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跑步教案(优质8篇)
高三教案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密切合作的产物，需要教师与学
生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共同努力实现教学目标。下面是一
些初三教案的范文，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

体育跑步教案篇一

1.儿歌对完后才能开始跑。

2.被抓到时，两个幼儿要互换角色。

玩法：

若干幼儿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几个幼儿站在圈内扮作荷
花，圈上幼儿围着荷花和荷花对歌。（圈上幼儿：荷花荷花
几时开？圈内幼儿：一月开。）一月不开几时开？二月开。

……六月荷花朵朵开。

体育跑步教案篇二

（一）“怎么让你的小人跑起来？”

1、每位幼儿手拿一个“跑步小人”进入场地。师：这里就
是“跑步小人”参加比赛的场地了。我们要让手里的小人在
跑道上进行跑步比赛，那怎么样才能让他跑起来呢，请你想
个办法吧！请幼儿尝试各种办法让小人在“跑道”上跑起来。

2、请幼儿说说，试试，你是怎么让“跑步小人”跑起来的？

（二）“猜猜我的小人是怎么跑的？”

1、请老师的“跑步小人“出场。师：老师也带来了一个“跑



步小人”，我也有一个办法让他跑起来，想一起看看我的小
人是怎么跑的吗？教师操作“跑步小人”在跑道上动起来。

2、幼儿猜猜，为什么老师的“跑步小人”可以不用手推（或
不用嘴吹等）便可以在跑道上跑起来呢？幼儿根据自己看到
的，进行合理想象。

3、揭密神奇之处。

（三）“你的小人也能这样动起来吗？”

1、请幼儿利用所提供的材料，运用磁性原理制作游戏材料，让
“跑步小人”动起来。师：桌上有很多材料，你去试一试这
些不同的材料，看看什么材料是能够让小人随着吸铁石在跑
道上跑起来的。幼儿探索，教师根据幼儿能力，适当给予指
导；鼓励幼儿尝试探索所有的材料。

2、动一动。请幼儿带领自己的“跑步小人”到跑道上让他是
试着跑一跑。

3、发现规律。

（2）验证。

（3）找到规律，揭示磁性原理：原来吸铁石是有磁性的，它
可以吸起铁制的物体，像铁片、回形针，当把它们固定在小
人的底部时，手在跑道上移动吸铁石，小人就会跟着吸铁石
一起跑了；而当塑料片、积木这样不是铁制的物体固定在小
人底部时，它不会跟随吸铁石一起走的。

（四）“看看谁的小人跑得快！”

1、热身运动。分组进行，看看哪队的小人跑得又快又稳。

2、调头接力赛。分组进行；要求跑完跑道后调头，中途小人



停住不走了，要用吸铁石吸住他继续前行，不能借助手来帮
忙；率先跑完六人的组获胜。

体育跑步教案篇三

1.学生简单活动身体各部位关节后，成一路纵队以跳、跨、
钻、滚等方式，慢跑穿越各种障碍。

2.每名学生跑到折返点时，从球筐内取出一个实心球后，迅
速返回起点。

3.学生分成两组，其中将班级中耐力跑水平较高的学生分成
一组扮演“小偷”，其他同学扮演见义勇为的好少年。

体育跑步教案篇四

上个星期，由于学习压力太大，王老师想让我们锻炼一下身
体，就组织我们全班在队会课上在大操场上举行一次男女接
力赛。

那天，队会课上老师讲完事情后，我们如猛虎下山一样冲向
大操场，排好了队老师还跟我们分了组，男同学为1组，女同
学为2组。我们还做了准备活动。这时，有些女生就围在一起
讨论怎么胜利的方法;我们呢，邓智恒很有大将风度地拍拍我
的肩，说：“好好跑!争取胜利!”到底怎样呢?我们比赛见分
晓。

