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学课程设计方案(大全5篇)
“方”即方子、方法。“方案”，即在案前得出的方法，将
方法呈于案前，即为“方案”。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种因
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场的需求等，以确
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以下是我给大家收集整理的方
案策划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教学课程设计方案篇一

1、背越式跳高（男生）

2、篮球的传球，运球（女生）

3、身体综合素质练习。

1、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背越式跳高的基本方法。

2、提高学生的跳跃能力，增强下肢力量，发展协调性。

3、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果断等优良品质。

1背越式跳高。

（1）助跑：

a、步法丈量助跑距离。

b、跑直线后跑弧线的方法。

c、线段助跑加速积极，动作放松。

d、线助跑身体向圆心方向倾斜，步履开阔，节秦快。



e、弧段助跑衔接流畅，向横杆“进攻”。

（2）起跳

a、迈步放脚，身体保持向心倾斜。

b、起跳腿向助跑切线方向插放。

c、紧腰挺髋，以全脚掌快速滚动落地。

d、缓冲

e、蹬伸起跳，摆动腿和两臂，同时前上摆，伸展起跳腿的髋、
膝踝亲节。

f、身体由里倾斜转为正直。

g、腰提肩，摆动腿抬平内转，背对横杆，用脚尖蹬离地面。

（3）腾空过杆

a、背向横杆

b、抬头、肩下潜、身体成背弓形

c、身体过杆后，低头、收腹、屈髋、落腰，使臀部过杆。

d、最后伸膝上举，小腿过杆

（4）落地缓冲

以肩、背落于海绵包缓冲。

2、球的传运技术（复习）



助跑与起跳技术的衔接、腾空、动作的节奏与控制，

1、游戏——火车赛跑

2、背越式跳高的辅助练习。

（1）做圆周跑练习（身体内倾）。

（2）直线跑接弧线。

（3）迈步起跳练习。

（4）蹬地跳跃练习。

（5）垫上做桥练习。

（6）在原地做过杆练习。

（7）短距离助跑做过杆练习。

（8）做完整练习。

1、身体不能向倾斜，在半径较小的圆周上助跑。

2、起跳作屈髋后坐。跳不起来。加强动作模仿练习。

3、坐杆、髋挺不起来。多做原地韦跳挺髋练习。

全蹲跳20次*2组

单脚跳20次*2组

教学课程设计方案篇二

该微课程用于课前学习，能有效解决本节课重难点。通过视



频学习以及任务单的引导，认识三原色和间色。

二、学习资源

相关资源：红黄蓝三色颜料、水粉笔、笔洗、白纸。

三、学习方法

观看微视频前：准备好学习用具。

观看微视频中：通过听、看故事，认真观察思考三原色调配
后的变化。

观看微视频后：发挥想象力，用三原色和间色巧妙搭配，画
一幅漂亮的画。

四、学习任务

（提示：请将要求学生完成的任务、测验或思考题列在此处）

1、观察思考：红黄蓝三种颜色，两两相互调和后会变出什么
颜色？

2、记住三原色和间色。

3、练习三原色的调配，调出绿色、橙色、紫色、黑色。

后续学习预告（可选）：

尝试用三原色和间色的运用，画一幅自己喜欢的画。

五、学习困惑

（提示：此处由学生填写）



主题名称：魔幻的颜色

选题意图

本课是学生接触到的第一节色彩知识课。三原色的调配可以
产生新的颜色，抽象的色彩知识学习乏味也不容易识记。

通过三个好朋友：小红、小黄和小蓝的故事，学生在听故事、
观察故事的过程中知道了三原色和间色。微课程形式活泼、
形象生动，枯燥的理论学习一下子变得快乐了。

教学课程设计方案篇三

课堂音乐教学中的“音乐”含量过低。

音乐课即唱歌课，但仅仅唱会歌曲的多，唱好歌曲、唱得有
滋有味的少。他们在课堂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课的后半部
分）唱歌却是“老太婆念经，有口无心”。既不用心，何来
之味、又何来之情，更何从谈感！音乐课里的歌不好听、不
够味，那当然会到课外去找。找他们处认为好听、够味的歌
来唱，还工工整整地把它们抄在精心挑选的小本本里，装在
兜里，并引以为豪。

