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 武术兴趣社
团(大全8篇)

通过医院工作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医疗服务中的问题，提出
改进的建议，促进医院发展和提高医疗质量。以下是一些关
于综合实践的重要性和作用的论述，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
思考。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一

时间过得真快，本学期又接近了尾声，在此做武术社团本学
期的工作总结。我校武术社团根据德育处、少先队大队部等
工作计划和社团学期计划内容的指示，顺利的完成了本学期
的工作。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同学来说是比较新鲜而陌生的
一个项目。但在我校也已经开展了一年多，虽说不上红红火
火，但也热热闹闹的。学期刚开始，每个学生都抱着期待的
眼神，想知道这个学期武术社团是不是有了更新一步的提升。
所以社团成员对每次上课都是翘首以待，抱着饱满的热情，
认真的学习一招一式。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在武仪武德方面，
社团成员有了明显的提高，每个学生都以礼待人，不以大欺
小，以强欺弱。本着“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的基本精
神，以实现“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根本目的。

整个社团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并且口号是“习武重德，全民
远动，强身健体”。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是密切相连，分不
开的。每次学生都是很勤奋的练习，但每节课都很容易感到
疲倦。经过我和学生的沟通了解分析：

一、可能是学生练得太累，反反复复，觉得太单调枯燥乏味。

二、对抗性的动作太少。



三、每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学生都不能理解透彻。

虽然天气很寒冷，但是学生都很用功地练，练出特色，练出
气势。

武术作为新时代的体育项目，是激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另
一方面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年轻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应
积极响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踊跃加入武术锻炼，把我中华武
术发扬光大。在此，武术社团应保持不骄不燥的心态，完善
自我，积极进取，合理我们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并结合现实
的发展制定我们的目标。

一个学期已经过去了，回首这个学期的工作，总觉得还欠缺
什么，总觉得还有什么不足。不过，在假期内我会拟出一份
详尽的计划书，争取把下学期武术社团的工作、开展的活动
做到更好，更强。我们会以上学期社团参加市青少年艺术人
才选拔赛为榜样，继续发扬、开拓创新！

加强对外发展，与校外相关部门加大合作力度，增强对别人
优点的学习，不断使社团自身发展和自我完善。主动参加一
些公益活动（例如：到社区表演）给自身创造一个锻炼的机
会，也为学校取得好的名声。组织武术社团与其他协会共同
举办一些趣味、公益活动，加深各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总之，还有诸多工作计划将陆续实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武
术社团将会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壮大！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二

一、武术简介

武术又称国术，是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其内容是把踢﹑打﹑
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和
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练习形式，是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



一。

二、武术作用

1、强健体魄

武术运动包含着屈伸、平衡、跳跃、翻腾、跌扑等动作，几
乎人体各部位都要参与运动。系统地进行武术训练，可以使
学生在速度、力量、灵巧、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上都有所
提高。

2、知礼健心

孔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武术讲究“以礼始，以礼
终”。学生通过武术兴趣班练习，不仅仅能开发智力，塑造
完美的人格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可以养成吃苦耐劳、坚忍
不拔、谦逊、宽容、积极、自信的优良品质。

三、教学内容

1、礼仪：武术礼、武术理论等武德教育

2、基本功：（步型、手型、拳法、掌法、腰法、腿法、跳跃
动作等）

3、套路：基础健身套路、自编中国功夫套路

4、器械：功夫扇/双节棍教学/短棍

5、技击：基本拳法、腿法、摔法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武术兴趣班，结合初中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学生
进行训练，使学生了解武术基本技能和知识，提高学生的综



合身体素质和个人素养。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文艺节目表演，以及校内外
武术比赛，给学生提供展示平台，进而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四、其他

场地要求：室内软垫/地毯 人 数：12人 招生对象：初中部
指导老师：覃健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三

时间过得真快，本学期又接近了尾声，在此做武术社团本学
期的工作总结。我校武术社团根据学校工作计划和社团学期
计划内容的指示，顺利的完成了本学期的工作。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同学来说是比较新鲜而陌生的
一个项目。但在我校也已经开展了一年多，虽说不上红红火
火，但也热热闹闹的。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在武仪武德方面，
协会有了明显的提高，每个学生都以礼待人，不以大欺小,以
强欺弱。本着“文明其精神，强健其体魄”的基本精神，以
实现“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根本目的。

