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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意拳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形意拳是我国四大名拳之一，她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山西的地方拳种，有着完整的

传承体系，具有明显的技击性、健身性、表演性，是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特色课程。

（二）课程任务

通过形意拳教学，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品质。全面发展

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达到健身和防身的目的。结合形意拳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培

养学生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把教书育人贯彻始终。在教学中发挥教师

应有的作用，利用各种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勤学苦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断总结经

验，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来提高教学质量。

二、教学活动目标

（一）课程目标

通过形意拳教学，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课程目标 1：了解形意拳基本理论知识并初步掌握形意拳基本技术与技法。

课程目标 2：使学生达到能讲解、会示范、能教学，具备开展中小学形意拳运动的能力。

课程目标 3：培养学生积极为地方传统拳种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思政目标

通过形意拳教学，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思政目标 1：具备较高政治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法制观念、文化素养；具有实践创新精神和良好的

团结合作意识。

思政目标 2：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思政目标 3：具有一定的人文素质。了解人类文明史和科学发展史，了解中国历史和中

国传统文化，具有基本的文学、艺术和人文修养。

三、学习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学习内容：

第一章 形意拳概述

使学生了解形意拳的概述、价值意义，形意拳的产生背景及其继承脉络，形意拳产生

如何产生、该拳种产生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地域环境的关系以及发展的形式与内容。

重点：该拳种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现代 形意拳发展的影响

难点：形意拳的产生的时间、地点、传承人的具体定位。

第二章 形意拳的演练风格特点

使学生宏观把握形意拳的技术特点与演练风格，学习形意拳拳法的硬打硬进无遮拦的

中内含螺旋缠绕的力量特点。

重点：形意拳技术流派的各自特点。

难点：正确掌握形意拳的技术特点与演练风格。

第三章 形意拳基本功、基本动作组合

学习以下基本功和基本动作：鸡腿、龙身、熊膀、虎抱头

重点：动作姿态正确

难点：动作姿态正确

第四章 形意拳的基本技术

学习：1.形意拳的步法、手法、步型、手型。

2.形意拳劈拳的技术。



3.形意拳崩拳的技术。

4.形意拳钻拳的技术。

5.形意拳炮拳的技术。

6.形意拳撗拳的技术。

重点：动作技术正确。

难点：体会形意拳的“内三合”与“外三合”。

第五章 形意拳的传统套路

学习形意拳进退连环：

1.起势；2.预备式；3.进步右崩拳；4.退步左崩拳；5.顺步右崩拳；6.白鹤亮翅；7.

进步左炮拳；8.退步劈拳；9.右鹰捉式；10.左鹰捉式；11.进步右崩拳；12.狸猫倒上树；

13.收式。

重点：动作技术正确。

难点：体会形意拳的力发于腰间，达于四肢，始终注意柔和练习。

五、达成教学活动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把握主线，教师认真领会教学大纲的精神与内容，注重知识的更新与补充，改进教

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严格要求学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和积极性，提高其学习能力。

2.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并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

六、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考查课程

成绩采取“N+2”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包括考勤（20 分）、课堂表现（20 分）、

平时作业（30 分）、实践（实验、实习、见习、社会调查等，20 分）、其它（10 分），占比

30%；“2”指卷面成绩与课堂笔记，分别占比 50%、20%，其中卷面成绩不低于 50 分，低于

50 分者，总成绩视为不及格。

（二）成绩评定标准

1. 课堂教学情况评价方法与标准

本课程综合成绩=平时成绩（占 20%）+实践部分成绩（占 80%）。

平时成绩：①考勤及课堂纪律表现占 40%，迟到一次扣 1分，请假一次扣 2分，旷课一

次扣 3 分，累计缺课达 1/3 取消考试资格。②参与课堂教学情况占 40%，③作业占 20%。

2. 实践课评价方法与标准



七、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毛明春编.《形意拳四象五行精义》.山西：山西科技出版社.2014 年

[2]郭书民,翟相卫编.《中国形(心)意拳发展知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

执笔教师：段旭亮

审 核 人：郑治伟

2021 年 8 月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舞龙舞狮是体育教育的专业核心课程。舞龙舞狮运动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充满独特

