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精选10篇)
总结的选材不能求全贪多、主次不分，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总
结的目的，把那些既能显示本单位、本地区特点，又有一定
普遍性的材料作为重点选用，写得详细、具体。写总结的时
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
理的个人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一

棋类活动是开发孩子智力，培养孩子成才的一项有益的活动，
利用棋具有迷人魅力的特点以及胜负对人的心理制约，促进
小学生调动自己的一切智力与非智力因素与对手进行搏弈，
将有利于调动小学生潜在的能力，锻炼他们的智能、体能，
培养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下棋无限变化的过程中
发展学生的`想象力与判断力。同时也丰富了同学们业余文化
生活，还能提高同学们稳重、镇静、细心、恒心、不骄不躁
的优秀品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下棋既能陶冶性情
又能锻炼智力，还可以磨练性情；下棋可以锻炼人的头脑，
也可以锻炼人的品德，有益于身心健康；下棋可以促进个性
的全面发展，能培养和改进人的思维，增强记忆力和随机应
变能力，提高集中注意力；下棋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使聪明的孩子更聪明。在这一个学期里，我们棋类兴趣
小组的活动提高学生活动兴趣，增长学生棋艺水平，陶冶学
生的性情。现将棋类兴趣小组的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参加本学期兴趣小组活动的同学是分别来自2－6年级有40多
个同学，他们一部分是参加象棋活动的，一部分是参加围棋
活动的。他们都自觉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周四下午活动课自
觉集中在指定教室里开展活动。虽然他们的年龄存在较大的
差异，水平也高低不一，但他们学习情绪高涨，对该活动有
着浓厚的兴趣。



通过向学生讲述中国象棋和围棋的来历，渊源悠久的历史，
以及有关象棋围棋的种种趣闻逸事，增长学生的见识，拓宽
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的活动兴趣和民族自豪感。同时向学
生讲解象棋围棋对于个人甚至国家的作用，不仅使学生知道
象棋围棋可以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增长智力，而且可以促进
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本学期主要对于学生进行了棋类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训
练，使学生了解下棋规则，知道怎样开局，中局战略如何部
署以及残局的走法。在活动过程中，我以练习为主，老师讲
解辅导为辅，积极的使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理论知识，提高棋
艺。

经过一学期的努力，棋类兴趣小组培养了学生学习象棋、围
棋的兴趣，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并且培养了学生的良好的兴
趣，陶冶了学生的性情。我相信我们的棋类活动组会越办越
红火。

在本学期的下棋兴趣班活动中有收获，也有很多的不足：如
有的学生在下棋时说话声音较大，影响了阅读的同学；有的
学生下完棋趁老师不注意不收棋就走了；还有的同学不摆桌
椅也回班了。总之，在以后的活动中，我会更加努力争取把
工作做得更好。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二

象棋，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一种对学生进行全面教
育的平台，挖掘象棋的各种教育价值，对于提升学生的各种
素质是大有帮助的。象棋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象棋活动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它不仅有益
身心，容易开展，还能锻炼人的思维，增强人的毅力，强化
竞争意识。大量事实证明，下棋对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长起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



象棋教学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竟胜心和乐
于钻研的精神，促进学生学习提高，而不是专门培养象棋国
手。中国象棋作为我校的新兴学科，在学校教学尚属“兴趣
教育”的范畴。因此我们把课堂象棋教学的目标定为：培养
人人学会下象棋，在象棋对弈活动中，培养学生对象棋的兴
趣，激发他们的进取心和钻研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学业的发
展。

所谓“三要”即：一要运用大棋盘反复地多次讲解中国象棋
的各种开局法，单个战术手段，战术组合、简单实用残局、
实用残局、实战对局，要特别强调让学生快速出动棋子，占
领主要道口，俗话说：“三步不出车，棋在家里输。”意思
是要迅速开动大子，否则让对方攻过来很容易输棋。

二要学生学会记谱和读谱。记谱就是要求学生在下棋时把与
别人对弈的棋记录下来，以便下完棋后进行复盘，检查下棋
得失与优劣。读谱要和实战相结合，学习棋谱是提高象棋水
平的一种重要方法，要求学生不生搬硬套，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分析它的缺点，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吸收和
运用。实战对局是提高棋艺的主要手段，学习棋谱是为了实
战，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加深对棋书、棋谱上知识的理解、消
化和吸收；只有多进行实战，才会有直接的经验与体会，才
不会“纸上谈兵”。