整个社团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并且口号是“习武重德，全民
远动，强身健体”。学生的学与老师的教是密切相连，分不
开的。每次学生都是很勤奋的练习，但每节课都很容易感到
疲倦。经过我和学生的沟通了解分析：

一、可能是学生练得太累，反反复复，觉得太单调枯燥乏味。

二、对抗性的动作太少。

三、每个动作的攻防含义学生都不能理解透彻。虽然天气很
炎热，但是学生都很用功地练，练出特色，练出气势。



武术作为新时代的体育项目，是激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另
一方面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年轻一代的青少年学生应
积极响应时代的发展趋势，踊跃加入武术锻炼，把我中华武
术发扬光大。在此，武术社团应保持不骄不燥的心态，完善
自我，积极进取，合理我们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并结合现实
的发展制定我们的目标。一个学期已经过去了，回首这个学
期的工作，总觉得还欠缺什么，总觉得还有什么不足。不过，
我会争取把下学期武术社团的工作、开展的活动做到更好，
更强。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四

武术兴趣小组计划（初级）

王镇东徐艳

2007.9

这学期武术兴趣班的孩子共有25名，全部是新学期参加的小
朋友。孩子们从未接触过类似体育运动，没有任何基础，对
武术的了解也只是一些动画片或电影之类的基础上。为了较
好地进行武术教学，针对本学期幼儿的情况，制定了本学期
的教学计划：

前期主要以基础训练为主，中后期加入武术的简单组合动作。

一、基本动作的练习

1.基础练习一：

手型：拳、掌、勾；手型变换；

步法：马步、弓步。



2.组合动作练习：

长拳组合动作一：预备式、马步双劈拳；弓步冲拳；弹腿冲
拳；弓步冲拳；马步冲拳；并步抱拳。

二、教学方法：

1、讲解法

2、示范法

3、完整教学法和分解教学法

4、练习法

教学中根据课的任务、教材特点和学生接受能力，处理教材
的几种教学方法。教学中要求幼儿有正确走姿和站姿； 走路
时要抬头挺胸、摆动手臂，看起来也格外有精神。而站立时，
也要脊背打直，不可弯腰或挺腹。直立，双脚分开略宽于臀
部，微微屈膝。双眼直视前方，后背挺直。双手握住空拳，
放在臀部。

5、学习配合运动；

学习过程中要配合一些游戏活动或身体练习，如仰卧起坐、
伸伸懒腰，都能使幼儿及时缓解疲劳。

以上是本学期的武术教学计划，相信通过这一学期的兴趣小
组活动，孩子们会有很大的进步的。

镇海幼儿园武术兴趣小组总结

王镇东徐艳

2008.1



又是一学期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武术兴趣小组的活动也即
将告一段落，回顾这学期的武术兴趣小组的活动情况，我们
主要作以下小结：

1、大多数幼儿对学习武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兴趣是幼儿做任何事情的动力和基点，虽然小组成员在练习
身体的柔韧性及协调性时，我们的小朋友觉得学习武术是非
常辛苦的，需要刻苦练习，但通过我们的及时鼓励，激发内
在的兴趣，大部分孩子能自始自终听老师的口令，坚持练习，
每节活动课不缺席。但也有个别幼儿存在不好好学的现象，
把兴趣小组的活动看成是玩，怕苦怕累。发现这种情况,我们
及时和家长或班级老师联系,了解幼儿的内心思想,如果是运
动量过大,我们及时进行休息,如果是单纯的练习使幼儿感到
枯燥的话，就在教学中加入一些游戏。因为学习武术的多是
男孩，比较调皮、好动，因而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好玩、活动
量大的体育游戏。

2、初步掌握了武术中常用的基本手法及步法。

武术活动讲究的是手位与脚部的变化，初期的练习，一举一
动都不能随心所欲，因而，我们首先让幼儿学会了一些正确
的基本动作。

在本学期中我们让孩子们学习的手型有拳、掌、钩，步法有
弓步、马步以及虚步，大部分幼儿能较好的掌握。除了基本
的手型和步法，还学习了一些踢腿动作，如前踢、侧踢里合
腿、单拍脚。孩子们在练习时不但能听从口令，而且步伐有
力，但有个别幼儿的里合腿还掌握的不是很好。

