法主要分类。难点：根据不同音乐节奏灵活创编幼儿律动组合。抓音乐节奏和歌词形象。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1.王丽娟.舞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主要参考书

1.郑晓、尤怡红.幼儿律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2.丁秀梅.幼儿体操[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3.刘鑫.学前儿童体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涂远娜、王孟.幼儿律动教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

主要网络资源

各大视频网站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翻转课堂模式。本课程在有 4 个学期的先修课程基础之下，已经具备一定的肢体表达能力和自学能力，所以在本课程实施的过程之中基本以自

学为主，教师的点评指导为辅，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增强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提高学生教学能力，掌握幼儿园相关课程的基本教法和策略。

（2） 讲授与示范。“口传身授教学法”仍然是一种主要的或重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本课程中，应适当减少此教学方法的占比。通

过对于学生的自学成果的基础上，得以讲解或伴以讲解动作名称，动作要领，动作规格和标准，纠正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出现错误的一些动作。并且以示

范的形式去展示规范的动作要领、规范和标准。



（3）案例分析法。在体操律动的创编过程中，以案例模式去分析其创编的主题构思、动作语汇、编排思路、音乐选择等一系列的创编基础知识。由

“点”及“面”去打开创编的思路，提高学生的创编能力。

（4）课外养成。本课程课内教学时数有限，课堂上一般进行纠错式的讲解、示范，学生要牢固掌握基本的创编技法，前期还是主要进行一定数量的

课外拓展和练习。如课堂上需要教授的体操律动组合，应及时完成预习，并且能熟练掌握；每完成一个组合的学习，应在每节课前进行个别的抽查回课，

遇到不清晰的地方，要记录下来，在网络教学平台或课下与同学讨论或向教师提问。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

使学生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

去有节奏表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课前：1.预习常规示范组合课例，初步掌握其规范动作技法。

课内：1.学生反转当老师，做示范性展示，同伴之间互相比较、互相观察，互相

提出纠错指导，教师进行点评与总结。

课后：1.课外继续落实课堂内容，反复练习，提高质量，练习视频上传学习通平

台；2.参与线上提问、答疑。

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

编体操律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

养幼儿愉快、活泼的情绪。

课内：1.师生共同讨论分析案例；2.示范性讲解；3.创编作业回课点评指导。

课后：1.课外拓展相关内容学习；2.参与线上提问、讨论、答疑；3.小组作业。

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

意识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

新、科研能力，及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

的理解与体验，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课前：1.积累相关体操律动的大量案例，拓宽了解幼儿体操与律动的知识面。

课内：1.课堂教师以身示范、口头讲授，以“点”带“面”引导学生进行创编。

课后：1.课外继续落实课堂内容，反复练习，练习视频上传学习通平台；2.参与

线上提问、答疑。



目标 4：通过幼儿体操与律动创编的学习，使学生建立

健康、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课内：1.学生反转当老师，做示范性展示，同伴之间互相比较、互相观察，互相

提出纠错指导，教师进行点评与总结。2.创编组合学生回课教师点评指导。

课后：1.课外继续落实课堂内容，反复练习，练习视频上传学习通平台；2.参与

线上提问、答疑。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

使学生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

节奏表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自学与回课点评纠错指导、课后作业练习等环节；

主要判据为课堂表现成绩、课后作业成绩、课堂回课成绩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操律

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快、活泼

的情绪。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案例分析与纠错示范、课后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

表现、作业及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

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新、科研能力，及

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达到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发展。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堂回课、课后自学练习环节表现和期末考查成绩。

目标 4：通过幼儿体操与律动创编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健康、活

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点评与讨论、课内案例分析及点评指导、课后练习。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40%，其中学生课后自学作业打卡情况占 10%，课堂表现

占 10%，课堂回课占 20%。终结性考核的权重为 60%，在期末采用课堂面试形式进行考核。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

绩的比重

过程性

考核

视频

作业

目标 1：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

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

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

操律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

快、活泼的情绪。

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

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新、科研

能力，及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目标 4：通过幼儿体操与律动创编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健康、

