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深圳小学大课间 大课间活动方
案(优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深圳小学大课间篇一

红小因为操场、厕所都在校园门外，学生在活动和上厕所时
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保证学生安全，特制定本预案。

一、 存在的安全隐患：

1、 学生有可能受到车辆的伤害。

2、 学生在操场活动或上厕所可能会摔伤碰伤。

3、 有可能受到针对学生的暴力伤害。

二、 应对措施：

1、利用校会、班会强调活动范围。前到厕所，后不能过院墙，
躲开左右车辆可能出现的胡同。必须在教师的视线范围内活
动。值周教师督导，班主任、任课教师参与管理，学校安保
主任和负责人检查。

2、 教育学生在操场活动和外出上厕所要注意躲避车辆。

3、 课间文明游戏，文明使用厕所，不推搡、拥挤，避免摔
伤。



4、 各班同学上厕所和活动要结伴。

5、 各班选出安全监督员3名，设组长，负责协助老师检查本
班安全。

6、 值周教师在课间应与学生一起活动，对学生安全负责。

7、 课上学生安全由任课教师负全责。

三、 意外事故的处理：

1、 如出现重大安全事故，马上向中心小学张校长汇报。

2、 班主任及时联系意外学生家长，在家长到来之前安抚学
生。

3、 成立事故处理小组，孟宪雷陈福军 赵景山 负责积极安
排医疗救治相关事宜，如联系卫生所、调拨车辆、拨打急救
电话。

4、警惕暴力事件。一旦发生针对学生的暴力伤害事件，村小
全体教师有责任抵制暴力、立即制止伤害，使学生受到保护。
并联合护校人员、以及附近家长和各种社会力量和拨打110报
警电话彻底平息暴力。

深圳小学大课间篇二

为推进快乐校园建设，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确保学生每
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结合
我校的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推广快乐大课间的目的

1、通过丰富多彩的课间活动把学生吸引到各项体育活动中，



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加与，在乐中练，在练中乐。

2、通过体育课向学生传授各种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使学生
学会锻炼，在体育活动中加以强化、提高，变成学生自身的
需求，成为终生参与的项目。

3、使学生感受到大课间锻炼带来的好处，从理论上认识到健
身的重要性，从而使真、善、美成为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养成终生体育的习惯。

4、通过锻炼，增强体质、健全心理，集中精力进行学习。

二、大课间活动时间

每天上午9：40——10：10，下午3：00——3：30

三、活动内容

各种游戏级有意义体育活动。(舞蹈、武术、阳光伙伴合作跑、
跳绳、踢毽、校园秧歌舞、呼啦圈、游戏、儿童健身操、等)

四、组织要求

全体师生都要参与到快乐大课间中去，班主任尽量与所教班
学生

一起活动，值班教师对各班开展的大课间活动进行检查督促，
每次活动都有老师带领，确保活动安全。各班要保证学生全
员参与，除生病请假的外，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

五、实施措施

1、活动量由指导负责，要提前安排好活动内容的顺序以及活
动量，要符合人体运动的变化规律。



2、活动要有实效，要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全面发展。

3、对学生要进行安全教育，加强安全管理，同时教师要高度
负责，要组织好、指导好，以防为主，做到器械保护与人员
保护相结合，杜绝事故的发生。

深圳小学大课间篇三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教育局，省基础教研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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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
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把大课间作为我省落实“保证中
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经研究，决定
于20xx年10月举办河南省中小学“最美大课间”展评活动。
现将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活动方案要求，积极参加
展评活动。

附件：河南省中小学“最美大课间”展评活动方案

河南省教育厅

20xx年3月28日

附件

河南省中小学“最美大课间”展评活动方案

一、活动目的

深入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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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
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等文件精神，把大课间体育活动做为
阳光体育运动的重要载体和基本途径，确保中小学生每天一



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展示学
生健康、文明、向上的精神面貌和校园体育文化，发现和表
彰一批大课间体育活动先进学校，推进学校体育改革深入发
展。

二、活动主题：

最美大课间，强健青少年。

三、展评基本要求

1.大课间体育活动要面向全体学生，是所有在校学生必须全
部参加的活动，提倡校领导和班主任教师全员参与。

2.大课间体育活动要有适宜的运动负荷和练习密度，充分发
挥大课间体育活动锻炼身体的作用。大课间学生的平均心率
应达到120次-140次/分钟，练习密度应达到50%以上。

3.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内容要围绕运动技能和专项体能素质展
开设计，使大课间活动成为学生巩固提高运动技能，发展专
项体能素质的重要平台。

4.大课体育间活动的内容与形式要新颖有趣，要充分考虑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易学易练，能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让学生
发自内心地喜欢大课间体育活动。