象棋也是一种智力竞技，它着法深奥，变化繁复，对于训练
学生的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空间想象能力非常有价值。因
此，象棋活动是一种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快速思维能
力的增智活动。

下棋具有调节人的心理的功能。人的健康不仅仅是生理方面
的健康，也包括健康的心理状态。下棋能增强心理调节能力
和稳定的情绪表达，达到对待胜败心态平和，“胜不骄，败
不馁”；在面对挑战时，从容不迫，以稳制胜。



下棋让学生一方面体会到各种“妙招”“奇招”的智慧之美。
另一方面，在象棋活动中，学生喜欢竞争，喜欢出新招，这
就强迫他们不断地开动脑筋去思考，同时为了赢的别人，他
们要必须大胆心细。这些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同时，能有效地培养男同学以“静”克“躁”；女同
学“柔”中带“刚”的情操。

如上所述，我们棋类兴趣小组教学，目的是培养人人学会下
棋，在象棋对弈活动中，培养学生对象棋的兴趣，激发他们
的进取心和钻研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学业的发展。棋德人品
的培养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不断
引导。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三

由于象棋在学生当中有一定的基础性，很多学生对此深感兴
趣，同学们踊跃参加，学校对此搭建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在
校园里涌动着一股对艺术的强烈情趣。象棋兴趣小组的形成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强烈愿望。

原来的成员大多已毕业，小组成员严重不足。通过宣传、选
拔，最后确定了20名学生。然后给他们讲解了小组活动的意
义，明确了目标，安排了活动内容，依次是象棋知识基础知
识的讲座，入门知识讲解，走棋技法等，每周星期五在六年
级一班教室进行。

1、为了更好的开展好我校象棋兴趣小组活动，激发学生的浓
厚兴趣，提高学生的走棋技能，为了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能
力，产生对生活的热爱，交待活动要求，鼓励学生努力学练，
讲解了象棋基础知识，并与学生交流体会。

2、分组讲解，分组练习，学生互评，体会交流，老师点评，
活动后提出要求，加大课余时间的练习。学生比前有了明显
的变化，也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报名参加。使学生象棋水平明



显提高，一步步踏入了正规的练习。

3、每次练习后给学生分析出现的问题，指出优点，激励学生
对此项活动的热爱，增强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发展了学生的
思维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

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多方查找资料开发出了《运动
与健康——象棋》，教材的顺利开发是每周的兴趣小组活动
有了可靠的保障。

1、教师理论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和加强。教育教学的方法也
有待提高。

2、在课堂的指导力度还不够。在教学计算步数较多的棋路时，
总感力不从心。

1、积极参加各级业务培训学习，并不断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
棋力水平。

2、继续在以后的工作中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素质。

3、象棋兴趣小组的管理要做的再细、再认真一些。

4、积极备战，准备参加各种小学生象棋比赛。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四

面对这种情况，我开始认真收集有关跳跳棋的材料，思考跳
跳棋教学的思路。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肯定要从简单的规则
教起。怎么教呢?我抓住孩子对跳跳棋充满好奇的心理，慢慢
引导，利用多媒体展开教学，多次投影示范，让学生明白跳
跳棋最基本的“跳”的规则。然后放手让学生在实践中练习。
一开始棋摆太多肯定会让这些小朋友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因此我要求他们从两人对弈开始练习。对于学习动手实践能



力比较差的同学我注重个别辅导，结对子互相帮助。在实践
中我引导孩子寻找不同的下棋伙伴，锻炼自己的棋艺，并展
开对弈比赛，让孩子在活动中获得成功的体验。按指导、练
习、竞赛的思路，由低到高让孩子在实践中不之不觉提高了
下跳跳棋的技能，激发了孩子学习、活动的兴趣。特别在对
弈竞赛中，孩子的兴趣特别浓厚，那些获胜的同学，总是引
来别的学生羡慕的眼光，带动了整个兴趣小组活动的氛围。

