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级体育教学计划与教案 三年级体育教学
计划(优质5篇)

计划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个人生活还
是工作领域。优秀的计划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
写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计划书范文，方便大家学
习。

级体育教学计划与教案篇一

1．指导思想

在《新课程标准》中，明确地规定了小学体育的目的：“通
过体育教学，向学生进行体育卫生保健教育，增进学生健康，
增进体质，促进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的素
质奠定基础。

2．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上体育课和锻炼身体的好处，知道一些保护
身体健康的简单常识和方法。

（2）进一步学会一些基本运动，游戏，韵律活动和舞蹈的方
法发展身体素质和基本活动能力。

（3）体验参加体育活动的乐趣，遵守纪律，与同学团结合作

3．新课程体育教学具有“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学校体育
是以“增强体质为中心”，比较忽视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这
两个健康维度，而新课程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以促进学
生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目标，
健康不仅是没有病或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
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而体育与健康新课程的全面实施将加



快学校向“健康育人”的终身体育观念转变的步伐，明确指
出了“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着眼于普遍提高全体学生的
体质水平、促进身心的和谐发展与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完善以“动”为主的课程体系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适应
社会能力“三维健康”的课程目标指向，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更好的推动素质教育在学校全面实施。

4．主体地位真正确立，被动学习方式逐渐减少。在体育教学
中，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已不是现代教学的模式，学生
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方式更受重视，因而教师
要摒弃就教而教的观念，使学生由被动的、静态的学习；转
变到主动的、动态的学习，发扬学习的主动精神、自主意识，
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把学生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学生
的主体作用才能得以发挥。而学生的主体意识经常会处于不
稳定阶段，有的学生由于缺少学习体育的良策及刻苦精神，
往往屡遭挫折，使自已的情绪低落，进取心减弱，甚至自暴
自弃，不想学习，这时教师应努力从“教”的角度去唤起，
比如说可以教材简单化、细微化，增强学生“学”的意识，
使学生由潜在的发展主体转变为现实的发展主体，教师应总
结教学经验，让学生知晓体育学习的目标，并制定适于学生
各种特点的学习策略，鼓励学生自觉克服困难、主动参与锻
炼，在练习中发现自己的潜能，产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使自己成为体育教学的主体。当然，体育教学中教师的教，
学生被动的学并不是不行的，而应是传授式的教学方式在减
少，即使存在被动的学习也是为将来更主动学习。

1．学生通过两年的上课基本了解上课的要求，学习习惯正在
逐步养成。根据学生生理特点来看，灵敏和柔韧性是这段时
期重点发展的项目，同时有必要辅助速度练习。

2．三年级的测试项目是身高体重和坐位体前屈，这就要求在
课堂上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侧重学生的柔韧练习。

3．根据前一学期学生的情况来看，学生的柔韧成绩还可以，



学生的体形练习需要进一步提高。同时为更好的服务于四年
级，要多做些速度练习。

1．根据教学任务，提前准备和布置好场地、器材、及教学用
具。

2．在教学中，加强与重视“三基教学”同时要注意对学生能
力的培养，努力完成体育三个方面的任务。

3．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运用，要从增强学生体质出发，根
据青少年的心理生理特点及学生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安排好、
密度和运动量。

级体育教学计划与教案篇二

今年我校三年级共有学生__人，本人承担体育教学任务，上
任了解到，大多数学生身体健康，无运动技能障碍，学生组
织纪律性较强、但情绪变化较大，上课喜欢玩，运动能力有
一定发展，想象创造力丰富，学习兴趣易激发。但运动系统
发育不成熟，肌肉力量和协调性较差，应该努力培养学生主
动进取的态度，掌握好学习方法，把握学习规律，让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去探讨，去理解，去发现。去创造。将学生身心
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合理的运动实践，在不断克服困难体验
运动乐趣；提高运动技能，培养健康和愉快生活的态度，通
过从事适宜的运动，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增强体质，培养
学生坚强的意志。

二、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体育与健康教育”新课标，把“生活教育”的理
念渗入到新课程中。坚持“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指导
思想，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培
养他们终身体育的意识。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关注个体差异与不



同需求，确保每一位同学受益。

三、教学目标

1、教学队列，队形基本走、跑、武术基本动作为主的练习。

4、速度力量练习和耐力练习的课（跳跃性、耐力性的反复练
习）来改善肌肉的协调性和力量的发挥。

5、并采用小重量和不负重量的方式，通过协性（结合游戏）
练习和提高动作速度的练习来提高速度力量。

（一）教学重点

1、教学队列，队形，走、跑、投、课堂常规。

2、掌握基本体操、武术基本动作、快速跑、耐力跑、立定跳
远、身体素质训练、直线运球比赛等。

（二）教学难点：

1、力量练习、耐力练习、协调性练习。

2、正确姿势、规范动作的自我体现。

四、教材分析

小学三年级体育教材以实践教材为主。根据学生的能力以及
学校的实际条件，体育教材主要选择田径（跑、跳、投），
体操、游戏、篮球等基础项目，以便使学生跑、跳、投的基
本技术得到提高；并挖掘生活中的实用技能与武术基本功的
练习。

