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故事活动的教案(通用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
适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故事活动的教案篇一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体现我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理
念，以育人为宗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重点，以社团活动为契机，丰富校
园课余文化生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
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满足学生运动技能，艺体素质，
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发展的需要，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
发展，塑造健全的.人格，形成有利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校
园特色文化，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让实验中学真正成
为每个学生成长、成功的摇篮。

二、活动目标：

1、通过组织多种社团活动，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
好，自主地、有选择地参加书画、文艺、体育、计算机等方
面的活动，以发展他们的兴趣和特长。

2、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实践活动，使他们课内所学到的知
识得到巩固和加深，同时获得更多展示的平台，增强自信心
和表现力，为他们掌握课内基础知识提供广阔的智力背景。

3、培养学生健体审美能力，增长知识，发展智力，让学生在
活动中学有所乐，学有所获，学有所用。

4、通过引导学生参加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使他们受到良好
的思想品德教育，丰富校园文化。



5、通过组织学生参加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获得科学的休
憩，使他们生活愉快，身心健康。

三、活动原则

坚持鼓励引导和学生自主选择相结合的原则。学生是社团活
动小组的主体，原则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自
愿地选择活动项目，但限于场地设施和教师因素，只能预先
规定好各班人数，指导教师和班主任应根据学生的特长实际
和意愿做好引导分组，严格控制人数。活动由各级部主任负
责组织学生报名工作，班主任具体落实负责动员、报名、管
理、监督;对本班学生兴趣、爱好进行调查了解，每位学生最
多报一项。学生对要参加的社团活动小组要有充分的了解，
对相应的项目最好有一定基本功。

四、活动要求

为确保活动正常有效地开展，做到计划、组织、辅导、活动
内容的落实，学校从人员、时间、制度等方面加强管理，具
体要求如下：

1、每个活动小组负责人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每学期制
订活动计划(含学期活动进度表)，每次活动应严格按计划精
心组织，并认真做好相关活动记录。

2、社团活动小组成员必须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活动，不能
无故缺席。活动课前5分钟的预备时间，教师要带领学生准备
活动器材等，及时到位。

3、指导教师要做好活动期间的常规教育和管理工作，建立点
名制，记录每次学生参与情况，要加强与班主任的联系，不
可随意让学生退出活动班组。做好活动室内物品保管、门窗
关锁工作。



4、班主任协助指导教师管理学生参加社团活动出勤与纪律，
学生在社团小组的行为表现纳入班级常规管理。

5、学校将对各担任社团活动小组的指导老师进行科学合理的
评价。社团活动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让学生尽情
展现自我是我们学校社团活动开展的宗旨，也是我们的目标。
因此更注重过程性评价和活动成果展示，辅导老师平时要注
意收集学生作品，并采取创造性方式展示学生的活动成果，
学校也将适时组织活动成果汇报展示会。同时，指导老师也
要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比赛并获得好成绩。

6、每次活动前指导教师一定要备好课，活动课教程要体现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循序渐进的特点，同时更贴近学生生活经
验及兴趣，学期末学校将组织活动课教程评比活动，评比结
果记入教师年终考核。

五、活动内容

活动项目确定符合“八个性”：一是多样性，满足不同特长、
不同兴趣、不同层次学生发展的需要;二是专业性;三是艺术
性;四是健身性;五是趣味性;六是学科性;七是渗透性，八是
教育性，所有的活动都坚持育人为本，遵循学生心身发展的
规律，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及学生
的兴趣爱好，本学期我校拟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社团活动小组
活动：

1、艺术类：国画、素描、硬笔书法、软笔书法、声乐、管弦
乐、舞蹈。

2、体育类：篮球、乒乓球、羽毛球、长跑。

3、其它类：心灵写作、趣味数学、英语梦想剧场、物理创新
实验、化学创新实验。



六、组织与管理

各社团活动要确保五落实：组织落实、人员落实、场地落实、
时间落实、辅导落实;每个活动社团认真组织，精心安排，确
保安全事故为零。

1、各社团活动小组指导教师、活动地点、活动人员安排，见
附表。

2、活动时间：下午第四节课为各社团活动小组活动时间。确
保做到计划、组织、辅导、活动内容的落实。

3、活动计划：各社团小组在活动实施前必须制定本学期具体
可行的活动计划，上交一份备查，各组教师不得私自更改活
动计划。

4、学生管理：各组教师不得私自增加学生，须经学校批准同
意方可增加。教师要严格管理学生考勤，对于累计三次无故
缺勤者以及自动退出社团的学生，应及时作好记录并上报学
校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

