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精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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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制定需要考虑各
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时间的安排以及风险的评估等，
以确保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以下就是小编给大家讲解介
绍的相关方案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一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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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切实增强学生的体质，减轻学生的课业负
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改变单一的课间操活动模式，丰
富大课间活动的内容，为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创造良好的条
件。充分发挥学生和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发体育资源。
积极创新大课间活动的形成和方法，与学校艺术活动相结合，
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审美素养，体现合作、自主、探究的教
育理念。以大课间为辐射点，促进体育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创
新，展示学生的精神面貌，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每周一至周五第二节课后

上午课间活动项目为广播体操（七彩阳光）和自编操活动项
目以及各班自创自编的项目。体育活动课除了上述活动形式
外，还可以开展两人三足跑、摸石子过河、袋鼠跳、迎面接
力、传球接力、木板鞋等项目及自创自编的项目。

棋类活动、室内游戏、观看电视节目等。

上午课间25分钟活动：



程序一：入场（5分钟）——各班集合整队（1分钟）——自
编操（4分钟）——广播操（七彩阳光）（5分钟）——乒乓
球特色操（4分钟）——各班集合整队（1分钟）——退场（5
分钟）

程序二：入场（5分钟）——各班集合整队（1分钟）——指
定活动（13分钟）——各班集合整队（1分钟）——退场（5
分钟）

政教处：负责统筹安排，组织评价。

教科室：负责对大课间活动项目的开发。

体育组：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协调与指导各班级开展活动。

科任教师：协调各班的场地划分，配合政教处对各班级进行
监督检查。

班主任：班级活动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好本班的活动，监
督本班学生在活动中的纪律及安全。

副班主任：分配到班，协助组织，参与活动。

以班级为基本单位，班主任、副班主任和班干部组织，科任
教师协助，在一块场地内开展广播体操、指定项目或者自选
项目的活动。

（1）各班级必须严格按照事先安排的场地进行活动，不得擅
自改变地点。

（2）各班同学都应积极参加活动，学校将在每年两次的体育
节中组织比赛，对好的创新活动项目进行奖励和推广。

（3）自选项目由项目开发组提供，各班级选择，或者班级师
生自创。各班级可定期更改活动内容，但必须报体育组备案



后方可开展。

（4）各班级严格按照时间要求和音乐开展活动，不得延迟或
拖延各活动时间。

1、下课后班主任、班干部应及时将班集体带到指定地点，体
育委员做好集合整队。

2、活动结束后由体育委员整好队，点清人数做好记录后带回
教室。点名记录一周后上交到政教处。

3、活动中政教处、学生会对各班级进行抽查点名。

4、无故缺席三次以上的同学不能获得体育与健康课学分，经
教育不改者报政教处，酌情给予一定处分。

5、定期召开班干部会议，讨论大课间活动出现的问题。

评价内容：出勤、组织开展情况、比赛等，纳入文明班级评
比范围。

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二

二、活动目标：

2．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需要，积极创新，力求以活动励德，
以活动辅智，以活动健体，以活动塑美，释放学生心理空间，
力争展现学生勃发的朝气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三、活动原则：

1．教育性原则。充分发挥大课间活动对学生进行全面素质的
提高功能，重视活动过程的教育。



2．科学性原则。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从实际出发，科
学合理的安排大课间的课程计划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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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班班有项目，人人有活动。

4、实效性原则。大课间活动的目的就是增强学生体质，各校
在开展大课间活动时，要充分利用好现有的体育器材，并结
合实际，因地制宜，集思广益，自制一些符合本校特色的体
育器材，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条件。同时，要把体育和健康教
育结合起来，把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结合起来，把大课间活
动和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结合起来，把体育课、国家体质
检测项目和体育课外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养成锻炼身体的
良好习惯，从而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提高。

5．创新型原则。根据我校场的特点，大课间活动适宜开展有
利于健康的游戏，器械活动将艺术、体育融为一体。

6、安全性原则。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既要让全体学生都参
与到活动中去，又要加强安全管理，确保师生安全，避免任
何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

四、活动对象：全体师生

五、活动时间：大课间（上午第二三节课间）

六、领导小组：组长：肖振宏

副组长：葛吉丁王仕康刘荣会

组员：吴星张锐王文汉董鸿翔史飞李海波

七、活动内容:

1、制定时间表：



因我校是寄宿制学校，在校时间充裕，根据上级部门指示精
神，结合我校实际，制定符合我校实际情况的锻炼时间表，
确保在校生每日锻炼时间超过1小时，具体安排如下：早活动：
20分钟，大课间：30分钟，课外活动：40分钟。从每班抽出
一节体育课分解到各个活动时间段里。

