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组织课间体育活动方案 课间体育
活动方案(实用5篇)

当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方案来
分析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方案对于我们的帮助很
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方案。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方案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组织课间体育活动方案篇一

体育是我们课程里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下
面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课间体育活动方案，希望对你有用!

一.指导思想

让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落到实处，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
小时体育锻炼时间，增强学生的体质，特别是学生的力量素
质和耐力素质;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质，促进学生主
动参与体育活动，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形
成坚持锻炼的习惯和终生体育意识。

二.活动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活动的设置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生理变化规律;要科学地
安排好活动内容及活动量，保证时间的同时也不要严重超过
时限，不影响下一节课的正常学习。

2.实效性原则。

开展大课间活动的最终落脚点就是增强学生体质，各班要结



合实际，因地制宜，积极建设快乐活动园地，集思广益，自
备器材和设施，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条件并具有实际操作性，
切实有效地开展班级活动。

3.特色性原则。

各班的大课间活动的开展要有所创新，既要符合标准，又要
能充分发挥班主任、协管教师及班级学生的特长，形成班级
特色。

4.艺术性原则。

大课间活动要体现德育、体育与艺术的完善结合。学生在欢
快优美的乐曲声中，自由地、有节奏地进行身心活动，从而
达到德育、体育与美育的相互渗透，完美结合。

5.安全性原则。

无论是在选择活动项目还是在活动过程中，都必须充分考虑
其安全性;既要让全体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去，也要加强安全
管理;教师要高度重视，要组织、指导好，避免任何伤及师生
的事故发生。

三.活动管理

1.组织分工：

学校领导：学校主要领导到操场，亲自参与活动，同时了解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提高全校师生对大课间活动的
重视程度。

年级组长：组织好本年级、班主任工作，协同团委组织评价;

体育组：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协助与指导各年级、班级开展
活动;



3.要根据身体情况开展活动，如有身体不适或受伤应立即告
知老师。

4.如有伤情发生后，在场教师必须第一时间对伤者进行处理，
了解伤者情况、判断伤情，伤害严重必须立即通知学校领导。

一、活动目标：

根据学生体质的调查发现，我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及运动能力
都较差，特别是运动能力均低于同级学校学生的平均值，并
且差距在逐渐拉大。我校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存
在的原因，一是学生在体育课中的练习的严重不足。二是学
生的课外活动时间的不够。如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但又不
影响学生其它科目的教学学习，于是又成了一个比较棘手的
问题。经过本人的思考与实践，以规范两操一课为主，加强
体育课的教育教学，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充
分利用“教与玩”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方法是可行的。

二、活动时间：

每周一至五上午第二节课后

二、活动负责：

组长：

副 组 长：

活动教师：各班班主任及搭班教师

三、活动要求;

1.要求全体教师和学生进行活动，不能活动的人员做好登记，
达到全体健身的目的。



2.各班学生由班主任及教师带队。各班按照出操行进路线到
达规定场地，进行相应的活动。如班主任有事不在，由副班
主任带领学生活动。

3.负责教师组织好本班活动，由班长及体育委员到体育室领
取自己班的活动器材(学期初统一发放，各班教室自行管理)
参加活动，活动结束后点清数量归还器材，办好登记出借手
续，人为损坏要赔偿。

4.每个负责老师要清楚学生进行活动的要求和所需要注意的
安全问题。如活动场所的安全隐患，班级之间进行活动场地
的避让等。

5.活动结束后，仍由各班负责教师带队回教室。

6.如遇天气不好，各班组织好学生在室内进行活动。如下棋、
做室内操等。近期，我们将打算编一套室内健身操，以便在
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各班在教室参加健身锻炼。在冬季天冷
时，我们还将组织全校性的冬季长跑运动。