5.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反对讲排场，走过场和华而
不实的形式主义倾向，主要追求锻炼身体和提高运动技能水
平的实际效果。

6.大课间体育活动设计要符合和适应学校与学生现状，要根
据学校的实际条件，充分挖掘和利用学校的自身优势，设计
开发适应本校开展的大课间活动内容与形式。



四、展评活动内容

展评活动内容主要包括：示范套路串编和学校自创设计两个
部分。为了推动两个大课间有效开展，省教育厅研发了48套
大课间活动内容示范套路供学校使用，各地和各学校在展评
活动中，即可使用示范套路，也可视各自实际情况自主创编，
各地须按各50%的比例上报。

五、展评方法

本次展评活动分初评、复评、展示三个阶段。

1.初评

市级教育部门负责本地区的初评工作。初评工作应面向所有
学校展开，使初评成为推动大课间体育活动深入发展的动力。
各市应按照本方案分配名额，推出参加省级评选的候选学校，
按要求上报评选材料。具体初评方案由各市教育部门参照本
方案自行制定。

初评工作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至9月底结束。

2.复评

复评工作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届时将组织相关专家，根据
各地上报文字和视频材料，评出一、二、三等奖。在初评和
复评的基础上，遴选出参加现场展示活动的学校。

复评工作于10月份进行。

3.展示

10月下旬举办全省中小学最美大课间现场展示活动，具体事
项另行通知。



六、上报名额和奖励办法

上报名额：各省辖市分别上报小学10所，中学5所。各省直管县
(市)分别上报中小学各1所。郑州市可多上报4所，洛阳和开
封市可多上报3所(中小学不限)。

奖励办法：本次展评活动共设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获
奖单位由省教育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

七、报送材料与要求

1.报送材料：

(1)文字材料：本校大课间体育活动简介(包括学校简介，大
课间的时间、内容、形式、特色、密度、负荷等。限1500字
以内)

(2)视频材料：反映本校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完整视频(25分钟)。
视频应以大课间体育活动全景为主，能体现本校活动特色，
能体现常态和真实的大课间体育活动过程。上报视频格式
为dvd或mpg2。

(3)视频、文字材料及汇总表以u盘形式报送，同时附加盖公
章的文字材料及汇总表纸质材料。

2.集中报送时间：20xx年9月29-30日，以省辖市和省直管
县(市)为单位集中报送至：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317房间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12号)。

深圳小学大课间篇四

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意见）精神，落实“生命---和谐”教育理念和阳光体育行动，
决定开展大课间活动，以保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锻炼身体



的时间，增强学生体质，，促学生身心健康、使学生德智体
全面发展。

（一）建立保障体系统，确保大间活动有序开展

1、时间保障。学校作息时间相应调整，明确规定大课间活动
为每天上午9：20---10：00这段时间，早操包含在大课间活
动里，早操结束后进行分班、分年级活动。任何老师不得挤
占大课间活动时间，遇阴雨天改在室内进行，如棋类活动，
智力游戏等。

2、制度保障

为使大课间活动有章有序，杜决活动开展随意性，要求各年
部班级班主任课教师、任课体育教师组织负责，学校建立督
查制、班主任现场督促、艺体教师指导制、大课间评比等制
度，保证大课间健康进行。

3、人力、物力保障

要求教师全体参与大课间活动，活动中教师既活动的组织者
又是指导者和学生的保护者，师生共活动，这既体现了国家
所提倡的身心全面健康目的，双能体了师生融洽关系，有利
于构建绿色校园、和诣平等的师生关系。大课间活动器材由
学校提供大部分，另一部由学生自已提供一部分来充实大课
间活动。

4、安全保障

每次活动前班主任向学生进行简短的思想工作，并要求学生
穿运动服装，活动要分年级分班划定活动区域，学生必须在
指定活动区域内活动，防止出现活动区域不明确而乱现向，
要求班主任体育教师现场参与活动指导。保障活动安全。



5、组织保障

动真正落实到实处，促进该项活动高质量进行。

（二）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师生参与大课间活动的积极
性

1、实考核激励

大课间活动情况和效果纳入三项红旗竞赛和班主任、教师岗
位考核，同时学校对大课间活动进行定期平比，大课间活动
开展情况作为文明班级集体评选的重要依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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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可发挥现有资源优势，
打造学校特色，学校鼓励体育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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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队形队列

2、两操和体育趣味活动

3、长跑活动

4、放松活动

1、大课间开始一段时间必须由体育教师班主任同时到场负责
管理，做到必须的技术指导，等活动进行正常时副班主任指
导教师可轮换管理。

2、加强安全防范管理，各班主任可多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学
生安全文明有序的参加各项活动。使大课间健康的进行，绿