2、优选活动项目：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优选以下活动：

（1）体操类：广播体操：舞动的青春

（2）身体素质练习类：如纵跳、原地高抬腿跑、俯卧撑、蛙
跳、韧带拉伸、12分钟耐力跑等有氧耐力性活动。

（3）趣味游戏：如看谁反应快（推手、打手等）、跳方格及
乡土民间小游戏等。

（4）特色活动项目：如跳绳、踢毽、跳皮筋、滚铁环、掷沙
包等。

（5）球类活动项目：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

3、每年开展一次运动会：视学校具体情况开展常规运动会或
者趣味运动会。

八、活动要求：

1、注意有序开展活动，安全第一。班主任必须强调大课间活
动纪律与安全，协助指导教师开展活动。

2、各年级活动内容进行轮换，打破年级界限。负责每次大课
间活动的指导教师必须提前到位，准备好器材，适时进行安
全教育，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开展好活动。



3、各项目活动限在规定的活动区域进行。不得随意改变安排
的活动内容。

4、雨天各班由自备活动器具安排室内活动。

5、大课间值日教师负责记录各班的活动情况，协助项目负责
教师处理突发事件。

九、管理措施：

1、考勤制度

由政教处联合教务处等部门组织值周领导和教师对前勤做操
进行每日检查，每月对教师出操情况搞好记录做好统计，学
生参加大课间操体育活动的情况做出评价，并且给予扣分，
把此项检查和周流动红旗评选结合起来。

2、竞赛制度

每学期开展一次广播操比赛。

3、评比制度

把大课间操体育活动作为考核学生的一项内容。不合格者不
能评为三好学生。把大课间操体育活动作为评选优秀班集体
的重要内容。不达标的班级取消评比资格，对于开展大课间
活动有特色的班级，年级，学校将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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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三

一、活动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广播操，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培养、规范
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增强学生体质，树立学校的形象，特
举办20xx年度春季课间操比赛。

二、参赛范围：

1―5年级各班全体学生。

三、比赛时间：

20xx年4月27日下午

四、比赛地点：

学校操场（具体要求另行安排）

五、具体程序：

（1）比赛前，提前在预备区整队等候入场。

（2）比赛时，各班成两列纵队带入规定场地，体育委员整队
等候。

（3）听到《共青儿童团团歌》，进行四面转法展示。



（4）《七彩阳光》

（5）集合，退场。

（6）宣布成绩。

六、比赛顺序：

比赛顺序为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四

为了规范学生大课间活动行为习惯，形成文明有序的入场秩
序，展示学生活泼向上的精神风貌，特开展大课间活动跑步
入场展示活动。

展示时间：

20xx年4月26日（周四）课间操时间

展示对象：

全体学生

评价方式：

百分制，总分的20%纳入运动会班级成绩。

评价标准：

1、按时下课，教室内整好队伍，队伍安静有序较快速度下楼，
不抢先，不拖拉，按规定路线下楼。（20分）不好的每人次
扣0、5分。

2、班主任、护导老师在班里整队，按照要求带领学生按照规



定路线出跑步楼门。

3、跑步过程中学生队伍安静，两两对齐，双手端放于腰间，
抬头挺胸，精神抖擞。转弯处拐直角，无拖拉、喧闹现象，
按照规定路线到大操场指定位置。

4、到达操场后能够规范踏步走等待后来班级入场，要求步伐
一致，动作整齐到位，口令或音乐止方能停下。

5、队伍散开时安静快速，按照口令进行队列队形变化，整齐
度高，无乱动现象。

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五

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和
《全日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文件精神，推动
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制定的《关于开
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认真落实《江苏省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范文之规划方案:学校大课间活动
方案。坚持“以人为本，让每一个学生都获得发展”的宗旨，
优化学校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管理，提高其使用率，发挥育
人效益。吸引广大青少年学生走向操场、走向大自然、走在
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确保做到每天锻炼一小时，促
进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谐地发展。

1、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并形成健康意识和终身体育观，确
保“健康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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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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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等的教育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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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今后将艺术、体育融为一体。

1、时间安排。上午第一节课后25分钟（初中部）30分钟（小
学部），任何老师不得挤占大课间活动时间。由于天气原因，
不能进行正常室外活动时，各班在教室进行棋类游戏(器材自
备)或室内操，由班主任组织安排。

2、制度措施。学校制订大课间活动时班主任、体育教师的职
责，具体有：领导督察制、班主任现场督促制、艺体教师指
导制、活动评比制等多种制度，使大课间活动安全有序的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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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的器材原则上由学校购置，其它小型、易损器材由各班组
织学生自带。

4、安全保障。学校要分班划定活动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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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场地均安排教师进行现场活动指导，并督促学
生注意安全。

5、实行激励。学校对大课间活动进行定期评比，把大课间活
动开展情况作为星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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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六

为了认真落实宜兴市教育局、宜兴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关于开展“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
体育活动”的专项督查的通知》文件精神，进一步树立学校
教育健康第一的思想，切实推进“阳光体育活动”，有效提
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丰富学生的体育活动，激发和保持学
生的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促进学校体育课
程的改革和发展，确保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时间，提高
体育活动的质量。根据宜教督(20xx)6号和宜教普(20xx)5号
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活动方案，以落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
体育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活动目的