7.要求检查教师写好每一次活动记录，有活动时间、活动人
数、组织形式 、具体指导、活动效果等。

四、器材使用要求：

1、学期初在体育组统一领取，期末归还。

2、准备好负责年级各班所用的器材。

3、记录好出借归还器材数量，如有缺少及时与体育组联系。

五、活动场地分布：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
体质的意见》精神，响应教育部倡导的亿万人民阳光体育运
动，落实“生命—和谐”的教育理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牢勺树立终身体育的新课程理念，把开展大课间活动作为重
要途径之一，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使彦生能在崧藪甶
中㐁在阳光下、在操场上体验活动的乐趣，调动师生积极向
上的热情，展现良好的精神面貌，推动学校教育的良性发展，
为学校增添活力。

二、 目标和原则

(一) 目标

1、学生健康成长，并形成健康意识和终身体育观，确保“健
康第一”的思想落到实处。

2、让学生有选择地参与、学习、享受体育，激发学生的运动
兴趣，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潜能。

3、改革学校课间操，优化课间操的时间、空间、形式、内容
和结构，使学生乐于参加，主动地掌握健身的方法并自觉锻
炼。

4、促进师生间、生生间的和谐关系，提高学生的合作、竞争
意识和交往能力。

5、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学风。

(二) 原则

1、教育性原则。开展大课间活动，以达到对学生的促德、健
体、调智、审美等教育功能，重视活动过程的教育。



2、科学性原则。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的规律及特点，以及学
校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安排大课间的课程计划和活动内
容。

3、全体性原则。师生全员参加，充分发挥师生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达到全体健身的目的，促进师生间、生生间的和谐关
系。

4、创造性原则。根据学校场地的特点，科学合理的安排一些
活动内容，考虑今后增设一些集体舞、武术等，将艺术、体
育融为一体。

三、管理责任制

1、领导督察制：成立由校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校长、行政
到操场参与、督促活动，同时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并提高全体师生对大课间活动的重视程度。

2、体育老师负责制：做眼操时，体育老师做好组织大课间活
动的准备工作。

(1)活动全程由广播音乐指挥。由李娇负责选择、安排音乐。

(2)负责班级活动场所及进退场的安排;

(3)组织大课间活动的全过程;

(4)负责学生排队、广播操、分散活动的指导与监督及训练工
作。

3、正副班主任负责制：各正副班主任第二节课后，做眼操时
就必须全部到达班级。做完眼操后，迅速组织本班学生整好
两路纵队(男女生各一队)，然后带领路队安静、有秩序地按
时到达指定位置，组织学生随音乐按要求参加大课间活动。



活动中，正副班主任要指导学生活动，维持好本班学生的纪
律、安全。退场时，班主任组织本班学生排好两路纵队安静、
有序地进教学楼，到达班级后才能解散。班主任平时要注意
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引导学生安全、文明、有序的参加活动。

副班主任安排：一年一朱晓琳、一年二鞠红艳、一年三卢艳、
一年四董崇宁、二年一刘槑兰、二年二刘亚男、二年三李娇、
三年一夏俊淑、三年二戚红、三年三张玲、四年一于鹏杰、
四年二瞋求蚹、四年三萿征、五年一李仁芬、五年二郭丹、
五年三张艳妮。

4、德育处检查制：负责组织检查。每天在楼梯间及操场都安
排值勤学生，并将检查结果进行公示。

(1)检查出操人数;

(2)检查进退场秩序是否整齐，是否有说笑、混乱现象;

(3)检查出操速度;

(4)检查出操质量;

(5)检查正副班主任是否到位、参与指导。

四、实施措施

1、时间安排。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35分钟，任何老师不得挤
占大课间活动时间。如果因天气原因，不能进行正常室外活
动时，各班在教室进行趣味游戏(器材自备)，由正副班主任
组织安排。

2、组织保障。学校为加强该项活动的领导，使大课间活动真
正落到实处，促进该项活动高质量进行，特成立大课间活动
领导小组：



组 长：王玉珠

副组长：单英明

成 员：王桂芹、张华、李娇、曲荣沛、崔显波、刘亚男、各
班主任

3、人力、物力保障。要求师生全员参与大课间活动，活动中
教师既是活动的组织者，指导者，又是学生的保护者，同时
也是活动者。这样既能体现国家所提倡的全面健身，又能融
洽师生关系，有利于构建新型的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活
动的器材原则上小型、易损器材由各班组织学生自带，其他
大型器材由学校负责购置。