5、检查监督：学校每周检查一次课外社团小组的活动情况并
记录，对于管理混乱松懈的课外社团小组，在考核时将酌情
处理。

6、成果展示：各社团小组应在活动计划中明确本组活动成果
的形式，展示时间和方式。成果形式可以是展览、汇报表演、
技能展示、参加比赛取得名次等，要求每学期有一次成果展
示。

7、学校领导成员不定期地进行跟踪检查指导，不断总结好的
活动经验，相互学习，相互推广。

8、档案建设：



1、点名册。

2、社团学期活动计划(附在活动教程里)。

3、社团活动教程(a4纸打印)。

4、社团活动记录(活动照片或影像资料)。

5、阶段性训练成果展示。

6、学期末社团活动总结。

故事活动的教案篇二

学生都非常乐意加入到音乐社团中来，为了使爱好音乐的学
生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将艺术活动进行的有声有色，我校
成立了“小螺号”音乐社团。

一、活动目的

为使学生的课余生活更加丰富，使学生的兴趣爱好有更大的
展示舞台，音乐社团开展各式各样的音乐活动，从多方面提
高了学生的艺术水平和艺术素养。为了将培优做到位，我们
及时发现音乐人才，使学生有兴趣加入到音乐社团中来，并
对学生兴趣爱好或者一技之长无限的放大，树立起学生的自
信心，为校园文化建设建立起坚实的基础。

二、活动时间、地点

1、时间：每周四下午六点至七点

2、地点：音乐舞蹈室

三、活动内容



我们开设有少儿声乐和少儿舞蹈两门课程，为了照顾到学生
的兴趣爱好，每周声乐和舞蹈交替进行。

少儿声乐主要让学生掌握不同年龄阶段，针对不同的嗓音有
不同的演唱技巧，除了上课应该掌握的知识外，还应该能找
出歌曲中蕴藏的乐理知识，并能对此进行解释说明。掌握基
本的和声概念和演唱技巧。并对学生的听力有一定的训练。

舞蹈课主要针对孩子们的柔韧性练习和一些简单的民族舞蹈
组合进行练习。

四、活动要求

老师要做到关注每一个学生薄弱点，并对以强化，对学生坚
持鼓励为主的教学思想，及时评价每一个环节中的表现，保
证每一节课都让孩子们学到知识。

孩子们要做到认真对待，用心练习，争取在每一节课中都能
学到知识。

故事活动的教案篇三

一、教学目标：

通过本节课的活动，制定社团，活动计划，明确活动目标。

二、教学重难点：

1、每位同学认真收集自己喜欢的文章，并要谈谈自己喜欢的
原因。

2、组织学生将收集到的文章相互交流，并互相朗诵，作好准
备；



三、教学过程

1、谈谈自己喜欢的文章，并谈谈喜欢的原因。

2、组织学生将收集到的文章相互交流，并互相朗诵，作好准
备；

3、学生们声情并茂、抑扬顿挫的`吟诵。

4、指导诵读。

a语气强弱

b停顿

c情感的表达

5、同学们展示。

a个人展示

b小组展示

c以喜欢的方式展示

四、

通过此次活动，学生们受到了朗诵的熏陶，同时在能熟读成
诵中明白了许多道理，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不仅懂得
了常规的礼仪、懂得了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同时也开拓了学
生的视野，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故事活动的教案篇四

2、教师：小猴问：小兔，你为什么要在房子周围种满鲜花呀？
小兔会怎么回答小猴呢？

3、一起把这一幅图来讲一下。

（二）1、教师（出示图二）：小猴走啊走啊，又来到了谁的
家呀？为什么？（幼儿猜测，师出示小鹅）

2、教师：这是一条怎么样的小河？河水怎么样？

3、教师：小猴问：小白鹅，你为什么要在房子周围挖小河呀？
小鹅又会怎么回答呢？

4、教师扮演小猴，幼儿做小鹅，个别询问幼儿。

（三）1、教师（出示图三）：小猴又来到了谁的家？看到了
什么？你从哪里看出来？

2、教师：它会怎么问？小狗又是怎么回答的？请你跟旁边的
小朋友学一学，说一说。

3、幼儿自由交流，教师个别倾听指导。

4、个别幼儿到集体面前扮演角色讲述。

故事活动的教案篇五

活动目标：

1、根据人物特点，将音乐形象与故事中的人物形象相匹配。

2、在音乐中大胆试用动作、表情等表现人物形象，体验表演
的快乐。



3、通过表演，刨懂得不要轻信陌生人的道理。

活动准备：

1、情景创设：森林(花，草，树，蘑菇等)