1、从儿童需要出发，不受运动技术系统的制约。即以学生为
主，进行游戏和发展基本活动能力为主的锻炼活动。



2、教材内容儿童化，生活化，更好地贴近学生生活，学生实
际，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如模仿兔跳，蛙跳等，的采纳游戏
教学。

3、整本教材以发展学生基本素质，即跑、跳、投、爬的能力
为宗旨，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他们的灵敏、反应、协调能
力。

4、借助很多游戏让学生感受到集体和个人的区别，能与同伴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及集体荣誉感。

五、教学措施

1、正确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进行教学。

2、备好每一堂课，营造一个宽松生动的课堂气氛来；在课
前“场地备课”和课后进认真反思。

3、采取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如分组教学（异质分组、随
机分组男女分组等），分段教学等。

4、在课间多展开授课内容、动作评比、竞赛，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在竞争的气氛中更好的掌握动作技巧，培养集体荣誉
感。

5、积极培养体育骨干，的注重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突出他
们的主体地位。

6、将游戏贯穿于整个课堂中，并尽量做到与学生玩在一起，
在娱乐同时到知识，加强与集体观念教学。



级体育教学计划与教案篇三

新的课程锐意改革，全面地贯彻教育方针和素质教育的.目标。
体育教师作为体育课堂教学的主要实施者，就时刻将增进学
生健康贯穿于课堂实施的全过程，要关注五个学习领域目标
的达成，有目的，有计划，有侧重地灵活实施，始终确
保“健康第一”思想落到实处，使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二、教材分析

依据《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结合本地区、本学校与学生
的实际情况，以及场地设备条件，选择确定学年教学内容和
各项教材的时数比例。确定教学内容时数比例必须要符合健
身性、实践性、兴趣性、灵活性和综合性原则。

本册教材体育保健常识10时数，走和跑共10时数，跳跃5时数，
投掷6时数，滚翻与平衡5时数，小球类6时数，基本体操4时
数，乡土体育5时数，选学内容12时数。

三、德育要求

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小抓起，打好基础，并培养学生吃苦耐
劳，顽强拼搏的精神，在体育课中渗透团结协作、互相帮助
的优良品质。以发展全体学生身体基本活动能力和身体素质、
增强体质作为出发点，逐步改变以群众体育为主的教学思想，
确立以发展人体基本活动能力为主的教学体系。

四、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身体发展特征：三年级学生在动作的协调性方面，骨骼肌有
了一定的发展，因而运动感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简单
的动作有所控制，动作的精确性、灵巧性进一步增强。

心理发展特征：能够比较概括地、灵活地掌握左右概念。在



老师的帮助下，逐渐学会比较、分析、观察事物的特点，发
现各部分的关系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社会交往的特征：学生与同伴交往的时机更多，交往形式开
始变得较为复杂，在与同伴交往中传递信息的技能进一步增
强，学生更善于协调与其他同学的活动，越来越关注同龄群
体的评价、赞同和指导。

五、改进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1、重视教学内容的选择、搭配及方法的更新，提高学生的运
动兴趣。

2、在课前布置预习内容，准备好下一节课的器材，尤其是自
制器材，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从教与学两方面及时取得反馈信息，以改进教学质量，促
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4、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根据差异性确定学习的
目标和评价方法。

六、教学目标

1、运动参与学习领域：乐于学习和展示简单的运动动作，向
同伴展示学会的简单运动动作，向家人展示学会的运动动作。

2、运动技能学习领域：说出所做的简单运动动作的术语。会
做简单的组合动作。做出多项球类运动的简单组合动作。做
出体操的简单组合动作。做出武术的简单动作。

3、身体健康学习领域：知道如何在运动中避免危险。基本保
持正确的身体姿势。发展灵敏和平衡能力。描述身体特征。

4、心理健康学习领域：体验体育活动中的心理感受。观察并



说出同伴在体育活动中的情绪表现，在一定的困难条件下进
行体育活动。

5、社会适应学习领域：体验并说出个人在参加团队游戏时的
感受。知道在集体性体育活动中如何与他人合作。与他人完
成体育活动任务。

级体育教学计划与教案篇四

一、学生情况分析：

今年我校三年级共有两个班，每班30余人，本人承担两个班
的体育教学任务，从上任教师了解到，大多数学生身体健康，
无运动技能障碍，学生组织纪律性较强、但情绪变化较大，
上课喜欢玩，运动能力有一定发展，想象创造力丰富，学习
兴趣易激发。但运动系统发育不成熟，肌肉力量和协调性较
差，应该努力培养学生主动进取的态度，掌握好学习方法，
把握学习规律，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去探讨，去理解，去发
现。去创造。将学生身心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合理的运动实
践，在不断克服困难体验运动乐趣;提高运动技能，培养健康
和愉快生活的态度，通过从事适宜的运动，了解自己的身体
变化，增强体质，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

