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花样跳绳教案设计 小学跳绳兴趣小
组活动计划(大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小学花样跳绳教案设计篇一

1、培养学生探究性和不断钻研的学习习惯。发展学生的兴趣
爱好与特长。

2、培养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使学生对失败有承受力，有顽
强拼搏精神。

3、使学生初步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建立科学的信念，培
养创新意识。

4、通过各种科学探究活动，学习和运用科学的客观标准和准
则，学会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完成
任务的能力;社交活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工作能力;搜
集和处理资料的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5、通过小实验和各种研究活动，掌握科学观察的方法，培养
解决实际问题、动手实践的能力。初步学会科学实验的方法，
具有一定的实验能力。

科技兴趣小组主要以"专题讲座"、"观看科教片"、"科技小发
明"、"科技小论文"和"科技实践"等方式开展活动。每次活动
后填写"兴趣小组活动记录表"。

科技兴趣小组的活动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大休息。



科技兴趣小组的主要活动地点为：学校科学实验室、操场等。

辅导内容安排：

第一阶段专题讲座及观看科教片

组织学生参加理论教育讲座和观看科教片，通过讲解相关科
技知识及历年获奖作品创意。观看别人的科技作品，提高自
己的科学技能，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为即将进
行的科技活动指明方向。指导撰写科技小论文等。

第二阶段科技制作(趣味制作

通过制作和展示各种小发明，培养学生的识图能力和各种工
具的使用技巧，提高动手能力。

第三阶段面向生活——家庭科技实践活动

改造我们生活、生产、学习常用的工具，目的是使我们用起
来更方便、快捷。使学生能应用知识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
问题。参与家庭种植、养植活动。

第四阶段科技实践——小发明(创新设计制作

自己设计并制作作品上交，并附写创意说明书。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意识，帮助学生实现可行性高的一些创造。

小学科技兴趣小组

小学花样跳绳教案设计篇二

书如其人，自古以来人们就注重书写习惯的培养。良好的书
写习惯，能体现一个人做事做人的态度，留给他人一个好的
映像。



一：指导思想

1.中国书法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但有着鲜明的艺术性和
广泛的实用性，而且自身还蕴藏着丰富的德育因素。

2.提高写字教学质量，完善学生的艺术个性。随着新课程标
准改革实验的不断深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人
们对写字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写字教学有利于引导绝大
多数学生对写字、书法的兴趣;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
具有基本规范的写字技能;有利于促进其他学科质量的提高。
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教师要特别关注认真书写态度和良好写
字习惯的培养，注意学生对基本笔画、汉字基本结构的把握，
重视书写的正确、端正、整洁;对高年级的书写评价，既要关
注其书写规范和流利程度，也要尊重他们的个性化审美情趣。

二、活动目标

1.在书法活动中，使他们养成良好规范的书写姿势和执笔姿
势。

2.指导学生写出一笔漂亮的字，对其学习以及将来的工作、
社会交际起到深远的影响。

3.通过书法练习，培养学生认真负责、专心致志、持之以恒
的精神。

4.让学生直接接触书法，接触中国文化艺术之美，传承祖国
传统文化。

三、活动实践

1.上好每周一节的写字课，从指导笔画笔顺入手、字的间架
结构细处入手，做好写字指导。



2.鼓励学有余力在自愿的基础上购买一本随堂钢笔字贴，利
用写字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描写练习。

3.利用《习字册》书本，强化仿写练习。

4.采取自主和协调的方法，建立写字活动小组，有计划、有
落实，完成写字活动的具体目标。

5.在组与组之间，开展每月一次的书法比赛，对做的好的小
组给予表彰奖励，对做的差的小组提出改进意见，教师跟踪
指导评价。

6.利用放星期时段，将学生的优作张贴展览，让他们拥有成
就感，激发学生写字练字的积极性。

7.指导教师做好活动总结，将活动的过程进行记录、整理，
完善活动的文本资料档案管理。

8.活动成果以手抄报，优秀习作，硬笔书法等形式在艺术节
中展出。

三、具体活动安排

第1--2周 钢笔书法及其基础知识

第3--4周 笔画书写——横、竖、撇、捺的写法

第5--7周 笔画书写—--点、钩、折、提的写法

第7--10周 笔画书写——-横撇、撇点的写法

第11--14周 笔画书写——常用偏旁部首的写法

第15周 临摹书写



第16周 仿写例字

第17周 书写比赛

今后的努力方向：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不足，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工作能够
得到更快的完善，得到更好的发展。今后我们将继续通过规
范的教学活动和丰富的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
学水平，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促使他
们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同时营造出浓厚
的文化艺术氛围。