音乐课即技能课，枯燥乏味、机械训练的多，兴趣激发、情
感抒发的少。我们的一些教师片面地理解了技能，过于偏重
技能，使得我们的中小学音乐课成了音乐基本功训练课，把
音乐当作机械的技能去训练，把中小学生当作音乐专业的学
生来训练。这样做，可能在表面上或许在一段时间里，一部
分学生会有一些效果，但却有可能因此而削弱了绝大部分学
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爱好，甚至磨灭。实际上这样的音乐学习
与课堂教学，从根本扭曲了音乐作为人类情感艺术、精神火
花的本性，也背弃了“国民音乐教育”的初衷，是与音乐教
育的基本原理背道而驰的。



教学课程设计方案篇四

1．在各种事物中，寻找其不同的排列规律，并初步学习表述。

2．在探索寻求活动中，选择不同的方法尝试有规律排序。

3．有初步的推理能力。

能在各种事物中找出其不同的排列规律，并学习表述。

在有规律的排序中会表现2—3种规律。

1．环境布置：有规律及无规律物体。

2．幼儿人手一份图：上有三种不完整规律，需添上的图片。

3．各种实物：塑料珠，塑料钮扣，印章，套塔

一、自由探索

1．在环境中探索：在环境布置中找有规律的东西，并在有规
律的地方贴上写有名字的标签。

2．讨论找到的有规律的东西，并讲讲其排列顺序(出示物品
由易到难)

二、发现规律

1、刚才请小朋友找了有规律的东西，现在我这里有了条规律
不完整，请小朋友看看每条规律是怎么排的，还缺了什
么?(请幼儿补规律)

2、幼儿动手操作，把缺的补上去，把规律补完整。

3、师讲评几种规律。



三、尝试自由排序

1、刚才找了规律。也补了规律，现在请小朋友自己去做有规
律的东西，手上有数字2的小朋友，按两种规律来做。

2、讲评1—2件作品

3、请做好的去送给弟弟妹妹，并对客人老师说再见。

教学课程设计方案篇五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获得健康的重要保证，要成为健康
的人，除了要讲究和注意，衣、食、住、行的科学和卫生外，
重要的还要有足够的营养食品供给。然而，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并没有被人们所重视。现在社会上不健康的食品冲击着
整个食品市场，特别是在校园门口的各小店中的垃圾食品，
数不胜数。那些食品从形状、色彩、口味都特别受小学生的
青睐，孩子们往往经不起这些食品的诱惑，一日三餐不好好
吃，想尽办法去买那些垃圾食品。小胖墩越来越多，孩子的
发育期年龄越来越小。所以食品安全已成为人们倍感关注的
问题。所以通过全班交流，同学们一致认为研究“身边的不
健康食品”很有意义，为了让学生们亲身体会到垃圾食品对
人体的危害，我们班决定开展《我看身边的不健康食品》的
综合实践活动。

1、知识目标

了解日常生活中垃圾食品对人体的危害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
因；了解学生食品安全意识；初步了解和掌握辨别食物是否
卫生、安全的基本方法；初步掌握收集、分析、处理信息的
手段、方法。

2、能力目标



利用网络、媒体等渠道收集相关资料、信息，并能够利用所
掌握的信息技术手段完成对资料的处理。能够在教师的指导
下小组合作完成调研和访谈，填写调查表、写倡议书、学会
自己动手制作手抄报。

3、情感目标

通过本主题活动使学生视野开阔，学会关注生活、关爱他人；
养成同他人合作的态度和能力；能够正确地看待社会问题并
积极地参与，认识到作为社会一员自身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1、总体设计

本次主题活动的参与人员有：南村中心小学四年（5）班的全
体学生共48人；整个活动的时间预计为4月中旬至5月下旬；
共计10个课时，其中，学校课程表安排的活动课时为8个课时，
课外所需课时为2个课时，课内活动则主要安排在课室内，课
外活动主要安排在社区内进行。教师进行会议，成立调研小
组，由学生进行小组调研。在调研实践中整理出调查结果，
然后进行交流评价活动，最后把学生的成果进行展示，与大
家分享小组劳动成果，体现自我的成功感。