1、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并形成健康意识和终
身体育观，确保“健康第一”思想落到实处。

2、通过体育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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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
积极向上的学风。

3、通过体育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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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课间体育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王荣清

副组长：毛国祥、邱洪祥

组员：黄华东、赵珍红、蒋海清、谈建强

四、大课间体育活动负责教师：

一年级：吴小仙、赵珍红

二年级：潘惠芬、朱息妹

三年级(1)班：沈艳、黄继英

三年级(2)班：潘菊英、潘福南

四年级(1)班：吕明蔚、邱洪祥

四年级(2)班：宗伟、曹雪花

五年级(1)班：李辉芳、毛国祥

五年级(2)班：黄华东、黄汉勤



五年级(3)班：周志娟、吴玲芳

六年级(1)班：史美春、吴秀春

六年级(2)班：沈彩娥、吴立新

六年级(3)班：万春萍、潘军

五、大课间体育活动内容

一、二年级：以游戏为主：

晴天：(捉迷藏、丢手帕、老鹰抓小鸡等)在校园内进行

雨天：(讲故事、猜谜语、背诗歌等)在教室里进行。

三、四年级：一部分可参考一、二年级游戏内容：另加

雨天：(讲故事、演小戏剧、过独木桥、仰卧起座、夹弹子
等)在教室里进行

五、六年级：

晴天：跑步、跳远、跳高、垒球、篮球、乒乓球、跳绳、踢
毽、拔河等。在校园内进行

以上活动仅供参考，各班都可以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有
序地开展形式多样、学生喜欢的活动。

六、几点说明：

1、大课间体育活动领导小组对本校学生大课间体育活动要加
强领导，平时经常检查督促，并组织有关活动方面的交流与
评比，树立先进，带动全校，保证活动的顺利开展。



2、大课间活动期间，有关负责的教师在活动中要认真负责，
要重点抓安全教育，坚持不做和杜绝有危险性的行为和动作，
始终树立“健康第一”、“安全第一”的观点。要带领你所
负责的学生，创造性地开展体育活动，让每一位学生体会到
运动带来的乐趣。

学校大课间活动方案设计篇七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为学生每天能有体育锻炼时间创造良
好的条件，增强学生的体质，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素
质，促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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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育意识。采取自
制器材和开发利用体育资源，在大课间活动中体现合作，自
主，探究，创新的教学理念。以大课堂为辐射点，促进体育
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创新，体现良好的校风，校纪和学生的精
神面貌，带动校园文化的建设。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
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贯彻
教育部开展“体育艺术2+1项目”实验工作的精神，积极实
施“快乐大课间”活动，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
实现“体育与艺术、科技与创新、趣味与竞技”的完美统一。
从小养成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培养竞争意识、
合作精神和坚强毅力，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二、活动目标

1、开展大课间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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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掌握健身
的方法并自觉锻炼。

2、通过大课间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并形成健康意识和
终身体育观，确保“健康第一”落在实处。

3、在大课间活动中，让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并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活动中来。



4、通过大课间活动，促进师生间、学生间的和谐关系，提高
学生的合作、竞争意识和交往能力。

5、通过大课间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的学
风。

三、活动原则

1、教育性原则。充分发挥大课间活动对学生进行五育教育的
功能，重视活动过程的教育。

2、全员参与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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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全第一原则。严密场地、器材管理，落实行政值周、班
主任、副班主任职责，强化活动过程管理，制订安全预案，
全方位贯彻“安全第一”原则。

4、因地制宜原则。根据我校场地小，在校学生多，人均占地
面积不足的特点，采取以年级为单位，室内、室外分组活动
的形式。室外以学校快乐体育训练为主，群体竞赛为辅;室内
以班级特色创建为主，室内游戏、室内体育活动为辅。

5、科学性原则。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我校从实际出发，
以全面落实教学计划，又不增加学业负担为前提，合理地安
排大课间的课程计划和内容，将艺术、体育、特色创建融为
一体。

6、创新型原则。我校场地小，学生多，大课间活动适宜开展
有利于健康的游戏，跳皮筋，踢毽子，跳绳，摇呼啦圈，拍
球，丢沙包之类的活动。

四、健全机制



(一)安全工作：

2.在指定位置进行规定项目活动，不能擅自进行其他项目活
动，更不能乱窜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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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同学间要互相协作、谦让，互相帮助，共同做好
安全保护工作，不能互相吵闹、争执甚至打架。

(二)班主任职责：

1.要加强安全教育，并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

2.按《大课间活动方案》准备活动器材，做好安全检查工作。

3.检查学生衣着，了解学生的健康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量。

4.活动时，要做好组织及安全防护工作，防止伤害事故发生。

5.如有意外伤害事故，要严格按照《伤害突发事件处理办法》
进行处理。

6.及时做好活动记录，随时接受各级督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