小学花样跳绳教案设计篇三

声乐是音乐艺术中最容易为儿童喜爱、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
通过对声乐训练，能使每一个孩子都拥有百灵鸟一样美妙动
听的歌喉。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只快乐的小鸟，他们带着颗颗
童心，对歌唱无不充满着美好的向往，对学好这门艺术也无
不充满着坚定的信心。而兴趣则是学习的基本动力，是学生
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
声乐教学不只是让小学生学会几首歌曲，单纯地解决一些声
音技巧问题;而是培养小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所学知识技巧运用到实践中去。

二、活动目标

1、掌握基本呼吸及基本歌唱状态，能演唱初级声乐乐曲。

2、培养良好的音乐感觉，能试唱二分、四分、八分的节奏。

3、让孩子们在歌声中陶冶情操，启迪聪明智慧，丰富精神生
活。



三、活动要求

1、营造宽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在少儿声乐教学中，我们一开始就要考虑到孩子们的年龄特
点，理解孩子的思想，采用人性化的教学，努力创造宽松愉
快的氛围，此时此刻，教师的一言一行、每一个表情、甚至
每一个眼神，都会对孩子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此时，你一
定要表现出亲和力，不要吝惜你温和的语言和灿烂的笑容，
让他从你的眼神里感觉到你发自内心喜欢他，使他认为你是
值得交往和信赖并能够给他带来快乐的朋友。不要板起面孔
给孩子一种师道尊严的感觉。如果孩子对老师产生了惧怕心
理，那么只会造成学习上的拘谨，而对奔放自由的歌唱艺术
来讲，拘谨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的羁绊。

2、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杜绝揠苗助长

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学习声乐更是如此。孩子学
习声乐，精神本身就很可贵。但就其学习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学生的条件也不一样，有的条件好，有的可能就差一些，所
以，我们要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不要
揠苗助长。无论是练声曲还是歌唱曲目都要先易后难，一步
一步地进行。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掌握了知识，又没
有感觉到学习的困难，在轻松愉快的体验中信心倍增。

3、注重演唱的情感投入

声乐的演唱是需要我们投入情感的。我们都知道：无情不唱
歌，唱歌为抒情。针对这样的目的，在声乐的教学中，情感
的培养就显得比气息、发声等技术训练更为重要。因此，我
们就要对学生进行一种人文教育，要求学生真正体会生活，
感受生活，在社会的熔炉里学会感动，那时情感的流露就是
发自内心的。



四、活动对象：

1—-6年级学生，共75人。

五、指导老师：

卫 波 王 霞 陈育芳

六、活动时间：

每周二、四下午第三、四节课。

七、活动原则：

教师方面：

1、上课采取指导教师轮换制度。

2、上课有计划、有安排、有教案。

3、定期进行阶段小结和学期总结，并及时对活动情况作出调
整以便更利于活动。

学生方面：

1、上课实施点名制度，不能无故缺席、旷课，有事必须提前
向指导老师请假。

2、上课时要认真听讲，积极参与，听从指导老师的安排，并
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

小学花样跳绳教案设计篇四

象棋是科学、文化、艺术、竞技融为一体的智力体育项目。
有助于儿童智力开发，逻辑思维和想象能力的培养，分析能



力和记忆力的促进，思维的敏捷性和严密性得以提高。同时
又能培养学生顽强勇敢、坚毅沉着、机智灵活、大局观等优
秀的意志品质，增强学习生活中的计划性和灵气性，增进友
谊，陶冶高尚情操它还能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增进友谊，
陶冶高雅情操。