民族风格的表演项目。本课程的开设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及团队协作，同时该运动

借助道具、配合鼓乐完成动作，来展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韵。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 舞龙舞狮是以基本技术、步型、握法身体姿态为主要学习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传承以及发扬其文化的爱国情怀。

2.提高学生的舞龙舞狮运动具有重要任务，让同学们了解舞龙舞狮运动特点和技术要

求，了解舞龙舞狮运动套路，得到全面提高，在了解舞龙舞狮运动学科知识的基础，大胆

探求领域的研究。培养舞龙舞狮运动的实践能力，为同学日后从事舞龙舞狮运动教学奠定

基础。

3.全面发展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4.在舞龙舞狮运动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的结合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豪

感，培养学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和作风。

二、教学活动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舞龙舞狮文化和传统武术。使

学生掌握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通过对舞龙舞狮表演技巧的练习和感

受，感悟舞龙舞狮文化的内涵。并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我国传统思想与文化教育、武德教

育，培养学生坚韧的意志品质、顽强的拼搏精神、优越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文明守纪等优良

品质。

（一）课程目标

舞龙舞狮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目标 1：明晰舞龙舞狮的发展脉络、掌握舞龙舞狮的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认同舞

龙舞狮教学工作的意义，领会体育学科言传身教的价值，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意志品

质。（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

课程目标 2：应用舞龙舞狮的基本技法，掌握舞龙舞狮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解决一

系列专业性问题。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2-2）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舞龙舞狮教学语言技能、示范技能、组织技能等多项基本技能，

能够对教与学的情况进行积极反思并做出客观评价。（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

课程目标 4：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能够根据时代和传统体育运动要求，创编舞龙舞狮自

选套路促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养成终身体育学习和锻炼的习惯和能力。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3-2）

（二）思政目标

思政目标 1：吃苦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通过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恒久的舞龙舞狮技术、

技巧训练，培养学生毅力、耐力、信心和勇气，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顽强进取的品质，

以及踏实、严谨、科学的作风。

思政目标 2：文化自信的培育。舞龙舞狮文化中有很多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

通过学习这些作品，加强学生文化自信、中国自信，引导学生热爱传统、保护传统、传承

传统。

思政目标 3：根植爱国主义情怀。通过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根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通过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编排等对全体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主题教育。

思政目标 4：遵守体育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塑造良好体育品格、发扬体育精神，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规则意识。引导学生遵守规则，文明礼貌，尊重他人，具有公平竞争的意识

和行为。

三、学习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学习内容：

一、舞龙

1.舞龙运动概述、舞龙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1.1 舞龙运动概述。

1.2 舞龙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1.3 竞技舞龙运动的规格与裁判法介绍。

重点与难点：舞龙运动的锻炼价值的体现。

2.舞龙基本技术

2.1 舞龙运动的基本握法、步法

2.2 舞龙运动的基本技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穿越和腾越时，龙形保持饱满，速度均匀，运动轨迹流畅穿腾动作轻松利索，

不碰踩龙体、不拖地、不停顿。

3.舞龙运动规定套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表现出舞龙的彪悍、威武、和善良与灵巧，翻滚跳跃，首尾相引合，步法整齐

合一，多人配合默契。

4.自编舞龙运动套路

重点：学习动作综合应用。

难点：自编动作的难度动作。

二、舞狮

1. 舞狮概述、舞狮运动特点、锻炼价值及裁判法

1.1 舞狮运动概述。

1.2 舞狮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1.3 竞技舞狮运动的规格与裁判法介绍。

重点：南、北狮的由来，北狮的竞赛动作要领。

难点：北狮运动的竞赛评分细则。

2.舞狮基本技术

2.1 舞狮运动的基本握法、步法

2.2 舞狮运动的基本技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狮头狮尾配合协调，连贯一致。

3.舞狮运动规定套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表现出北狮的彪悍、威武、和善良与灵巧，翻滚跳跃，首尾相引合，步法

整齐合一，双人配合默契。

四、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语言法、直观法、完整和分解法、预防和纠正动作法、解释教学

法等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

2.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模仿练习法、重复练习法、分组练习法、集体练习法、实践(比赛)