最佳路线。当有学生获胜，或者走了一步好棋，都能激发活
动成员的智慧，让学生认识到这不变中的万变，擦出智慧的
火花。

活动课似乎是我主要教学科目工作的一个点缀，但我也同样
投入。我希望在今后的活动课教学工作中，心中的激情不会
泯灭，学生的兴趣依旧盎然，智慧的火花不断闪现。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五

一个学期的象棋校本课程活动工作已经结束，在学校的正确
指引和全校教师的大力支持下，我紧紧围绕素质教育的各项
要求，以及中国象棋的教学特点，完满的完成了象棋校本课
程活动的各项工作。现对一学期的工作总结如下：

中国象棋的学习主要以学生自学打谱、锻炼思维为主的，各
种形式的对弈都是为学生学会思维作基础的。正是由于棋类
活动的这一特点。我们首先将中国象棋小组分为两个不同层
次的小组：即范学鹏、赵虎伟赵虎伟、赵志平、王婷等已经
有较好基础的学生为一组、其他肖玉峥、放渊博、左通等学
棋时间短的学生为一组。这样更易于学生掌握不同层次的知
识，进行不同层次的教学。赵虎伟等同学的主要教学内容的
是象棋布局与布局陷阱、残局初步知识和实战为主;王建业、
李杰、李旺、等主要学习棋子的功能与走法，胜负和和判定
及基本残局。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比如：在学习棋子的功能与走法时，我们指定要学的内容，



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实践、去体会，最后老师与学生共同总结。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与活动，发现学生学习效果非常好，而且
培养了学生的自学和创新能力，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思维。

为了检验学生在象棋兴趣小组的学习情况，我还分别在不同
阶段举行了象棋种比赛。在刚刚学完基础知识后，举行了基
础知识竞赛和小组内部的对弈比赛。高班在学习完残局初步
知识之后就举办了全组性质的解残局高手赛，并在10月份
和11月份又分别举行了全班循环赛和种子选手选拔赛。由于
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使象棋兴趣小组的学生知识掌握的更扎
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增强了全校学生学习象棋、锻炼
思维的积极性。现在，大家都以会用象棋来给自己的大脑做
体操为荣。

(1)教师理论水平还要进一步提高和加强。教育教学的方法也
有待提高。

(2)在课堂的指导力度还不够。在教学计算步数较多的棋路时，
总感力不从心。

(3)象棋活动的管理方面还需要加强。

(1)积极参加各级业务培训学习，并不断通过自学提高自己的
棋力水平。

(2)继续在以后的工作中开展各种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素质。

(3)象棋兴趣小组的管理要做的再细、再认真一些。

(4)积极备战，准备参加各种小学生象棋比赛。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六

不知不觉中，一学期又过去了，在工作之余我不断学习，勇



于创新，大胆实践，努力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做到与时俱
进。在兴趣小组活动过程中，我尝试让学生用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以培养智力因素（棋艺）与非智
力因素（兴趣、情感、性格、意志等）相结合为原则，以发
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重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为学生终身喜爱棋类、学习棋类、享
受由此带来的快乐奠定良好的基础。

要让孩子们学会下棋，首先要让孩子们了解棋的种类及其发
展历史，本学期，我运用第一节兴趣小组课，就向孩子们介
绍了五子棋，重点介绍了五子棋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了棋
类的渊源历史，他们深深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极大
的激发了孩子们学习棋艺的兴趣。

在教学中，不是一味的讲解棋艺的理论知识，而是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少讲多练，让学生在每一堂课中都能学到一点
棋艺的知识，而用更多的时间去下棋，这样，他们可以边学
理论边实践，这对于增长孩子们的棋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
能力很有好处。另外，在课堂上，我还随时针对孩子在下棋
中表现的不足之处，比如一些错误的走发，及时给于讲解、
指导。

下棋如做人，在某些方面也体现着一个人的素质，在孩子们
学棋之初就应该及时培养孩子们棋艺中的良好行为习惯，在
刚开始的几节课中，有的孩子高声喧哗、随便悔棋，别人下
棋时指手画脚等不良习惯，针对这种情况，我及时教育，让
学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后来的下棋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
氛围。另外，为了让孩子们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我经常教
育孩子们下棋也要三思而后行，对局势多分析、深思量，做
到知己知彼，出棋不悔，过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兴趣小组建立之后，我及时了解孩子们下棋的情况，有的孩
子还不会下棋，有的刚刚学会走棋，针对这种情况，我及时
给他们分组，让他们同种情况的分为一组，使其能棋逢对手，