二、活动价值

1、教育性：结合象棋的有关典故，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培养
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有助于逻辑思维、顽强勇敢、坚毅沉着
和想象能力的培养，分析能力和记忆力的促进，有利于学生
儒雅、大气、灵气、静心等情操的陶冶。

2、规则性：没有规矩难成方圆。象棋的走法具有一定的规则，
评判一盘棋的输赢也符合一定的规则，你要参与必须遵守它
的规则，学生在训练、下棋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养成遵守规则
的良好习惯，对于学习以及今后的社会生活得以受益。

3、趣味性：棋类，对于学生来说本身具有较强的兴趣，又有
易学、携带方便，不受竞技场地限制等优点。学校营造一些
特色的环境，让学生感受到浓厚的象棋氛围，使学生感受到
象棋的浓厚兴趣。

4、竞技性：象棋是一项竞技项目，对弈双方都想赢。而“棋
局如人生”，复杂多变、风云突起、难以把握。通过训练，
可以帮助学生克服急躁和优柔寡断的不良性情，增强战胜困
难的意志、毅力和勇气，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争强好胜的拼
搏精神。

三、目的及任务

1、向小学生传授中国象棋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
和比赛规则。



2、丰富小学生的课余生活，增加其参与社会活动的途径。

3、通过教学实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统观全局的观念和能
力。

四、组织安排

1、象棋兴趣小组由和德星、李一帆老师辅导，活动时间为周
六的第六节活动

2、活动的地点：班级的教室。

五、活动对象

一到六年级爱好象棋的学生。

小学花样跳绳教案设计篇五

舞蹈教学是促进幼儿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之
一。舞蹈教育形象、生动活泼、感染力强，是幼儿十分喜爱、
易于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舞蹈教育适合幼儿的发育成长，
使之更好地掌握身体，便于有表情地、创造性地使用动作语
言，以表达丰富的内心世界。

1、把身体训练成有表现力的工具，动作协调，对动作、音乐、
节奏等的感知更敏锐。

2、培养丰富的感情、想象力、观察力。

3、培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共同合作的能力。

4、培养创造力、即兴表演能力以及艺术欣赏力和鉴别力。

由于本学期新加入的幼儿较多，因此，我们将从多方面启发、



开导，培养幼儿在形体、气质上的自我审美能力，并使幼儿
自身体现出一种对舞蹈的热爱，从而愉快地进行训练和舞蹈。
计划如下：

1、地面练习：勾绷脚、压腿、开胯

2、队列练习：小小兵

3、舞蹈组合：双手位组合

4、地面练习：竖叉、横叉、抱花篮、地面压腿

5、把杆联系：压腿、压肩、擦地、蹲、下胸腰。

6、舞蹈组合：、拾豆豆

7、把杆练习：踢腿、搬腿

8、热身练习：拉丁恰恰恰

9、强度训练：大海呀故乡

10、把杆练习：腰腹动作、后踢腿

11、地面练习：下腰、头勾脚

12、成品舞：小小女兵、恭喜祖国富起来

在舞蹈教学中，我们采用舞蹈示范、舞蹈欣赏、边歌边舞、
音乐反应、模仿与想象、组合与成品舞编排等丰富、多样的
教学形式，调动幼儿全身的多种器官，提高幼儿动作的协调
性。并着重进行基本功训练，将幼儿舞蹈形象化，通过形成
有趣的故事或者舞蹈造型来启发幼儿的想象力、表现力。

舞蹈一组月安排



九月份：地面练习：勾崩脚、地面压腿、腿外开练习。

扶把练习：正压腿、侧压腿、压肩

组合:双手位练习、开胯

舞蹈：小小女兵

十月份:地面练习：腰背肌、下叉

扶把练习：半蹲、擦地练习

组合：脚位练习、推指

舞蹈组合：拾豆豆

舞蹈：小小女兵

十一月份：地面练习：抬后腿、腰背肌

扶把练习：下胸腰、搬旁腿

组合：藏族舞

强度训练：大海呀故乡

舞蹈：小小女兵

十二月份：基本功训练：前踢腿、旁踢腿、后踢腿

组合训练

热身训练：拉丁恰恰恰

成品舞：恭喜祖国富起来



一月份：基本功训练

组合训练

成品舞：恭喜祖国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