练习法、循环练习法进行基本理论、基本技术。

3.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观察、提问、抽查、测验教学比赛等评价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

果和效率等。

4.通过共同参与、学生自学任教、创新学习的形式创造开放性、参与性、实践性、创

造性的课堂环境。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综合成绩=平时成绩（30%）+技能成绩（70%）

技能考试方法：

舞龙规定套路（50%）、舞狮规定套路（50%）

（二）成绩评定标准

1. 平时成绩：满分 100 分。

①考勤及课堂纪律表现占 40%，迟到、早退一次扣 2分，请假一次扣 3 分，旷课一次

扣 5 分，累计缺课达 1/3 取消考试资格。②参与课堂教学情况占 40%，包括笔记、讨论、提

问及主动发言等。③作业占 20%。

2. 期末考核评价标准

（1）舞龙技术成绩共分五档，一档 90-100 分，二档 80-89 分，三档 70-79 分，四档

60-69 分，五档 0-59 分。每档分值，分别由动作规格、节奏、协调连贯程度等构成；每人

只有一次考试机会，第一次考试失败者进入补考环节，补考起评分 80 分（评分标准相同，

但变为 5 分一档）；龙头和龙尾队员，分别在队员平均分数的基础上各加 10 分和 5分。



（2）舞狮技术成绩共分五档，一档 90-100 分，二档 80-89 分，三档 70-79 分，四档

60-69 分，五档 0-59 分。每档分值，分别由动作规格、节奏、协调连贯程度等构成；每人

只有一次考试机会，第一次考试失败者进入补考环节，补考起评分 80 分（评分标准相同，

但变为 5 分一档）；引狮员在队员平均分数的基础上各加 10 分。

六、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段全伟著.舞狮运动教程.北京：北京体育出版社.2005

[2]雷军蓉主编.舞龙运动.北京体育出版社，2004

（二）主要参考书

[1] 国际舞龙舞狮运动总会审定.国际舞龙运动竞赛规则、裁判法.2002

[2] 张选惠.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执笔教师：闫 慧

审 核 人：常 青

2021 年 8 月



舞龙运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舞龙运动是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核心课程。舞龙运动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充满

独特民族风格的表演项目。本课程的开设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及团队协作，同时该运

动借助道具、配合鼓乐完成动作，来展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韵。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舞龙运动》是以基本技术、步型、握法身体姿态为主要学习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以及发扬其文化的爱国情怀。

2.提高学生的舞龙运动具有重要任务，让同学们了解舞龙运动特点和技术要求，了解舞

龙运动套路，得到全面提高，在了解舞龙运动学科知识的基础，大胆探求领域的研究。培养

舞龙运动的实践能力，为同学日后从事舞龙运动教学奠定基础。

3.全面发展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4.在舞龙运动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的结合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培

养学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和作风。

二、教学活动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舞龙文化和传统武术。使学生掌

握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通过对舞龙表演技巧的练习和感受，感悟舞龙

文化的内涵。并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我国传统思想与文化教育、武德教育，培养学生坚韧的

意志品质、顽强的拼搏精神、优越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文明守纪等优良品质。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明晰舞龙的发展脉络、掌握舞龙的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认同舞龙教学工

作的意义，领会体育学科言传身教的价值，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意志品质。（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 1-3，2-2）



课程目标 2：应用舞龙的基本技法，掌握舞龙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解决一系列专业

性问题。（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1-3，2-2）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舞龙教学语言技能、示范技能、组织技能等多项基本技能，能够

对教与学的情况进行积极反思并做出客观评价。（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1-3，2-2）

课程目标 4：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能够根据时代和传统体育运动要求，创编舞龙自选套

路促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养成终身体育学习和锻炼的习惯和能力。（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 1-3，2-2，3-2）

（二）思政目标

思政目标 1：吃苦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通过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恒久的舞龙技术、技

巧训练，培养学生毅力、耐力、信心和勇气，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顽强进取的品质，以及

踏实、严谨、科学的作风。

思政目标 2：文化自信的培育。舞龙文化中有很多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通过

学习这些作品，加强学生文化自信、中国自信，引导学生热爱传统、保护传统、传承传统。

思政目标 3：根植爱国主义情怀。通过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根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通过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编排等对全体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主题教育。