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主要依据线上教学平台（或教师）对课前、

课后练习作业等自学活动的视频记录进行

评分。

10%

课堂表现

目标 1：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

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

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

操律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

快、活泼的情绪。

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

主要依据任课教师对学生课堂学习的实际

表现（包括出勤、精神面貌、学习积极性、

班级服务等）的记录。

10%



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新、科研

能力，及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课堂回课

目标 1：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

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

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

操律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

快、活泼的情绪。

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

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新、科研

能力，及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 依据课堂任课老师对学生的课程常规

内容组合检查情况（动作的熟练度及规范

度、节奏的准确性、情感的表达力）的记

录评分。

2. 依据课堂任课老师对学生课下创编作

业在课堂上的回课及抽查质量进行评分。

20%

终结性

考核
考查

目标 1：通过了解幼儿体操及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使学生

即能增强对幼儿体育的意识，又能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

达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目标 2：通过幼儿律动的创编学习，使学生初步具有创编体

操律动的能力，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

快、活泼的情绪。

目标 3：使学生初步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

与基本能力的学科素养，使学生初步具备专业反思、创新、科研

能力，及学生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目标 4：通过幼儿体操与律动创编的学习，使学生建立健康、

活力、正确的审美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通过课堂对幼儿体操律动的创编进行考

核展示。考核学生对于幼儿体操创编的动

作规范性、合理性、科学性，以及动作与

音乐融合性的把握。

2.通过展示幼儿体操与律动的表演进行考

核。考核学生对幼儿体操与律动表演时精

神面貌的饱满性、捕捉形象的准确性、情

感表达的丰富性。表达对于中国倡导的生

命之美、自然之美、运动之美的健康艺术

的理解和体验。

60%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在课程考核

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采用课程考核成绩数据进行计算，评价分析课程分目标的达成值，再依据课程分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权重，

计算得出各分目标的达成度，取平均值为本课程目标达成度。间接评价以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值）、

同行或督导评价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

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检查学生课前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余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课后

作业以及回课质量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

考核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

并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

专家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况

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评价。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果

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

据。

2.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充分了解幼儿体操与

幼儿律动的基本知识，充

分拥有幼儿体育意识，有

熟练掌握幼儿通过肢体去

有节奏表达内心情感的音

律能力。

比较了解幼儿体操与律

动的基本知识，较能拥有幼

儿体育意识，有较熟练掌握

幼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达

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能了解幼儿体操与律动的

基本知识，基本掌握幼儿

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达内

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能了解幼儿体操与律动的

基本知识，掌握幼儿通过肢

体去有节奏表达内心情感

的音律能力一般。

不能了解幼儿体操与律动

的基本知识，不能掌握幼

儿通过肢体去有节奏表达

内心情感的音律能力。

目标 2

具有创编体操律动的能力

强，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

动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

愉快、活泼的情绪。

具有创编体操律动的能力较

强，并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

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快、

活泼的情绪。

初步具有创编体操律动的

能力，在教授体操与律动

的过程中，能培养幼儿愉

快、活泼的情绪。

初步具有创编体操律动的

能力，但在教授体操与律动

的过程中，不能培养幼儿愉

快、活泼的情绪。

不具有创编体操律动的能

力，且在教授体操与律动

的过程中，不能培养幼儿

愉快、活泼的情绪。

目标 3

具有充分实际运动肢体语

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

能力的学科素养，专业反

思、创新、科研能力强，

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

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充分，达到全面、健康发

展。

具有较为充分实际运动肢体

语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

能力的学科素养，专业反思、

创新、科研能力较强，对于

幼儿“以育人为本”的理念

内涵的理解与体验较充分，

能达到全面、健康发展。

具有初步实际运动肢体语

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

能力的学科素养，专业反

思、创新、科研能力一般，

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

的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一般，能达到基本健康发

展。

具有较弱实际运动肢体语

言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

能力的学科素养，专业反

思、创新、科研能力较弱，

对于幼儿“以育人为本”的

理念内涵的理解与体验一

般，能达到基本健康发展。

不具有实际运动肢体语言

能力表现的意识与基本能

力的学科素养，无专业反

思、创新、科研能力，不

能理解与体验对于幼儿

“以育人为本”的理念内

涵，不能达到全面、健康

发展。

目标 4

充分具有建立健康、活力、

正确的审美意识，积极弘

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比较充分具有建立健康、活

力、正确的审美意识，积极

弘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基本具有建立健康、活力、

正确的审美意识，较能弘

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初步具有建立健康、活力、

正确的审美意识，但弘扬中

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积极性一般。

不能具有建立健康、活力、

正确的审美意识，不能弘

扬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

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