二、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体育与健康教育”新课标，把“生活教育”的理
念渗入到新课程中。坚持“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指导
思想，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培
养他们终身体育的意识。在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关注个体差异与不同
需求，确保每一位同学受益。

三、教学目标：



1.教学队列，队形基本走、跑、武术基本动作为主的练习。

4.以速度力量练习和耐力练习的课(跳跃性、耐力性的反复练
习)来改善肌肉的协调性和力量的发挥。

5.并采用小重量和不负重量的方式，通过协性(结合游戏)练
习和提高动作速度的练习来提高速度力量。

(一)、教学重点：

1.教学队列，队形，走、跑、投、课堂常规。

2.掌握基本体操、武术基本动作、快速跑、耐力跑、立定跳
远、身体素质训练、直线运球比赛等。

(二)、教学难点:

1.力量练习、耐力练习、协调性练习。

2.正确姿势、规范动作的自我体现。

四、教材分析：

小学三年级体育教材以实践教材为主。根据学生的能力以及
学校的实际条件，体育教材主要选择田径(跑、跳、投)，体
操、游戏、篮球等基础项目，以便使学生跑、跳、投的基本
技术得到提高;并挖掘生活中的实用技能与武术基本功的练习。

1、从儿童需要出发，不受运动技术系统的制约。即以学生为
主，进行游戏和发展基本活动能力为主的锻炼活动。

2、教材内容儿童化，生活化，更好地贴近学生生活，学生实
际，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如模仿兔跳，蛙跳等，更多的采纳
游戏教学。



3、整本教材以发展学生基本素质，即跑、跳、投、爬的能力
为宗旨，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提高他们的灵敏、反应、协调能
力。

4、借助很多游戏让学生感受到集体和个人的区别，能与同伴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及集体荣誉感。

五、教学措施

1、正确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进行教学。

2、备好每一堂课，营造一个宽松生动的课堂气氛来;在课
前“场地备课”和课后进认真反思。

级体育教学计划与教案篇五

(一)生理发育的特点：

1、三年级学生一般为8—9岁，属于人体发育的童年时期，总
的说来，身体发育处于相对平稳阶段，身高、坐高、体重、
胸围、肩宽、骨盆宽等指标男生均自9—10岁开始突增，女生
均自8---9岁开始突增，女生均早于男生。

2、三年级学生安静时脉搏均值比二年级相对减少;女生血压
指标10岁时增长迅速;肺活量均值男女生都有递增但差异不大，
男生稍大于女生。

3、三年级学生身体素质指标均有提高，50米、立定跳远和50
米乘8往返跑男生优于女生，差异较明显;立位体前屈女生优
于男生且差异明显;速度、腰腹力量、柔韧、速度耐力素质指
标为三年级学生的敏感期，既关键发展时期。

4、三年级学生骨骼成分中胶质较多，钙质较少，可塑性较大，



富弹性，坚固性较差，不易骨折，且容易弯曲变形、脱臼和
损伤，因此，要特别注意身体姿势的培养。

5、三年级学生肌肉中含水率较高，肌肉细长而且柔嫩，因此，
要多安排中、小强度的练习活动，不易安排静力性或爆发性
练习。

6、三年级学生的心脏容积和血管容积之比小于高年级，因此，
不易进行过分剧烈或耐久性过大的练习活动。

7、三年级学生神经系统发展较快，兴奋和抑制的机能有所增
强，学生每日平均需睡眠的时间为10小时左右，清醒时间增
多，控制和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提高较明显。

(二)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

1、三年级学生感知觉的无意性和情绪性比较明显。身体练习
时容易被新颖的.内容所吸引，经常忘记练习的主要目的。兴
趣十分广泛，几乎那项体育活动都喜欢，感知动作的要领比
较笼统，容易把相近的动作混淆起来，时间和空间感较差。

2、三年级学生注意不够稳定，不易持久，有意注意虽有发展，
但还很不完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较差，交换练习的时间应
控制在20分钟内。

3、三年级学生无意记忆还占相当优势，因此，讲解不宜过长，
叙述动作要领和练习方法要提纲挈领。

4、三年级学生的情感容易外露，自制力较差，愿意依靠老师，
由老师来评价动作好坏和裁判胜负。

5、男女生在一起活动不受性别的限制，集体意识开始形成，
其兴趣由个人活动逐渐转至集体而有组织的活动。特别愿意
选择合得来的同学，结成一组练习。



6、自我评价意识开始形成，担心自己体育成绩不佳、担心自
己在练习中影响集体。开始能分辨同学中体育能力的高低及
学习态度的好坏。愿意听表扬，但被批评后的情绪很容易恢
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