“各就各位,预备……”只听“砰”的一声，我们组的谭传仁
和2组李乾飞快地向前冲去。不一会儿，前面五棒已经快跑完
了，但这时2组仍然领先我们两米左右。这时就轮到我了,队
友向我跑来，把棒交给了我，“呼”地一声飞快的向前冲去。
跑到边上站满了人,他们的目光都投向我的身上，我们组的同
学们在那大喊：“加油……加油……”我跑到25米的时候觉
得感觉还不错,已经快追上2组的同学了。我心想，如果我帮



我们组赢得了胜利，那将是多么光荣的事啊，所以我使足了
劲，更加努力地向前奔去。但在25米之后，我的脚有些发软
了,速度也减慢了一些，我的体力减少了很多,速度明显减慢.
要跑最后一到15米的时候,我的脚完全发软了,跟本冲不了了。
最后到我准备要冲刺的时候,身子不知怎么的向前倾了一下,
险些摔倒。这一下,我又跟2组拉开了距离。她们在这个时候
冲到了我的前面。由于我的失误与2组又拉大了距离……最后
一棒的邓智恒很不甘心，他接到接力棒后又如同导弹发射一
般向另外一边跑去。只见他与其他组的差距是越来越小，但
由于前面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最终还是无能挽回。我们男同
学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回教室。

虽然我们在这次活动中失败了，但是只要吸取这次的教训，
下次一定取得好成绩。

体育跑步教案篇五

1、上课响铃体育委员会与体育教师集合队伍与整理队伍。

2、体育委员或教师通过队列报数或点名了解学生出勤情况。

3、教师导入语。

4、体育委员带领学生慢跑，教师场地上移动或随队跑，鼓励
提醒学生不掉队。

5、学生模仿教师做几节徒手操。

6、以上练习用时10分钟。

体育跑步教案篇六

..开展跑步运动活动，可以磨炼同学们的意志和品质，培养
他们良好的锻炼习惯，有效提高同学身体素质。下面是我整



理的，欢迎阅读!篇一为全面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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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响应聊城市教育局下发的开展“4312”活
动要求，通过开展跑步活动，磨炼青少年学生的意志品质，
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有效提高学生体质特别是耐力素质水
平，进一步掀起阳光体育运动的新高潮。现将一学期以来活
动情况做如下总结。

一、成立领导小组，有专人负责我班成立了领导小组，校长
任组长，副校长任副组长，教导处领导及班主任教师为成员。

二、做好宣传工作，齐心协力加强宣传营造阳光体育运动的
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板报、宣传栏等各种宣传手段，开
设专题栏目，大力宣传阳光体育运动，广泛传播健康理念，使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理念深入人心，唤
起师生对健康的关注。

三、全部参与，持之以恒

所有健康学生每天坚持跑步1000米以上。而且做好班级日志，
由班长组织检查、统计工作。节假日，由学生自己就地坚持，
回校后写心得体会，统计长跑里程。

四、形式一是早上在家里的地坝和在上学路上平坦的路上可
以进行跑步练习;二是在学校的大课间活动期间在教师的统一
指导下进行跑步练习绕学校操场3圈;三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进行跑步练习。如果是下雨天，则可以在家里比较宽的屋里
进行跑步，我们也提倡到户外进行跑步练习，特别是春暧花
开的季节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更希望有条件的学生
进行野外跑步，比如在花开的田埂上跑步，当我们呼吸着带
有花香的田野里跑步，那真正的是一种享受，同时也能提高
学生长跑的兴趣。

五、积累经验、巩固实效我校将“阳光体育”与相关校园体



育文化结合，开展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活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在活动开展中我们还注重挖掘特色，树立典型，推广
经验，引导学生在开展活动的同时，注意活动的后续宣传，
鼓励学生写长跑日记，与其他班级或学校学生分享长跑体验。
使冬季长跑活动真正成为重要的教育活动形式，实现以体育
为手段，磨练学生意志品质，培养集体主义情感，提升学生
耐力素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活动目标。