4、安全保障。学校按班划定活动区域，各班学生必须在指定
活动范围内活动，防止出现活动区域不明或学生乱跑的混乱
现象。所有场地均由正副班主任进行现场活动指导，并督促
学生注意安全。

5、激励措施。活动实行考核激励制度，充分调动师生参与大
课间活动的积极性。考核分为两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
所有教师都要参与到活动中来，对教师的到位情况列入教师
个人考核中。二是对班级的考核。为调动班主任的工作责任
心，将大课间活动的检查内容列入班级专项考核中。学校对
大课间活动进行定期评比，把大课间活动开展情况作为文明
班集体评选的重要依据，这样既可以树立学生的集体活动意
识，集体荣誉感，又可以促进大课间活动的持续发展。

6、鼓励活动创新。大课间活动除时间有具体规定、保证外，
在活动形式、内容、空间上学校均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和灵活
性，鼓励体育教师、音乐教师、班主任发挥自身特长，展示
自身才干，开发创新体育、舞蹈、球类游戏等多种项目。

五、活动程序安排



1、师生进场 6分钟

2、广播体操 4分钟

3、分散活动 10分钟

4、放松、退场 7分钟

六、分散活动内容安排：分散活动时，以体蒲崧课间從麌迾
鲘喅徹为主(见下表)，原则上活动内容以级部为单位确定，
每月一轮换。各班也可自主选择活动内容，鼓励创编，活动
时应提前准备好活动器材。尽量做到顾全点面，让每个学生
活动起来，并注意安全。

七、进退场及场地安排：

进退场时，各班级分别排成两路纵队，从指定的东西两个楼
梯安静、依次地走，两个楼梯的班级同时退场。

体育老师根据班级下楼的先后顺序依次安排班级站位，并划
定班级分散活动场地。

组织课间体育活动方案篇二

为关爱年级女同学，展现年级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青
春风采，全面活跃年级课余文化生活，在女同学节到来之即，
结合年级实际情况，体育系20xx级特举办“女同学节，我们
一起度过”主题活动，让大家积极参与活动，共享节日的快
乐，体验难得的感动;同时也能加强班级、年级同学之间的交
流，促进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给同学们锻炼和展示自我的
舞台。

女同学节，我们一起度过



体育系20xx级全体学生

20xx年3月7日晚19：00—21：00

田径馆

(一)辅导员讲话并宣布活动开始

(三)女同学自我介绍，才艺展示

1.年级34名女同学用简洁有特色的语言进行自我介绍、魅力
秀场及才艺展示，展现青春活动，秀出真我风采。自我介绍
内容包括：姓名、班级、性格、爱好以及一年多来大学生活
的真切感受。也可自由结合，以班级、寝室为单位介绍并展
示自己的团队(个人1分钟，团体根据人数，最多不超过10分
钟)

2.男同学做评委，评出人气的个人及团队(个人前三名，团队
两名)。

(四)我的愿望我实现——幸运大抽奖

2.请年级代表从所有的书签中抽出5名幸运大奖，当众公布她
们的心愿和祝福并送上幸运礼物。

3.将愿望和祝福贴在各寝室的“愿望墙”上面，这样既可以
帮助学生实现愿望，加强同学之间的交流，也可自己动手美
化学生宿舍。

(五)年级拔河大赛，团队意识的培养

2.混合比赛(男女混合比赛)：男女自由结合成四组，每组男
同学10人，女同学5人，进行三局两胜淘汰赛，评出第一名，
并颁发小奖品。



注：裁判员：朱永飞计时员：王振标记录员：年纪通讯员

(六)男女混合呼啦啦，互相交流转转转

男女互相结合，共十组，分为两大组进行。每小组要求三名
女同学，两名男同学进行呼啦圈转转转，每人一分钟，共五
分钟，最后按照圈数的多少决定胜负。(注：总裁判1人，朱
永飞;计时员2人，王振标、杨雪;记录员若干，为每班通讯员。
)