这样便于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学习、提高，使他们乐于
其中。

在整个兴趣小组活动过程中，我经常隔以两个星期举行一次
棋类比赛，这样孩子们的兴趣很高，激发了他们的斗志，挖
掘了孩子们的潜能，培养了孩子们的智力。

如上所述，我们五子棋兴趣小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会下棋，
在棋对弈活动中，培养学生对下棋的兴趣，激发他们的进取
心和钻研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学业的发展。棋德人品的培养
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不断引导。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文档为doc格式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七

棋艺是中华民族文苑瑰宝,开展棋类活动不仅可以开发我们的
智力,培养分析、计划,逻辑思维能力和局面判断能力,而且可
以通过棋类活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我们稳重、镇静、
细心、恒心、不骄不躁的优秀品质。棋类兴趣小组根据自身
特点，制定以下活动计划：

1、利用棋类具有迷人魅力的特点以及胜负对人的心理制约，
促进成员调动自己一切智力与非智力因素与对手进行战斗，
这有利于调动成员的`潜在能力。

2、通过下棋活动，培养成员良好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3、棋类运动是各种矛盾在辩证统一基础上的结合，在下棋的
无限变化过程中发展想象力与判断力。

1、每月以“打擂、挑战”形式，加强灵活运用，提高成员的
综合能力。



2、设“擂主”，让成员发起挑战，激发好胜心理。

3、每月评一次积极参与分子

4、年末以照片形式展出。

1、9月份，象棋擂台赛。

2、10月份，军棋擂台赛。

3、10月份，跳棋擂台赛。

4、11月份，五子棋擂台赛。

5、12月份，象棋擂台赛。

为便于学员进行日常训练和比赛，需要购买各种棋具三副

拟定于每周二、五下午4点至5点作为比赛活动时间。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八

要让学生们学会下棋，首先要让学生们了解棋的种类及其发
展历史，本学期，我们运用第一节兴趣小组课，就向学生们
介绍了围棋、象棋、跳棋、军棋等棋类，重点介绍了围棋和
象棋的发展史，让学生了解了棋类的渊源历史，他们深深为
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极大的激发了学生们学习棋艺的
兴趣。

在教学中，不是一味的讲解棋艺的理论知识，而是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少讲多练，让学生在每一堂课中都能学到一点
棋艺的知识，而用更多的时间去下棋，这样，他们可以边学
理论边实践，这对于增长学生们的棋艺，培养学生们的创造
能力很有好处。另外，在课堂上，我们还随时针对学生在下



棋中表现的不足之处，比如一些错误的走发，及时给于讲解、
指导。

下棋如做人，在某些方面也体现着一个人的素质，在学生们
学棋之初就应该及时培养学生们棋艺中的良好行为习惯，在
刚开始的几节课中，有的学生高声喧哗、随便悔棋，别人下
棋时指手画脚等不良习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及时教育，
让学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为后来的下棋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和氛围。另外，为了让学生们形成良好的意志品质，我们经
常教育学生们下棋也要三思而后行，对局势多分析、深思量，
做到知己知彼，出棋不悔，过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兴趣小组建立之后，我及时了解学生们下棋的情况，有的学
生还不会下棋，有的刚刚学会走棋，针对这种情况，我及时
给他们分组，让他们同种情况的分为一组，使其能棋逢对手，
这样便于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学习、提高，使他们乐于
其中。

在整个兴趣小组活动过程中，通过实际棋类比赛，培养学生
们的意志，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挖掘了学生们的`潜能，培
养了学生们的智力。

总之，通过棋类兴趣小组课外活动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在快乐
气氛中，发挥个人兴趣爱好，培养特长，养成顽强的品质，
达到益智娱乐，娱乐益智的目的。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九

棋类是中华民族文苑瑰宝，开展棋类活动不仅可以开发小学
生智力，培养学生分析、计划、逻辑思维的能力和局面判断
能力，而且可以通过棋类活动，提高少年儿童对棋类活动的
兴趣，为中华民族的棋类事业奠定人才基础。

