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计划(优
质5篇)

当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想要
达到的结果，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计划。计划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清晰的方向，帮助我们更好地组织和管理时间、资源和任
务。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计划书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一

本学年二年级美术兴趣小组活动得以告终。本着贯彻国家教
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原则，使学生掌握知识技能，发展
智力，形成个性品德的目的，使我们的美术兴趣小组顺利开
放。其主要目标就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培养学生健康、
正确的审美观念，具有高尚的思想情操，成为全面发展的社
会人才。为了这目标的实现，我注重在每节课中培养学生全
面的美术素质，即培养他们感受美、理解美、鉴赏美和创造
美德能力，在表现美德行为过程中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实践
证明，孩子们喜欢这种活动方式，家长们满意这种教育方法。

本学期参加的.人数与上学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多，很多学生
是本学期刚刚报名参加，在以前并没有经过相应的培养训练，
只是凭着好奇心、兴趣来学，其基本功并没有得到锻炼。这
一部分学生与原有美术班学生相比有着一定的差距。为了能
做到让他们学到知识，又要满足其他学生，本学期我主要以
绘画为主。

兴趣班的活动时间为每周的星期一下午二节课后，4：30—5：
50分，在我校的美术教室进行授课与辅导。每次都有每次的
训练内容，针对学生的不同程度水平，我每次都进行高度的
认真备课，采取由简到繁，逐层深入，示范指导等教学方法
和手段，想方设法使学生的绘画水平得到更快的提高。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学生的作品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和广
泛赞誉。在市汉园碑林书画大赛和市绘画才艺大赛中兴趣班
的学生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虽然兴趣班已结束，可是孩子
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纷纷要求继续再上，看到孩子们热切
的眼神，我深深的感动着，下学期我将继续努力，使孩子快
乐的画，快乐的学！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二

兴趣小组活动是指在课堂教学以外的时间,对有相同兴趣和爱
好的学生结成的小组实施有指导的活动,。下面是有小学生舞
蹈兴趣小组活动总结，欢迎参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让孩子
从小就在音乐、舞蹈的熏陶中受到美的教育，对开发儿童智
力，培养孩子的高尚情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五
千年的文明史，舞蹈文化占有重要的位置。舞蹈教育自古以
来就被先人所重视。我使用的教材是上海师范大学编辑的
《古典芭蕾技术技巧教程》，这套教材是符合儿童、少年的
心理和生理特征。强调舞蹈训练的同时，对学生进行初步的
音乐知识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和对音乐的兴趣。并注
意融诗、歌、舞为一体，充分体现中国舞蹈具有的载歌载舞
特色。

学生通过舞蹈训练进步很快，肩、腿、腰的软度和韧带的柔
韧度在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对古典芭蕾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
识。学会了代维洛贝、丰迪、弗拉贝、帕塞、雷勒维等。学
生通过舞蹈兴趣班的学习，从不会跳舞到参加各种联谊活动
的舞蹈表演并获得家长和同行的好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参
加舞蹈兴趣班对他们受益非浅，对学生的气质、审美能力、
身心健康、培养音乐、舞蹈的兴趣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我们舞蹈队的学员还代表学校参加了镇舞蹈比赛，获得了不



错的好成绩。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对舞蹈的兴趣和学生的
模仿力和想象力以及他们的创造力。对舞蹈的方位、手型、
手臂位置、脚的位置等等这些基本的舞蹈知识，我都用趣味
性的练习让学生在玩乐中学到。有时我给一段音乐要学生自
己创编舞蹈动作，提高学生对学习舞蹈的积极性。

通过这一学期进行舞蹈训练，学生的舞蹈知识和动作的协调
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工作中，我们还有不足的地
方，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和文化修养以及舞蹈知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人们普遍的认识到，让孩子
从小就在音乐、舞蹈的熏陶中受到美的教育，对开发儿童智
力，培养孩子的高尚情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五
千年的文明史，舞蹈文化占有重要的位置。舞蹈教育自古以
来就被先人所重视。我使用的教材是上海师范大学编辑的
《古典芭蕾技术技巧教程》，这套教材是符合儿童、少年的
心理和生理特征。强调舞蹈训练的同时，对学生进行初步的
音乐知识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音乐感和对音乐的兴趣。并注
意融诗、歌、舞为一体，充分体现中国舞蹈具有的载歌载舞
特色。