(七)由主持人宣布获奖人员名单，辅导员为每组获胜者颁奖。

(一)活动总负责：xx

(二)活动总协调：xx

(三)活动主持人：xx

(四)海报宣传：xx

(五)通讯稿件：xx及本年级通讯员

(六)活动场地布置：xx

(七)礼品准备：xx及各班班长、

(八)摄影：xx

(九)清扫工作：全体年级委员会成员及部分学生

(一)小礼品：100元

(二)场地布置：20元



(三)美术纸：15元

组织课间体育活动方案篇三

幼儿玩具不一定是花钱买来的就好，利用废旧物品自制的.玩
具既经济实惠又安全卫生。我设计的这一节《快乐的塑料
瓶》，想结合废旧塑料瓶的再利用，对幼儿进行环保知识的
教育渗透，变废为宝可以培养幼儿的创造精神，启发幼儿想
象、组合、尝试、体验创新设计的乐趣。

1、积极探索瓶子的多种玩法，体验游戏的快乐。

2、练习走、跑、跳、投等多种技能，发展身体与动作的协调
性、灵活性。

3、结合废旧塑料瓶的再利用，对幼儿进行环保知识的教育。

积极探索瓶子的多种玩法，体验游戏的快乐。

每人1个小塑料瓶，音乐。

一、热身活动。

师生互动，“请你跟我这样做。”“我就跟你这样做。”

二、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师：小朋友，看老师手里拿的是什么？（塑料瓶）

今天“塑料瓶宝宝”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游戏，大家高兴吗？

教师：下面就请小朋友想一想我们可以怎样来玩游戏呢？好
的，大家一起来试一试吧。可以一个人玩，也可以几个小朋
友合作玩，看谁玩的花样多。



三、活动开始，教师在一旁观察引导。

教师：在玩的过程中，注意安全，小心伤到头、眼睛等。

玩法一：看谁扔的远。

几个小朋友一组，站在一起朝相同的的方向扔，比比谁扔的
远。

玩法二：对着扔。（踢）

两个小朋友一组，两人相隔3—5米，你扔（踢）过来，我扔
（踢）过去。

玩法三：

看谁跑得快。

双脚夹住瓶子，向前跑，跑的过程中，瓶子不能落地，看谁
跑得快。

玩法四：

把塑料瓶放在地上，摆成一条小河，幼儿跳过去。根据幼儿
情况调整桥的宽度。（单腿、双腿、分腿）

其他玩法：（根据幼儿实际情况加以引导）

四、创新玩法

教师启发幼儿：能不能想出更有趣的玩法，小朋友也可以合
作来玩。不断的启发幼儿大胆的进行创新的玩法。（比如：
打棒球、保龄球等）

五、结束部分



下面，就让我们带着瓶子宝宝一起舞蹈吧！（活动结束）

组织课间体育活动方案篇四

许多中小学校都面临着体育活动场地狭小的问题，这对完成
体育教学任务造成了较大困难。另外由于体育器材缺乏，更
让体育教师产生畏难情绪。本人就怎样组织小场地体育活动
探索了几种方法，现总结如下：

一、定位法。

在小场地上同时有几个班级上课，使学生的活动范围大为减
少，这时易采用“定位法”，即固定队行进行练习，如在走
廊过道、花坛等处排列队形，要求位置不变而教材教法多变，
除了做发展身体素质的体操、跳绳、立卧撑、徒手技术动作
等练习外，还可以做单双数相间的绕人运球，跳跃曲线跑动，
前后排双手胸前传接球，利用体操棒或小型器材进行协调性
练习，用沙包进行抛接练习，充分锻炼学生的方位感和空间
感。教学秩序活而不乱，易于调动学生的兴趣，从而实现教
学目标代写论文。