1、利用棋具有迷人魅力的特点以及胜负对人的心理制约，促



进小学生调动自己的一切智力与非智力因素与对手进行战斗，
这将有利于调动小学生潜在能力。

2、通过下棋训练，使小学生的左右脑平衡，同时锻炼智能、
体能，培养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

3、棋类运动是各种矛盾在辩证统一基础上的结合，在训练下
棋的无限变化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想象力与判断力。

4、通过开展棋类活动，丰富同学们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同学
们稳重、镇静、细心、恒心、不骄不躁的优秀品质，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1、下棋是有益的活动，既能陶冶性情又能锻炼智力，还可以
磨练性情。

2、可以锻炼人的头脑，也可以锻炼人的品德，有益于身心健
康。

3、可以促进个性的全面发展，能培养和改进人的思维，增强
记忆力和随机应变能力，提高集中注意力。

4、可以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聪明的孩子更聪明。

1、每月以“打擂、挑战”形式，加强灵活运用，提高学生的
综合能力。

2、设“擂主”，让学生发起挑战，激发学生的好胜心理。

3、每月评一次积极参与分子。

1、积极开展棋类(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第二课堂，每
周周一到周四下午课外活动时间训练。

2、重点训练棋类尖子，多层次培养后备人才。



3、每周举行一次比赛，锻炼学生。

棋类兴趣小组活动总结篇十

跳棋，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一种对学生进行全面教
育的平台，挖掘跳棋的各种教育价值，对于提升学生的各种
素质是大有帮助的。跳棋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是
人类智慧的结晶。跳棋活动早已走进千家万户，它不仅有益
身心，容易开展，还能锻炼人的思维，增强人的毅力，强化
竞争意识。大量事实证明，下棋对人的身心健康和成长起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

跳棋教学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的竟胜心和乐
于钻研的精神，促进学生学习提高，而不是专门培养跳棋国
手。中国跳棋作为我校的新兴学科，在学校教学尚属“兴趣
教育”的范畴。因此我们把课堂跳棋教学的目标定为：培养
人人学会下跳棋，在跳棋对弈活动中，培养学生对跳棋的兴
趣，激发他们的进取心和钻研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学业的发
展。

所谓“三要”即：一要运用大棋盘反复地多次讲解中国跳棋
的各种开局法，单个战术手段，战术组合、简单实用残局、
实用残局、实战对局，要特别强调让学生快速出动棋子，占
领主要道口，俗话说：“三步不出车，棋在家里输。”意思
是要迅速开动大子，否则让对方攻过来很容易输棋。

二要学生学会记谱和读谱。记谱就是要求学生在下棋时把与
别人对弈的棋记录下来，以便下完棋后进行复盘，检查下棋
得失与优劣。读谱要和实战相结合，学习棋谱是提高跳棋水
平的一种重要方法，要求学生不生搬硬套，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分析它的缺点，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吸收和
运用。实战对局是提高棋艺的主要手段，学习棋谱是为了实
战，只有通过实战才能加深对棋书、棋谱上知识的理解、消
化和吸收；只有多进行实战，才会有直接的经验与体会，才



不会“纸上谈兵”。

三要以棋养德、以棋增智、以棋调心、以棋陶情。跳棋也是
一种智力竞技，它着法深奥，变化繁复，对于训练学生的推
理能力和抽象思维、空间想象能力非常有价值。因此，跳棋
活动是一种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快速思维能力的增智
活动。

下棋具有调节人的心理的功能。人的健康不仅仅是生理方面
的健康，也包括健康的心理状态。下棋能增强心理调节能力
和稳定的情绪表达，达到对待胜败心态平和，“胜不骄，败
不馁”；在面对挑战时，从容不迫，以稳制胜。

下棋让学生一方面体会到各种“妙招”“奇招”的智慧之美。
另一方面，在跳棋活动中，学生喜欢竞争，喜欢出新招，这
就强迫他们不断地开动脑筋去思考，同时为了赢的别人，他
们要必须大胆心细。这些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发展都非常有利。
同时，能有效地培养男同学以“静”克“躁”；女同
学“柔”中带“刚”的情操。

如上所述，我们棋类社团教学，目的是培养人人学会下棋，
在跳棋对弈活动中，培养学生对跳棋的兴趣，激发他们的进
取心和钻研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学业的发展。棋德人品的培
养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这需要长期的潜移默化，不断引导。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