学生通过舞蹈训练进步很快，肩、腿、腰的软度和韧带的柔
韧度在不同程度的提高，并对古典芭蕾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
识。学会了代维洛贝、丰迪、弗拉贝、帕塞、雷勒维等。学
生通过舞蹈兴趣班的学习，从不会跳舞到参加各种联谊活动
的舞蹈表演并获得家长和同行的好评。学生和家长都认为参
加舞蹈兴趣班对他们受益非浅，对学生的气质、审美能力、
身心健康、培养音乐、舞蹈的兴趣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我们舞蹈队的学员还代表学校参加了镇舞蹈比赛，获得了不
错的好成绩。我们特别注重培养学生对舞蹈的兴趣和学生的
模仿力和想象力以及他们的创造力。对舞蹈的方位、手型、
手臂位置、脚的位置等等这些基本的舞蹈知识，我都用趣味
性的练习让学生在玩乐中学到。有时我给一段音乐要学生自



己创编舞蹈动作，提高学生对学习舞蹈的积极性。

通过这一学期进行舞蹈训练，学生的舞蹈知识和动作的协调
性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工作中，我们还有不足的地
方，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水平和文化修养以及舞蹈知识。

课外活动是我校地一面旗帜，对于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
一生受益。根据需要本学期我担任学校的舞蹈队的训练工作，
每周五的下午进行训练。在班主任的配合下，我在三、四年
级选了16名老的队员，为了培养新的舞蹈学苗，我又在一、
二、三年级选了14名新队员。为了让舞蹈队的孩子能够学到
更多、更新的知识，我放弃个人休息时间，每天下班回家，
我都对自己进行舞蹈基本功练习，然后在进行舞蹈的编排。

(一)、丰富了学生认知经验、欣赏民族舞蹈，激发学习愿望。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在民族舞蹈中，我首先结合认知内容向
幼儿介绍有关少数民族的知识，帮助幼儿了解少数民族服装、
生活习惯、民俗民风，增强他们的感性知识，知道蒙古、维
吾尔、苗族人民能歌善舞。其次要常带领同学们观看少儿、
成人的民族舞蹈录象，了解民族舞蹈的动作特点，丰富舞蹈
语汇。汉族舞蹈常用转手巾花、扇表现欢庆丰收的心情。在
观看过程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模仿练习，教师要及时鼓励、
支持，并常常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机会跳上一段供他们欣
赏，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愿望。

(二)、学习基本舞步和动作，引导学生按规律组合工作，发
展学生的创造性。

回到舞蹈课堂上，首先，我对学生进行舞蹈基本功的训练，
如：擦地练习、身体各部位活动、基本舞步等。接着，我有
对学生进行了民族舞蹈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汉族民间舞的风
格和特点。又进行了汉族舞蹈基本手位和脚位的练习。秧歌
基本舞步的训练。经过学习，我排练了舞蹈《小背篓》，



《榴花似火》，《小白船》。

可以说我的每节课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孩子，孩子们在我的
课堂上学到的舞蹈不会是过时的，我也不是在吃自己的老底
儿，而是把新鲜的果实摘给孩子们，让活力和激情在舞蹈的
课堂上涌动。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由衷的高兴。

本学期我担任学校的舞蹈兴趣小组的训练。舞蹈是学校艺术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通过感人肺腑的音乐、富有诗
意的构思、优美娇健的造型，形象逼真的道具，使学生从中
扩大视野、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活跃身心、锻炼意志、增
强才干，从而造就人才。课外活动是我校地一面旗帜，对于
这方面受益的学生可以说一生受益。根据需要本学期我担任
学校的舞蹈队的训练工作，每周四的下午进行训练。在班主
任的配合下，我在三、四、五、六年级选了30名队员。为了
让舞蹈队的孩子能够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我放弃个人休
息时间，每天下班回家，我都对自己进行舞蹈基本功练习，
然后在进行舞蹈的编排。现将本学期工作作如下总结：