思政目标 4：遵守体育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塑造良好体育品格、发扬体育精神，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规则意识。引导学生遵守规则，文明礼貌，尊重他人，具有公平竞争的意识和

行为。

三、学习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学习内容：

1.舞龙运动概述、舞龙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1.1 舞龙运动概述。



1.2 舞龙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1.3 竞技舞龙运动的规格与裁判法介绍。

重点：舞龙运动的锻炼价值的体现。

难点：竞技舞龙运动的规格与裁判法。

2.舞龙基本技术

2.1 舞龙运动的基本握法、步法

2.2 舞龙运动的基本技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穿越和腾越时，龙形保持饱满，速度均匀，运动轨迹流畅穿腾动作轻松利索，不

碰踩龙体、不拖地、不停顿。

3.舞龙运动规定套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表现出舞龙的彪悍、威武、和善良与灵巧，翻滚跳跃，首尾相引合，步法整齐合

一，多人配合默契。

4.自编舞龙运动套路

重点：学习动作综合应用。

难点：自编动作的难度动作。

四、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语言法、直观法、完整和分解法、预防和纠正动作法、解释教学法

等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

2.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模仿练习法、重复练习法、分组练习法、集体练习法、实践(比赛)

练习法、循环练习法进行基本理论、基本技术。

3.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观察、提问、抽查、测验教学比赛等评价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

和效率等。

4.通过共同参与、学生自学任教、创新学习的形式创造开放性、参与性、实践性、创造

性的课堂环境。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综合成绩=平时成绩（30%）+技能成绩（70%）

技能考试方法：自编套路（50%）+规定套路（50%）

（二）成绩评定标准

1. 平时成绩：满分 100 分。



①考勤及课堂纪律表现占 40%，迟到、早退一次扣 2 分，请假一次扣 3 分，旷课一次扣

5分，累计缺课达 1/3 取消考试资格。②参与课堂教学情况占 40%，包括笔记、讨论、提问

及主动发言等。③作业占 20%。

2.期末考核评价标准

技术成绩共分五档，一档 90-100 分，二档 80-89 分，三档 70-79 分，四档 60-69 分，

五档 0-59 分。每档分值，分别由动作规格、节奏、协调连贯程度等构成；每人只有一次考

试机会，第一次考试失败者进入补考环节，补考起评分 80 分（评分标准相同，但变为 5分

一档）；龙头和龙尾队员，分别在队员平均分数的基础上各加 10 分和 5 分。

六、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雷军蓉著.舞龙运动教程.北京：北京体育出版社.2005

（二）主要参考书

[1]段全伟.舞龙运动.北京体育出版社.2004

[2]国际舞龙运动总会审定.国际舞龙运动竞赛规则、裁判法.2002

[3]张选惠.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执笔教师：刘双恩

审 核 人：郑治伟

2021 年 8 月



舞狮运动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舞狮运动是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核心课程。舞狮运动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充满

独特民族风格的表演项目。本课程的开设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及团队协作，同时该运

动借助道具、配合鼓乐完成动作，来展现中华民族的精气神韵。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舞狮运动》是以基本技术、步型、握法身体姿态为主要学习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以及发扬其文化的爱国情怀。

2.提高学生的舞狮运动具有重要任务，让同学们了解舞狮运动特点和技术要求，了解舞

狮运动套路，得到全面提高，在了解舞狮运动学科知识的基础，大胆探求领域的研究。培养

舞狮运动的实践能力，为同学日后从事舞狮运动教学奠定基础。

3.全面发展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4.在舞狮运动课程特点和学生实际的结合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树立民族自豪感，培

养学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优良品质和作风。

二、教学活动目标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舞狮文化和传统武术。使学生掌

握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基本功、基本动作。通过对舞狮表演技巧的练习和感受，感悟舞狮

文化的内涵。并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我国传统思想与文化教育、武德教育，培养学生坚韧的

意志品质、顽强的拼搏精神、优越的民族自豪感以及文明守纪等优良品质。

（一）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明晰舞狮的发展脉络、掌握舞狮的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认同舞狮教学工