2、课件、音乐(代表四个人物的音乐：《森林狂想曲》小红
帽;《天使小夜曲》外婆;《波斯市场》一大灰狼;《拉德斯基
进行曲》一一猎人)

3、人物图片、头饰

活动过程：

一、情景导入——欣赏森林美景并用动作表现。

播放背景音乐《森林狂想曲》，在乐曲声中带领幼儿走进教
室。

1、欣赏森林的美景。

《森林狂想曲》的鸟鸣蛙叫、潺潺流水声，立刻把幼儿带人了
“森林”的场景之中。同时，课件上画有森林的巨幅背景图、
室内摆有立体的蘑菇、大树、鲜花、小草。在视觉、听觉上，
都给幼儿极大的审美刺激，他们一下被吸引住了，兴奋地讲
述自己的发现。

2、模仿森林里的树木花草。

教师：谁来学一学漂亮的花朵?大家都来摆个花的造型，看看
谁表演得最漂亮。

二、故事欣赏——分析人物特点。

在这个美丽的大森林里，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1、欣赏《小红帽》的故事。

教师：故事里都有谁?

2、分析故事中的人物特点。

讨论：在四个人物中你喜欢谁?不喜欢谁?为什么?小红帽有没
有做得不太合适的地方?

评：分析人物特点，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只有帮助幼儿把握
住了人物的个性特点，才能让幼儿在后面的环节中恰如其分
地进行表演。因此，教师设计了“你喜欢谁，不喜欢谁”这
样的问题，以帮助幼儿展开讨论获得答案。同时，幼儿通过
讨论也明白不能随便听信陌生人的道理。

三、听辨音乐——找出和人物特点相符的音乐。

教师：小红帽的故事可真好听，老师还为4个人物配了4段音
乐，请小朋友听一听，分一分，这段音乐像谁。

1、分段听音乐，区分并模仿小红帽和外婆的音乐形象。

(1)第一段音乐像谁，为什么。

教师：谁来学一学小红帽走路的样子，她边走路边做什么?

(2)第二段音乐像谁，为什么。

教师：音乐听上去很忧伤，就像外婆在病中思念着小红帽。

谁来学一学年老的外婆走路的样子。

2、区分并模仿大灰狼和猎人的音乐形象。

教师：再听两段音乐，你们听听像谁?



(1)音乐很神秘，好像大灰狼鬼鬼崇祟地跟在小红帽的后面
呢!

教师：谁来学一学大灰狼走路的样子。

(2)音乐听上去很有力，就像勇敢的猎人迈着有力的步伐走来
啦。

教师：大家来学一学。

评：听辨音乐，创编与人物相匹配的动作，这是本次活动的
难点。由于选取的四段音乐形象分明，幼儿一下就把音乐与
人物相匹配起来了;幼儿的动作表演是建立在具体可感的形象
上的。因此，我让幼儿联想人物走路的姿态，这下幼儿的氛
演就“有内容”了、小红帽——蹦蹦跳跳地采花;外婆——驼
背弯悝，拄着拐棍：大灰狼——脚步轻轻，勉毡祟祟跟随在
小红帽身后;措人——脚步有力，扛着措枪。，这样，幼儿的
表演更加生动。

四、音乐表演——体验并表现人物特点。

1、商量分配角色。

2、提出表演要求并进行表演。教师要对小演员和小观众都有
要求：小演员要听清楚音乐再出场，注意声情并茂地讲故事;
观众们要仔细看，对演员表演进行评价。

3、观众评价。

4、集体表演。

五、欢庆胜利一一体验战胜大灰狼的快乐。

教师：在故事的最后，大灰狼被打败了，大家都很高兴，让
我们一起来唱歌，跳舞，庆祝胜利吧!



播放《小红帽》的歌曲，幼儿边唱边跳出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