一、主要成绩

1、通过舞蹈基础训练，激发学生学习舞蹈的兴趣，培养良好
的形体习惯。

2、引导学生进一步体验音乐、感受音乐的美感，激发学生通
过舞蹈表现音乐情感的欲望。

3、培养学生良好的舞蹈习惯和舞蹈技巧，发展他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能力。

5、为了迎接县教育局组织的“童心向党”文艺汇演，校舞蹈
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认真编排了具有本地方特色的民族舞
蹈，并在此次活动中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为校园舞蹈队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给自己和学生树立了很大的信心。



二、存在问题

1、家长的对舞蹈的认识还不够深刻。

2、学生参与舞蹈训练的积极性还不够高。

3、训练时间上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保障。

4、大部分学生的基础很差，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对于排练成
品节目有很大的难度。

可以说我的每节课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孩子，孩子们在我的
课堂上学到的舞蹈不会是过时的，我也不是在吃自己的老底
儿，而是把新鲜的果实摘给孩子们，让活力和激情在舞蹈的
课堂上涌动。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由衷的高兴!

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三

本着发展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的个人技艺、提高
学生的个人能力的宗旨，我们认真组织好每周两次的硬书书
法兴趣小组教学，在指导训练时，我们注意到：

一、精选内容

这学期的硬笔书法的字帖，我们选择了教育局下发的《钢笔
精品字贴》，内容从基本笔法到偏旁部首，再到小学生必背
的一些古诗，循序渐进，而在田字格里书写的楷字，在配上
要点解读，非常适合我们低年级学生的学习。

二、教给方法

在书法教学中教给学生正确的执笔运笔姿势，执笔轻重的调
控，书写坐姿、站姿等要领；教给正确的读帖方法和临帖方
法，如看笔迹，悟其运笔过程，看结体悟其组合规律，临帖时



“字数宜少、遍数宜多”等；要求学生注意写字卫生。如桌
凳、光线、写字姿势等，通过严格的学习训练，使学生不但
可以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还可以培养雅度气质。

三、加强训练

汉字书写，落笔的轻重，结构的疏密，运行的缓急，气势的
强弱，均有章法可循，训练小学生遵守汉字书写规律，便
是“有纪律”。书写内容为课内外文章、诗词、对联或名言、
警句之类，一词一语、一章一节，流泻笔端，铭刻心版，便是
“有文化”。要求学生书写时学谁像谁，越像越好，这也是
培养学生虚心、诚恳、一丝不苟的品德。

为发展学生的书写水平，发扬学生的个性特长，对学生进行
中华传统艺术的熏陶，培养学生对艺术的了解和热爱，学校
特组织了每星期一节课的书法兴趣小组活动。本学期有16位
爱好书法的二年级小朋友加入了书法兴趣小组，他们中有的
是有一定基础的小小书法家，有的虽是第一次拿起毛笔，但
对书法却有着浓厚的兴趣。通过一个学期的勤学苦练，小朋
友们有了不少收获，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了解书法，培养浓厚兴趣。

毛笔书法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精髓。在其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中，留下了了不计其数
的艺术精品，也涌现出一大批名传千古的名家巨匠。开始几
节课，我们没有马上进入书写，而是讲讲书法名家的故事。
比如从王羲之每天临池学书，清水池变成墨池，柳公权发奋
练字的故事中，让他们学到了勤奋必有所成；岳飞在沙上练
字的故事，使他们学到了自强不息，王羲之为老妇书扇乐于
助人……通过古人有关习字故事，激发了对书法的浓厚兴趣。

