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园地震疏散演练活动方案及
流程(优质5篇)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变化和不确定性。计划
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适应环境和情况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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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计划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合唱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一

一、学生情况分析：

合唱兴趣小组的成员来七八九年级，中学生声音的艺术性训
练起来比较有难度，这就要求教师要多与学生交流，制定与
学生的审美能力相符的歌曲。我打算在这个学期能基本统一
学生的声音，提高他们的音色及乐感。

二、活动设想、措施：

1、基本功训练

教给学生科学的发声方法，训练学生声音的高位置，让学生
区分出大本嗓和艺术嗓的区别。

2、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

通过学习艺术歌曲，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使其具有感受美、
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能够辨别什么样的音乐是
好的，什么音乐是不好的，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
感，使其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3、声部和谐训练

由于声音的自我控制力比较差，所以分声部的训练难度比较
大，所以要求老师必须掌握一定的方法来训练。

4、扩大知识范围开阔眼界

定期给学生欣赏中外合唱的名曲，以及名师的讲解，开阔学
生的眼界。

三、训练方法：

训练为了提高，提高为了表现;训练要有手段。合唱的基础在
于提高声部的齐唱能力，声部的基础在于提高个人的基本功，
为了巩固中声区，解决用声上的响而不噪，轻而不虚，高而
不挤，低而不压，做到合唱声音上的谐调，平衡统一，必须
进行一些必要的集体训练。然后再逐步过度到音准、节奏，
扩大音域，咬字、吐字，幅度变化等方面的训练。

1、声音的训练

(1)、呼吸。(2)、声音位置(3)、直声训练

2、音准训练

音准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好的音准来源于基础训练。多声部

合唱的音准训练较为复杂。

3、寻找共鸣位置扩大音域的具体措施。

(1)、胸音训练(2)、头音训练

4、合唱表现的四种手段。



(1)、连唱(2)、跳唱(3)、强而有弹性(4)、不连不跳

5、节奏训练

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示的艺术，节奏是它的组成部分和主导因
素，没有节奏也就没有音乐。

6、咬字与吐字的训练

以字带声，以情带声，字正腔圆是我国民族传统的唱法。它
讲究字清意深情自真。

通过一年的训练，学生在音色、音准、声音的控制以及演唱
的姿势、技巧都有明显的进步，我希望在这学期能有进一步
的突破!

石道初中合唱兴趣小组活动计划

合唱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二

为了更好的配合学校搞好素质教育,进一步展示我校学生的艺
术风采和文化底蕴，丰富学生的校外文化生活,激发学生学习
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艺术修养及表现能力,
弘扬学生个性发展。学校特组建了合唱兴趣小组，并力求整
个活动能顺利、高效地开展。

本学期小合唱兴趣小组的成员来自四五年级，他们通过前几
年音乐课的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发声方面
的.知识，并且声音上由于年龄差距不大，融合性较好，所以
声音方面比较好训练，但是由于是小学生，音乐修养还比较
差声音的艺术性训练起来比较有难度，因此，教师需要与学
生交流，制定与学生的审美能力相符的歌曲。



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的音乐感受力和表现力，
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演唱技巧，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观
念，开阔学生的视野，促进学生素质不断提高。

1、教育学生严格遵守训练纪律，保证每次训练时间。

2、基本功训练

教给学生科学的发声方法，训练学生声音的高位置，让学生
区分出大本嗓和艺术嗓的区别。

3、学生艺术修养的培养

通过听赏一定的童声合唱曲，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使其具
有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学生高尚
的情操，丰富的情感，使其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4、训练学生掌握一定的合唱技巧，使学生的呼吸方法保持统
一，达到口型的统一，进而达到声音的统一。

5、扩大知识范围开阔眼界

定期给学生欣赏中外合唱的名曲，以及名师的讲解，开阔学
生的眼界。

1、通过不同的发声练习来规范学生的声音、进一步提高学生
的演唱水平和演唱技巧。

2、通过练唱中外少儿合唱歌曲，来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和自
身素质。

3、进一步宣传我校的素质教育和精神风貌。

每双周周二的下午第三节课。



合唱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三

为了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
修养，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了解和学会部分中外合
唱歌曲，进一步展示我校的艺术风采和文化底蕴，加强我校
精神文明与校园文化建设，现决定在我校组建合唱团。为了
使活动顺利高效的开展，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指定以下计划：

一、学生情况分析：

本合唱兴趣小组的成员以三到六年级每个班级的声乐特长生
为主，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音乐基础知识和发声方面的知识，
并且声音上由于年龄差距不大，融合性较好，所以声音方面
比较好训练，但是由于是小学生，音乐修养还比较差声音的
艺术性训练起来比较有难度，这就要求教师要多与学生交流，
制定与学生的审美能力相符的歌曲。

二、活动目标、措施、目标：

(1)训练目的：

1、通过不同的发声练习来规范学生的声音、进一步提高演唱
水平和演唱技巧。

2、通过练唱中外少儿合唱歌曲，来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和自
身素质。

3、 进一步宣传我校的素质教育和精神风貌。

(2)训练方法及过程：

训练为了提高，提高为了表现；训练要有手段。合唱的基础
在于提高声部的齐唱能力，声部的基础在于提高个人的基本
功，为了巩固中声区，解决用声上的响而不噪，轻而不虚，



高而不挤，低而不压，做到合唱声音上的谐调，平衡统一，
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集体训练。然后再逐步过度到音准、节
奏，扩大音域，咬字、吐字，幅度变化等方面的训练。