二、顺势法。

充分利用学校的自然环境和建筑物，做自然地形跑。如：沿
着花坛跑、绕树慢跑、台阶两脚交换跳、跑楼梯、沿墙根慢
跑纵跳摸高、靠墙手倒立，对墙投掷、绕过障碍等。这种方
法因地制宜，顺其自然，学生情绪很高，运动量易于掌握和
调整，组织队形不易混乱、活泼自然，灵活而不忙乱。

三、盘旋法。

在场地上曲曲直直地花样移动，如：“8”字形跑、蛇形跑、
螺旋跑、快慢相间跑等，还可以走跑交替、变换动作方向与
节奏。这样场地虽有限，跑距却可以延伸，称之为“盘旋



法”，对培养学生的反应和灵活性具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四、替代法。

利用沙包、羽毛球、乒乓球等轻物代替垒球掷远；以跳背来
代替山羊分腿腾越的练习，用跳橡皮筋来代替练习跨越式跳
高的过杆技术，可以增加练习次数，掌握好运动技能。并有
效地避免运动损伤，在进行练习时应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
只有良好的纪律才是练习次数和质量的保障。

五、循环练习法。

在有效的范围内分组练习，如：第一组跳绳、第二组举重物、
第三组立卧撑、第四组蛙跳。分散练习，依次轮换，只要组
织严密，所有空间都能充分得到利用。

六、模拟法。

不用器材而只用手势动作，如：双手胸前传球，原地侧向掷
垒球，滑冰的蹬冰技术练习和弯道压步技术练习，篮球的重
点技术三步上篮练习等。

充分利用少年儿童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做好徒手练习。

七、游戏法。

在相宜的场地上利用“游戏法”完成教材内容，如：画一有
规则的圆形图案，用小白兔的故事教低年级学生立定跳远的
基本动作，一边跳图形一边唱儿歌，让学生体会双脚起跳、
双脚落地的基本要领。还可以开展活动范围更小的游戏，如：
“叫号赛跑”“贴膏药”具有对抗性质的“斗鸡”比赛等。
既提高了练习兴趣，又提高了教学质量，让学生在“学与
玩”中掌握动作要领。使学生自始至终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中，
利用游戏规则让学生理解动作技术的要点，形成良好的纪律



性。

八、竞赛法。

利用多种竞赛活动形式加大运动量，如：迎面接力由单人跑
改成手持实心球一至两个，提高难度，高年级可进行背人负
重的接力，在跑之前做五到十次深蹲或立卧撑加入运动量，
利用增加密度来加大运动量，如：传球时由两人迎面传球改
为三角、四角或用两球进行，提高传球数量和质量。跳绳每
人跳跃个数由少逐渐增多，有条件的学校可用海绵垫练习前
滚翻，再过渡到前滚翻接力，通过增加练习次数达到合适的
负荷量和良好的练习效果。

九、实际法。

在教学当中要考虑到地区和学生的特点，如：冬天在许多地
区学生喜欢玩键子，而且能玩出很多花样，应在体育活动中
充分发挥这一特长，把水平高的组织起来，进行一些小型的
单项比赛，进行正确的引导。还可将民族优秀传统项目“武
术”贯穿于教材当中，不需要器械，在小场地上同样能达到
很好的锻炼效果。

组织课间体育活动方案篇五

1、训练敏捷的攀爬取物能力。

2、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1、会攀爬技能。

2、攀爬墙上悬挂或贴各种昆虫，垫子铺成草地，椅子排成小
桥。

3、音乐磁带。



1、引出主题，激发兴趣。

教师当壁虎妈妈，小朋友当小壁虎，戴上头饰，孩子们，今
天我们一起去捉害虫吧!

2、活动身体，做准备操。

3、基本动作练习

小昆虫都飞的很高，停在了墙壁上，小壁虎该怎么办呢?

(1)请个别幼儿示范练习(重点引导幼儿讨论怎样能很快向上
爬，往下落)

(2)自由练习。(重点)

4、游戏：《小壁虎捉虫子》

(1)小壁虎怕小草地，爬小木桥，爬上墙壁，取到小虫子，往
回放到筐内。幼儿练习。

(2)比赛游戏若干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