2、单元与课型设计

第一单元：开题活动。用课堂两课时。我们班的学生之前从
未参加过综合实践活动，对如何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有一定的
困难，需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才能进行。所以设计课分“开题
活动课”和“方案设计课”两课时。开题活动课：主题生成
利用多媒体出示一些图片讲解食品安全的相关内容，然后学
生通过讨论激起研究的兴趣，生成主题，分解专题，确定研
究内容和调查方向。方案设计课：通过展示范例，分步指导，
教会学生根据本小组专题的特点设计活动方案。

第二单元：实践活动。指导学生利用网络、访问等方法作调



查，教会学生做好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学生汇报活动过程，
总结成功经验，同时提出活动中遇到的困惑，互相给予意见
或建议，老师参与其中，适时给予指导，让学生更好地修改
活动方案，完善调查体验活动。

第三单元：交流评价活动。就是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所收集
到的并经过整理的资料，通过小组间的交流与评价，在同学
与老师的提议下，把已有的资料进一步的完善，并根据各组
活动特点，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活动成果。最后通过小组，个
人及教师对活动的评价，让学生回顾活动的过程，初步了解
其他各小组的活动的收获，感受活动成功与快乐，根据活动
特点设计直观、生动的成果呈现形式，人人动手、各有感悟。

第四单元：成果展示活动。把各小组的活动成果展示出来，
让其他成员欣赏和学习以及提建议，并让同学说说自我心得。
利用摄影，手抄报等来展示小组成果，进一步了解身边的食
品。

1、提出问题

（1）、师导入，激发兴趣：同学们，最喜欢吃什么样的食品
呢？

（2）、师：食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天天都不能离
开食品，可见食品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呀！（拿出事先准
备好的多种食品——让同学们鉴别，哪些属于不健康的食品
哪些属于健康食品？）

（3）、利用一些图片讲解身边不健康食品的相关内容。

2、确立主题

（1）、请学生先说说想了解身边的哪些不健康食品，初步谈
谈自己对不健康食品认识。



（2）、开展小组调查活动：上网查找、访问，看新闻、报纸
等，了解有关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

（3）、交流汇报：调查活动中你发现了什么？有什么问题？

（4）、通过交流，归纳整理。

3、制定计划

（1）引导学生根据自己想研究的内容，自由组成小组。

（2）引导学生制定活动计划

（3）小组长组织同学边讨论，边把小组计划填好。

1、教师集中指导，进一步完善各小组活动安排。

2、各小组展开活动。

（1）第一小组主题：了解食品安全的知识

实践过程：小组各成员互相交流自己所了解到的食品安全知
识，再通过日记、摄影、访问等形式丰富调查研究的结果。

同学们在教室交流讨论有关问题

（2）第二小组主题：垃圾食品对人体的危害

实践过程：小组各成员先上网查找资料，对垃圾食品进行初
步的了解。接着再到有关的地方进行调查访问，最后通过日
记、调查报告等形式丰富调查研究的'结果。看，这是学生调
查时的访问记录：

1、回顾导入



（1）教师通过展示小组内收集到的资料，回顾与点评，引导
学生回忆前期各阶段活动。

（2）各小组进行交流回顾所开展的实践活动，选择合适的人
选和方式准备交流。

2、交流：

（1）各小组对本组的活动进行总结并交流。

（2）各小组说说自己进行本次实践活动的心情。

（3）小组之间的活动与交流。

3、评价：

（1）各组互评，说出对他组、他人欣赏的地方，提出更好的
改进活动意见或建议。

（2）教师针对困惑进行评价，给予指导。

4、意义建构

（1）教师小结，肯定同学的成绩和表现，强化收获，形成建
构。

（2）给出意见和建议，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形式，把成果表现
出来，下节课进行展示。

1、主持人结合多媒体课件回顾班级进行活动的一些情况，同
时简介班级各小组。

2、各小组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成果展示活动。

卖不健康食品的档铺



3、教师进行活动小结

通过这次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知道了不健康食品对身体的
危害。只有食得安全、食得放心，才能令人有安全感，幸福
指数才能进一步提高。在本次综合实践活动课中，老师只是
起指导的作用，我们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学
生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学生不是带着口袋来，装着答案去
的简单的知识收获的过程，而是师生精神世界的一次旅游和
探索。活动中学生们所迸发出来的求知欲望和合作的精神深
深的震撼着我，使我知道学生身上存在的潜能是不可低估的。
教师只要在活动中给学生搭建信任的平台、展示的天空，学
生们就一定会还给我们一个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