声音的训练

(1)呼吸。 (2)声音位置 (3)直声训练 (4)声音的融合性训练

音准训练

音准是音乐表现的基础，好的音准来源于基础训练。多声部
合唱的音准训练较为复杂，特别加强低声部和中声部的音准
训练。

寻找共鸣位置扩大音域的具体措施。

(1)胸音训练 (2)头音训练

注意高音不紧，低音不虚。

合唱表现的四种手段。

(1)连唱(2)跳唱(3)强而有弹性 (4)不连不跳

节奏训练

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示的艺术，节奏是它的组成部分和主导因
素，没有节奏也就没有音乐。特别加强一字多音，或一音多
字。

咬字与吐字的训练

咬字、吐字清楚，位置高，开口大，牙关打开。

三、活动内容：



第一阶段：

1、声音的融合性发生练习；

2、听音模唱；

3、练习简单的二声部乐曲，树立合唱的声音概念。

第二阶段：

1、懂得聆听别人的声部，学会在唱好自己的声部时能兼顾别
人的声部；

2、合唱音色统一；

3、能模唱简短的旋律，提高对音准的敏感度。

第三阶段：

1、在音准、音色上有大的提高，能做到声音统一，音色纯美，
合唱音响好；

2、进一步加强聆听训练，培养敏感的耳朵，一定的音准概念；

3、能唱好二声部作品。

四、活动时间安排：

每周五下午一、二两节课

合唱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四

本期担任初三（2）班的化学教学任务。化学是一门初三刚开
设的新课程，与生活的联系较多，学生学习的热情较高，教
师应正确引导，以期中取得好的成绩。学生基础高低参差不



齐，有的基础较牢，成绩较好。当然也有个别学生没有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教师要做好每一个学生的工作，
因材施教，使他们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

1。从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出发，适当拓宽知识面，以开阔学生
的眼界，编写了空气和水的污染与防止污染，硬水、氢能源，
金属与人体的关系，以及常见的化肥和农药等内容。

2。教材的`基本结构和体系是从学生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空
气，水以及碳等引入，同时有计划地穿插安排部分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定律。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化学基本理论和基本
概念解决生活和生产中常见的化学问题的能力。

3、注意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学得积极主动。教
材从深度，广度以及习题难度上合理安排。按照教学大纲中
规定的需要"掌握"、"理解"的内容作为教学的重点，而对要
求"了解"，"常识性介绍"以及"选学"的内容，力求分清主次，
区别对待。

4、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化学概念和记
忆所学的知识，教材中编入了数页彩图和约200幅图表。内容
的叙述上力求使学生愿读、易懂、有兴趣。

5、教材除普遍重视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外，还注意适当增加
了能引起学生兴趣和有利于学生理解概念的实验。针对学生
的差异还编了9个选做实验及一些家庭小实验。

（1）理论知识联系生产实际、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实际，学生
的生活实际，使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使学生会初步运用
化学知识解释或解决一些简单的化学问题。

（2）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注意启发学生的智力，培养
学生的能力。



（3）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资源意识、环保意识等现代意识，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1）重视基本概念的教学化学基本概念的教学对于学生学好
化学是很重要的。在教学中，既要注意概念的科学性，又要
注意概念形成的阶段性。在教学中要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
通过对实验现象和事实的分析、比较、抽象、概括，使学生
形成概念，并注意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劳动中应用学过
的概念，以便不断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提高运用化学知识的
能力。

（2）加强化学用语的教学，元素符号、化学式和化学方程式
等是用来表示物质的组成及变化的化学用语，是学习化学的
重要工具。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结合实物和化学反应，学习
相应的化学用语，结合化学用语联想相应的实物和化学反应。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记忆，又有利于加深他们对化学用语涵
义的理解。

（3）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教学可以激发学
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概念，获得知识和技能，
培养观察和实验能力，还有助于培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
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因此，加强实验教学是提高化
学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在教学中，要坚决防止只重讲授、
轻视实验的偏向。

合唱兴趣小组活动计划篇五

一、目的意义：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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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课应充分发挥艺术
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
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
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更好的配合学校搞好素质教育，丰富学生的校园文化生
活，启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艺术修养及表现能力，弘扬学生个性发展，特在校园内成立
音乐兴趣小组，以声乐训练为主。

二、兴趣小组成员：

50人左右分别从二至五年级学生中选拔。(男女生各25人)

三、活动时间安排：每周星期二下午两节课后

四、活动地点：五楼音乐教室

五、活动项目：

声乐训练(合唱及表演唱)

六、指导教师：

七、教学制度：

1.教师认真的准备好每一次活动，要求知识通俗易懂并有一
定的兴趣性。

2.学生不得旷课，学生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3.学生积极和辅导教师进行配合，以便使音乐兴趣活动小组
开展的具有生动性、活泼性。

八、具体工作措施：

1.上好音乐兴趣活动课，做到“四定”。即定内容、定人员、
定时间、定地点，发展学生的个性特色，以此推动学生音乐
素质的全面发展。



2.在完成音乐课堂教学的同时，不断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
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培养、发展学生的音乐兴趣，
使他们学有所长，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3.经常督促学生完成一些学习音乐的好习惯，并使之不断巩
固、加强。并在此尽量减少对老师的依赖心理等，平时将定
期不定期的向学生推荐一些好的音乐，好的舞蹈。

4.对小组的课程做出规范，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培养音乐
能力为主要内容，不让学生放任自由。

5.培养学生的特长，并在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
锻炼和发展学生的能力。

附：所需用具：

可听cd的双卡录音机、电视机、dvd、麦克风、音像资料。

九、活动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