色校园，运动课间，让校园运动长久、让生命更加丰采。

深圳小学大课间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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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师生阳光体育运动。通过
开展冬季长跑活动，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良好的锻炼
习惯，有效提高学生体质，增强体魄。

全校师生

1、基本项目：长跑+体育活动

初三年级每周一、三、五进行冬季长跑活动，二、四体育活
动。

初一、初二年级每周一、三、五体育活动，二、四进行冬季
长跑。

2、体育活动项目：广播体操、跳长绳、跳短绳、跳皮筋、踢
毽子、呼啦圈、轮滑、羽毛球、排球、拔河等。

1、初一年级跑步地点：大操场塑胶跑道1——4道内。

2、初二年级跑步地点：大操场塑胶跑道5——8道内。

3、初三年级跑步地点：大操场塑胶跑道

各班站成广播操的队形，三条纵队集体慢跑三圈。

1、每天上午两节课后各任课教师不得拖堂，全体同学迅速到
指定场地集合，由班主任协助体育教师组织学生参加长跑。

2、三个年级在长跑时必须在指定的跑道内进行长跑，不得跑



到其他年级的场地，特别是初一、初二年级。我们将在第四
道跑道上画出一条白色的线以示区别。

3、各班要保证学生全员参与，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可以灵
活安排，如，体质较弱的学生可进行跑走结合的活动。有病
有事不能参加长跑的，提前得到班主任核实批准，方可不参
加。其他无特殊情况不得缺席。班主任老师要清点人数，对
学生参与情况的检查纳入班级量化。

4、活动结束后有相关老师组织学生迅速回到教室，做好上课
准备。

5、提倡教师领跑，锻炼身体，追求“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
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学校将对学生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中表现突出的班级和个人
进行表彰，分别评选出最佳运动班级和最佳运动学生。

深圳小学大课间篇六

为增强学生安全意识，把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落到实处，防止
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
特制定以下方案：

一、安全教育

1、加强教育，增强安全意识

利用集会、晨会、班队会、橱窗等阵地进行课间活动安全教
育，增强学生自我安全防护的意识。

2、加强宣传，普及安全知识。

不追逐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不做危险动作，不玩危险性



玩具，遇到伤害不慌张，沉着应对，设法自救，及时联系老
师。

3、适当训练，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通过班队会、晨会时间，进行情境模拟训练、口语交际训练、
辩论会、讨论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活动安全能力训练，普及
知识，提高能力。

二、安全管理

1、定期召开值日组长、值日导师工作会议，增强安全责任意
识，思想上重视安全工作。

2、明确值日组长和当天值日教师的工作要求，做到眼到、口
到、心到。规范护导，安全防范，及时处理安全事故。

3、值日教师及时到岗，密切关注学生活动，对危险^___及时
制止，正确地处理突发安全事故。

4、发动教师和学生，多角度地排查活动安全的隐患，包括活
动场地和活动内容，及时发现，及时整改。

5、设立年级、班级“安全检查员”和学校“文明礼仪小使
者”。每到课间，楼道楼梯口、操场和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都有佩戴红色“安检员”标志的学生和佩戴“文明礼仪使
者”绶带的同学在巡视，并对同学友情提示“轻声、慢行、
不要拥挤”“慢慢走，不要跑”“请不要追逐”“上下楼梯
靠右行走”等。

三、安全职责

在校学生课间活动安全工作由李慧珠校长总负责，大队部高
云老师具体负责。各值日校长、值日组长负责当日安全工作，



加强巡查、监督，担当督导工作，做好安全防范。

四、具体措施

1、丰富学生的课间游戏活动

在小学生群体中流传的课余游戏活动，大多是内容单一、狭
窄，教师应该依据学生的活动内容、过程、步骤适当地进行
调整，充实和完善，并积极鼓励他们自己在原基础上进行大
胆地创新改革，推陈出新，使活动内容更加具体、规范、有
意义。可以举办一次“我的游戏我做主”课间小游戏征集活
动。

2、参与学生的课间活动

教师和学生做游戏无疑是一种极好的休息，使自己在身体上
和心理上都得到放松。同时，教师参与其中，将潜移默化地
提高学生的活动兴趣，规范学生活动的游戏规则，培养学生
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品质。

3、积极倡导课间体育

最有效的措施是开展课间体育，用课间体育占领课间活动，
只有引导小学生开展健康的、安全的课间体育活动，来替
代“追逐打闹”，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小学生的课间行为。体
育教师可以教授学生一些健身益智的体育小游戏。

4、课间播放优雅的音乐。

心理学家们研究得出，音乐可以明显地左右人们的行为，课
间十分钟播放优雅的中外经典曲调，不仅可以陶冶学生的性
情，而且能让学生主动选择雅致的课间活动，从而有效降低
课间活动的不安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