二、欣赏书法，提高审美情趣。



要写好字，首先要会欣赏。因此接下来几节课通过展示不同
历史时期名流大家的书法作品，使学生形成直观的认识。如
先秦书法的稚朴古雅，魏晋书法的奇逸开张，唐楷书法的法
度森严，明清书法的个性张扬，直到现代书法的异彩纷呈。
从甲骨文的瘦削到金文的凝重，从大篆的随意到小篆的规正，
从隶书的'柔美到楷书的严谨，从行书的灵动到草书的狂放等
等，都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材料，因而，通过对优
秀书法作品的学习、观赏和评点，既可以丰富学生的美感，
培养学生的审美和鉴赏能力，还可以在书法实践中产生审美
体验，受到审美教育。

三、实践书法，掌握书写技能。

在经过了前面几节课的铺垫后，我们正式进入书法学习，从
最基本的“五指”执笔法和汉字的基本笔画开始。小朋友在
练写毛笔时强调每一个笔画要注意“起笔、行笔、（顿笔）、
收笔”及逆锋、顺锋起笔，回锋、出锋收笔等，而且教学生把
“永”字八法的笔顺当做重点来加以临摹。几节课下来掌握
了毛笔基本笔画的书写方法，部分孩子已写得相当到位。

学习书法对学生来说还是一种培养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养成教
育。所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创造性
地开展工作，争取把我们学校的书法兴趣小组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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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四

课外体育兴趣小组，在于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爱好、增
长知识、提高技能、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
身体素质，为今后学习及培养体育人才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为了给爱好体育的同学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现将本学期体
育小组的活动安排制定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体育兴趣小组的活动，进一步了解体育的基本知识，提
高学生的运动水平及运动技能，使学生的身体得到更好的发
展。

二、活动要求：

1、每周二下午第三节课后进行活动，小组成员必须准时到达
操场集中。

2、体育小组成员应严格遵守纪律，在体育室不准大声喧哗，
在操场不准做与体育学习无关的事，应听从体育教师的'安排，
保证体育过程中的安全。

3、爱护体育教室内的设施和用品。

4、努力学习，致力于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培养
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

三、活动内容：

1、使学生了解一些简单的体育常识知识，（体育项目、体育
设施、基本的使用方法、尝试各种田径运动项目。）。



2、以集体训练为主，以个人练习为辅，以培养技能为主进行
教学。

3、给学生自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

4、进行体育游戏，培养体育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

5、进行体育竞赛，训练学生的运动能力和协作能力。

四、采取的措施：

1、体育教师要认真负责，把它看成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使小组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

2、做好组织工作。在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的基础上，要挑选各
班有一定体育基础、成绩较好的学生参加。要选出身体素质
较高、成绩也好的学生担任组长。兴趣小组要在教师的指导
下充分发挥学生的骨干力量。

3、安排好活动时间和活动地点。根据学校的统一安排，一般
情况下每周组织两次，要坚持课余活动的原则。

4、订立必要制度，抓好思想工作。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学习
制度，准时参加体育活动。明确学习目的，培养勤奋好学，
积极进取的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学期结束时，要
举办全校性的体育竞赛，检验学生的训练成果。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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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舞蹈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五

一、提高认识，重视语文课文教学中的写作指导，改进阅读
教学。

（一）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课改后，有些教师依然按着成规老套的做法，讲授课文时，
都是为了教而教，学生学一篇课文无非就是学识字——分段，
理解内容——归纳中心思想。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很
独立、单调、没有恰如其分地渗入写作指导，如何在课文教
学中一环扣一环地，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紧密与
写作指导训练相结合。引导学生逐段逐段地体会，作者怎样
有条理地有顺序叙述事物。又是如何把所要描述的事物写得
栩栩如生，具体、形象怎样用心思，怎样有条理地表达出中
心思想，这样让学生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到他们
自己作文的时候，所谓熟门熟路，对于各类作文时，也比较
容易自如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说要加强课文教学和写作指
导相结合。在此过程中着重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二）改进课文中阅读教学，培养学生自学课文中的写作方
法。

指导学生把握好课文中作者的写作思路，如何遣词造句来描
写事物。要在课文教学中，加强阅读，培养自学写作方法的
能力，关键在于教师教学思想的转变。尊重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教师要教育、引导学生，使他们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
挥，循序渐进指导学生掌握好写作方法。