作的意义，领会体育学科言传身教的价值，具有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意志品质。（支撑毕业

要求指标点 1-3）



课程目标 2：应用舞狮的基本技法，掌握舞狮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解决一系列专业

性问题。（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2-2）

课程目标 3：熟练掌握舞狮运动教学语言技能、示范技能、组织技能等多项基本技能，

能够对教与学的情况进行积极反思并做出客观评价。（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1-3、2-2、3-2）

课程目标 4：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能够根据时代和传统体育运动要求，创编舞狮自选套

路促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和专业发展意识，养成终身体育学习和锻炼的习惯和能力。（支撑

毕业要求指标点 2-2）

（二）思政目标

思政目标 1：吃苦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通过对学生进行科学的、恒久的舞狮技术、技

巧训练，培养学生毅力、耐力、信心和勇气，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顽强进取的品质，以及

踏实、严谨、科学的作风。

思政目标 2：文化自信的培育。舞狮文化中有很多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通过

学习这些作品，加强学生文化自信、中国自信，引导学生热爱传统、保护传统、传承传统。

思政目标 3：根植爱国主义情怀。通过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根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

怀，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通过运动会开幕式表演编排等对全体学生进行爱

国主义主题教育。

思政目标 4：遵守体育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塑造良好体育品格、发扬体育精神，增强

社会责任感和规则意识。引导学生遵守规则，文明礼貌，尊重他人，具有公平竞争的意识和

行为。

三、学习内容、学时分配及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学习内容：

1.舞狮概述、舞狮运动特点、锻炼价值及裁判法



1.1 舞狮运动概述。

1.2 舞狮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1.3 竞技舞狮运动的规格与裁判法介绍。

重点：南、北狮的由来，北狮的竞赛动作要领。

难点：北狮运动的竞赛评分细则。

2.舞狮基本技术

2.1 舞狮运动的基本握法、步法

2.2 舞狮运动的基本技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狮头狮尾配合协调，连贯一致。

3.舞狮运动规定套路

重点：动作准确，形象、逼真。

难点：表现出北狮的彪悍、威武、和善良与灵巧，翻滚跳跃，首尾相引合，步法整齐合

一，双人配合默契。

4.自编舞狮运动套路

重点：学习动作综合应用。

难点：自编动作的难度动作。

四、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在教学过程中采用语言法、直观法、完整和分解法、预防和纠正动作法、解释教学法

等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

2.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模仿练习法、重复练习法、分组练习法、集体练习法、实践(比赛)

练习法、循环练习法进行基本理论、基本技术。

3.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观察、提问、抽查、测验教学比赛等评价学生学习态度、学习效果

和效率等。

4.通过共同参与、学生自学任教、创新学习的形式创造开放性、参与性、实践性、创造

性的课堂环境。

五、考核方式

（一）考核方式

本课程综合成绩=平时成绩（30%）+技能成绩（70%）

技能考试方法：自编套路（50%）+规定套路（50%）

（二）成绩评定标准

1. 平时成绩：满分 100 分。



①考勤及课堂纪律表现占 40%，迟到、早退一次扣 2 分，请假一次扣 3 分，旷课一次扣

5分，累计缺课达 1/3 取消考试资格。②参与课堂教学情况占 40%，包括笔记、讨论、提问

及主动发言等。③作业占 20%。

2. 期末考核评价标准

技术成绩共分五档，一档 90-100 分，二档 80-89 分，三档 70-79 分，四档 60-69 分，

五档 0-59 分。每档分值，分别由动作规格、节奏、协调连贯程度等构成；每人只有一次考

试机会，第一次考试失败者进入补考环节，补考起评分 80 分（评分标准相同，但变为 5分

一档）；引狮员在队员平均分数的基础上各加 10 分。

六、推荐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推荐教材

[1]段全伟著.舞狮运动教程.北京：北京体育出版社.2005

（二）主要参考书目

[1]雷军蓉主编.舞龙运动.北京体育出版社.2004

[2]国际舞龙运动总会审定.国际舞龙运动竞赛规则、裁判法.2002

[3]张选惠.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执笔教师：闫 慧

审 核 人：郑治伟

2021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