了坚实的基础，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锻炼出强健的体质。

体育跑步教案篇七

幼儿的睡眠习惯很重要由于是新生班，孩子们入园也就才第
三周。孩子们睡眠习惯特别的不好。每到午睡时间，进入午
睡室，孩子们就吵吵闹闹的，讲个不停，有的孩子甚至一到
睡觉时间就开始哭闹……每天孩子们睡觉，我们两位老师和
保育员，都要一起看护。哄着这个、拍着那个、又要陪着。

体育跑步教案篇八

作为一名无私奉献的老师，可能需要进行教案编写工作，教
案是备课向课堂教学转化的关节点。那要怎么写好教案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跑步小人》中班教案，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1、运用磁性原理制作并操作游戏材料，让“跑步小人”动起
来。

2、体验科学探索和游戏带来的快乐。

3、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4、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成功的喜悦。



5、激发幼儿乐于探索科学实验的乐趣。

1、磁铁、小铁片、回形针、塑料片、积木，双面胶；

2、幼儿活动材料人手一份；

3、硬卡纸制作的“跑道”3个；

4、“跑步小人”范例。

（一）、“怎么让你的小人跑起来？”

1、每位幼儿手拿一个“跑步小人”进入场地。师：这里就
是“跑步小人”参加比赛的场地了。我们要让手里的小人在
跑道上进行跑步比赛，那怎么样才能让他跑起来呢，请你想
个办法吧！请幼儿尝试各种办法让小人在“跑道”上跑起来。

2、请幼儿说说，试试，你是怎么让“跑步小人”跑起来的？

（二）、“猜猜我的小人是怎么跑的？”

1、请老师的“跑步小人“出场。师：老师也带来了一个“跑
步小人”，我也有一个办法让他跑起来，想一起看看我的小
人是怎么跑的吗？教师操作“跑步小人”在跑道上动起来。

2、幼儿猜猜，为什么老师的“跑步小人”可以不用手推（或
不用嘴吹等）便可以在跑道上跑起来呢？幼儿根据自己看到
的，进行合理想象。

3、揭密神奇之处。

（三）、“你的小人也能这样动起来吗？”

1、请幼儿利用所提供的材料，运用磁性原理制作游戏材料，让
“跑步小人”动起来。师：桌上有很多材料，你去试一试这



些不同的材料，看看什么材料是能够让小人随着吸铁石在跑
道上跑起来的。幼儿探索，教师根据幼儿能力，适当给予指
导；鼓励幼儿尝试探索所有的材料。

2、动一动。请幼儿带领自己的“跑步小人”到跑道上让他是
试着跑一跑。

3、发现规律。

（2）、验证。

（3）、找到规律，揭示磁性原理：原来吸铁石是有磁性的，
它可以吸起铁制的物体，像铁片、回形针，当把它们固定在
小人的底部时，手在跑道上移动吸铁石，小人就会跟着吸铁
石一起跑了；而当塑料片、积木这样不是铁制的物体固定在
小人底部时，它不会跟随吸铁石一起走的.。

（四）、“看看谁的小人跑得快！”

1、热身运动。分组进行，看看哪队的小人跑得又快又稳。

2、调头接力赛。分组进行；要求跑完跑道后调头，中途小人
停住不走了，要用吸铁石吸住他继续前行，不能借助手来帮
忙；率先跑完六人的组获胜。

磁铁是幼儿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物品，磁铁能够吸铁的特
性决定了它备受幼儿青睐。在这次科学活动中，孩子们通过
玩一玩、说一说、想一想、找一找等形式，知道了磁铁能吸
住铁制的物品。所以也叫做吸铁石。孩子们在自主的动手操
作探寻中，发现了有趣的自然科学现象，在集体的相互交流
中，满足了幼儿积极表现自己的机会，从而很好地调动了幼
儿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同时也增进了幼儿语言表达能力
和交流能力，这也达到了我们"支持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