接耳、窃窃私语等行为；对其他幼儿进行身体碰撞，不遵守
安全规则等。为了更好地调控纪律，首先制定了武术常规。

1、教师整理好着装，注重仪表，提前到场地准备上课。



2、学生一律穿运动服、运动鞋上课，不准带帽子、手套、围
巾。严禁携带小刀、笔等物品。

3、开始后，幼儿按教师指定位置，集合队伍。

4、教师宣布课的内容和要求，不擅自离开场地。

5、教育学生注意安全，防止事故发生。

6、总结本课情况，布置课下练习，培养幼儿良好的、积极的
课堂行为习惯。一般来说，学生对武术课的兴趣是很浓厚的。
教师通过自身的教学艺术，不断地变换教学内容和方法，使
学生保持最适宜的学习状态。这样，学生有兴趣练习便会自
觉实现目标。这样即能调动学生兴趣，又能有效地调控课堂
纪律。教师的自我控制 要热爱和关心学生。.对学生充满坦
诚，能关心、热爱学生的教师往往会博得学生的信任和尊重。
融洽的师生关系极易使学生乐于主动接受纪律调控。要保持
镇静和自信。总之，武术课的纪律控制是一种有目的，有计
划的实践活动。武术教师应遵循教育、教学原则，应用控制
论的观念和方法，对武术课的纪律问题进行精心组织、处理，
及时制定好课堂行为管理策略。

4、以迎新年的汇报表演为契机，增强幼儿对武术表演的兴趣，
从而增强对武术学习的坚持性和忍耐力。在表演活动的排练
中，孩子们非常认真刻苦，每次有20多个孩子进行练习，对
动作的学习也非常认真。因而，在经过了四课时的练习后，
对整个演出节目已经掌握得很好，在迎新年兴趣小组汇报活
动中，孩子们各个精神抖擞、动作有力、口令响亮，武术兴
趣小组表演的节目“好小子”获得了全园小朋友的热烈掌声，
也使武术小组的孩子们获得巨大满足和自信！

以上是我对本学期的武术教学总结，通过这一学期有系统、
有计划的训练，孩子们可以说受益匪浅，不但锻炼了孩子们
的身体，而且更培养了孩子们不怕苦、会坚持的韧性。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五

董宽崩

1、指导思想

丰富学校第二课堂，传播武术文化，弘扬武术精神；培养学
生的意志品质和武术运动的能力（包括基本身体素质）。

2、培训目标

通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使学生能够自主演练成套武术动作，
参与学校集体活动的武术表演；能够掌握一定的武术技击方
法，提高对武术文化的热爱。

3、本学期目标

每名学生都能掌握一定数量的武术基本动作，学会一个武术
套路；在学期后段对学生所进行检验。

4、具体安排

一：组织学生报名，制定工作计划

七：基本组合教学——并步抱拳-马步冲拳-弹踢冲拳-震脚砸
拳

5、活动时间：每周二、周四七八节

6、活动地点：体育馆前门

7、预招人数：20人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六

隆化县满族小学

朱艳伟

本学期以来，我有幸担任学校的武术兴趣小组的教学工作。
一学期以来，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教学，学生取得了浓
厚的兴趣，也极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但也有许
多不足之处，现将本学期的工作总结如下：

首先，我关注学生们的思想品质、文化成绩、训练的态度，
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奋力拼搏的意志品质。让学生正确地认
识到武术并不是一味地好勇斗狠，而是一种科学的健身方式，
是磨练意志的良好途径。

其次，通过讲解武术理论，武术热身运动，基本动作练习，
平衡练习等一系列的训练，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武术兴趣，
也增进了他们对武术的感情，在一程度上宣传了本兴趣小组
在校学生心中的地位，活跃了校园的武术氛围。参加本兴趣
小组的学生们大都能吃苦耐劳，刻苦勤奋，对老师所讲解的
理论和基本动作都能领会于心，也都能反复地熟练和掌握，
甚至还有个别学生表现出了较高的天资，这些都是兴趣小组
开办以来令人可喜的结果。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而自己所懂得的只是一点皮毛而已，再
加上自己讲解不够到位，甚至不得力，部分学生仍然表现出
了一点厌烦，有个别学生产生了畏怯和懒惰的心理，我没有
及时地同学生交心，对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心理梳导不力，这
些都是自己带兴趣小组以来感到遗憾的地方。有成功，也必
然有遗憾和不足，当然这些都不是影响我今后工作的因素。
相信自己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一定会再接再厉，有所成就的。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七