二、阅读教学渗入写作指导

每一篇课文，都是一篇很好的范文佳作。而且每一单元训练
的作文，体裁内容写作，又是相似的，注意这些佳作对学生
进行每一单元的课文指导，可以说是“取之有道、受益非
浅”，既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又渗入写作指导，可以说是
双管其下。

（一）课文教学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写作顺序，是有序地进
行习作的前提条件。

（二）根据课文内容，就地取材培养学生有重点地抓住事物
进行观察。

（三）根据阅读课文，指导学生如何把事物写具体、写生动。

（1）适当的发挥联想，在仔细观察颜色、形状、大小、结构
时适当地发挥联想，可以使叙述和描写生动具体，使读者对
事物的特点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例如：苏教版《燕子》，
一身乌黑光亮的羽毛，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
尾巴，这就是活泼机灵的小燕子。……还有几只横掠过湖面，
剪尾或翼尖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
开去。……几对小燕子飞倦了，落在电线上休息。在蓝天的
映衬下，电线杆之间连着的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哇。例
如：《荷花》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
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
缝。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2）把感人的地方写出来。例如：《微笑着承受一切》中，
描写桑兰惊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桑兰进行两小时的康复
治疗，从手部一直推拿到胸部。桑兰总是一边忍着剧痛配合
医生，一边轻轻哼着自由体操的乐曲。

（3）注意心理描写，使文章内容真实具体。



心理描写就是写人物的内心想法，成功的心理描写能生动深
刻的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更好地提示人物的思想变化，
性格特点，使人物形象更加丰富，更具体有立体感，也更有
感染力，同时也有深化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

三、重视阅读中的诵读——背诵积文句，解读品味语言，感
悟写作灵感。

记叙文、议论文、散文、诗歌、新闻、童话等，课本上的所
有的现代文都应该诵读，以此来感受记叙文事件的曲折，议
论文的严谨，散文的优美，诗歌的激昂，新闻的庄重，童话
的神秘。记得吉林省教育学院的张翼健说过“朗读不仅是感
受、理解课文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美感与气质的熏陶”。朗
读是一种嘴、眼、耳、心的综合性活动，能够帮助学生理解
语言的逻辑性、条理性、生动性，使读者整个身心融于作者
创造的美好意境中。

四、培养学生写读书笔记，学会仿写、扩写和缩写，续写。

读书笔记是学生的练笔过程、思维过程，也是学生生活素材
积累、词语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阅读之后，让学生或就着
作品蕴含的思想内容联系生活实际写读后感，或摘录好词好
句，或体会文章写法。写好后，定时对学生的阅读笔记进行
检查，将几篇写得较好的笔记当众读给大家听，让大家有个
学习的榜样，也是对写得好的学生的一种鼓励。在教室的学
习园地中每周贴几篇好的笔记，让学生看，被选中的学生受
到鼓励，其他学生受到启发。这样读写结合，学生逐步养成
了写读后笔记的习惯，作文能力也不断提高。仿写，一篇文
章或一段话，我们可以抓住句式表达、段落构成、开头结尾、
过渡照应、抒情联想、描写议论等这几个点进行分项仿写。
这样，便把读与写有机结合起来了，达到了篇与篇读写迁移
的目的。

扩写和缩写，对于那些比较简短的文章，扩写既能加深学生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又能培养学生的想像能力和思维能力。
缩写，在不改变原文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基本结构，顺
序和体裁，对长文章压缩，使之成为短篇短段。

续写，在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写出的结果既符合情节的发展，
又融入了自己的想像，给文章添上了一个较圆满的结局。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课文无非是例子。因而教学中就要引导
学生体味悟得作者命题立意的观点，选材布局的方法，表情
达意的语言。让学生既要了解课文写了什么，还要了解作者
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写。在这个过程中，师生应该重
视语文教材的示范作用，教材本身就可以告诉学生作文的道
理和方法。学生可以带着表达的需要去阅读，去理解课文作
者的表达意图，写作技巧，反复吟咏体味，并用它来指导自
己的写作，进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