武术简介

武术又称国术，是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其内容是把踢﹑打﹑
摔﹑拿﹑跌﹑击﹑劈﹑刺等动作，按照一定规律组成徒手和
器械的各种攻防格斗练习形式，是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
一。

二、武术作用

1、强健体魄

武术运动包含着屈伸、平衡、跳跃、翻腾、跌扑等动作，几
乎人体各部位都要参与运动。系统地进行武术训练，可以使
学生在速度、力量、灵巧、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上都有所
提高。

2、知礼健心

孔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武术讲究“以礼始，以礼
终”。学生通过武术兴趣班练习，不仅仅能开发智力，塑造
完美的人格和强健的体魄，而且还可以养成吃苦耐劳、坚忍
不拔、谦逊、宽容、积极、自信的优良品质。

三、教学内容

1、礼仪：武术礼、武术理论等武德教育

2、基本功：（步型、手型、拳法、掌法、腰法、腿法、跳跃
动作等）

3、套路：基础健身套路、自编中国功夫套路



4、器械：功夫扇/双节棍教学/短棍

5、技击：基本拳法、腿法、摔法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武术兴趣班，结合初中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对学生
进行训练，使学生了解武术基本技能和知识，提高学生的综
合身体素质和个人素养。

2、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文艺节目表演，以及校内外
武术比赛，给学生提供展示平台，进而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四、其他

场地要求：室内软垫/地毯人数：12人招生对象：初中部指导
老师：覃健

武术兴趣班教学工作总结篇八

象脚鼓是一种文化，更是中国的骄傲。中国武术博大精深，
是我国的国粹，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本学期，学校
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成立了武术兴趣小组，宗旨是通过
练习武术，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宽阔的胸怀。回顾这一学
期活动情况做以下总结：

一、大多数学生对武术产生浓厚的兴趣 兴趣是幼儿做任何事
情的动力和基点，虽然小组成员在练习身体的柔韧性及协调
性时，学生觉得学习武术是非常辛苦的，需要刻苦练习，但
通过我们的及时鼓励，激发内在的兴趣，大部分孩子能自始
自终听老师的口令，坚持练习，每节活动课不缺席。但也有
个别学生存在不好好学的现象，把兴趣小组的活动看成是玩，
怕苦怕累，有些就半途而废。发现这种情况,我就多加反思，
如果是运动量过大,我们及时进行休息,如果是单纯的练习使



学生感到枯燥的话，就在教学中加入一些游戏。因为学习武
术的都是男孩，比较调皮、好动，因而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好
玩、活动量大的体育游戏。

好的掌握。除了基本的手型、步法，和踢腿动作，前踢、侧
踢里合腿、单拍脚。

还学习了一些组合动作，如弓步冲拳、马步冲拳、弹踢冲拳
等。学生在练习时不但能听从口令，而且步伐有力，但有个
别学生的里合腿还掌握的不是很好。在掌握好基本步法手法
的基础上进行套路学习，学生对五步拳的掌握还是相当不错，
他们不但能顺利打完套路还能记住每个动作的名称，但也有
极个别学生还未完全掌握。在于“军体拳”的学习过程有了
之前的《五步拳》作为铺垫所以学生学习起来还是比较轻松
的，但是由于此套动作比较复杂而且是快动作较多。所以很
多同学还是动作节奏跟不上。

三、不足之处

由于本学期是第一次开展武术兴趣小组，在组织学习中存在
很多的欠缺与不足。首先学生也是初次接触武术，带起来比
较吃力；其次自己是个新手欠缺经验。

四、改进：

经过一学期的努力，虽然有得有缺，不过都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积累经验的过程。我会在这过程中不断的继续学习、专
研、积累经验，为以后的教学打下基础。在以后要制定具体、
明确的目标，严格要求和管理学生，要形成正规的管理模式，
制定良好的纪律来规范学生，让学生学有所得。我会把继续
提高学生的素质放在首位，为培养学生的体育活动能力提供
更好的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