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微课程设计与制作案例 教学活动
课程设计方案(大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案例篇一

1．在各种事物中，寻找其不同的排列规律，并初步学习表述。

2．在探索寻求活动中，选择不同的方法尝试有规律排序。

3．有初步的推理能力。

能在各种事物中找出其不同的排列规律，并学习表述。

在有规律的排序中会表现2—3种规律。

1．环境布置：有规律及无规律物体。

2．幼儿人手一份图：上有三种不完整规律，需添上的图片。

3．各种实物：塑料珠，塑料钮扣，印章，套塔

一、自由探索

1．在环境中探索：在环境布置中找有规律的东西，并在有规
律的地方贴上写有名字的标签。

2．讨论找到的有规律的东西，并讲讲其排列顺序(出示物品
由易到难)



二、发现规律

1、刚才请小朋友找了有规律的东西，现在我这里有了条规律
不完整，请小朋友看看每条规律是怎么排的，还缺了什
么?(请幼儿补规律)

2、幼儿动手操作，把缺的补上去，把规律补完整。

3、师讲评几种规律。

三、尝试自由排序

1、刚才找了规律。也补了规律，现在请小朋友自己去做有规
律的东西，手上有数字2的小朋友，按两种规律来做。

2、讲评1—2件作品

3、请做好的去送给弟弟妹妹，并对客人老师说再见。

微课程设计与制作案例篇二

把爱说出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全国委员会胜利召开期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又一次次
被很多人大代表作为提案提请出来。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
未来，青少年时期是人的心理与生理成长发展并逐步走向成
熟的重要时期，一些不良行为、习惯和性格的养成，一些精
神疾病的发生，往往都是由于在这一时期心理不健康造成的。
近年来，随着我国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
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也明显增加，根据
有关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约13%的小学生、15%的中学生、
19%的.高中生和23%的大学生有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或心理疾
病，1%～3%的青少年存在着心理问题，我国15岁至35岁人群



自杀行为已成为首位死因，青少年犯罪率也不断上升。

因此，加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这既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的需要，又是保证青少年正常学
习和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和谐稳定蓬勃发展的需
要。因此，为了响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我们团队特做出此次活动，
借此希望能号召更多人重视以及参与到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的`队伍中来。

2、引导中学生以良好、阳光、理智、健康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中的种种;

3、希望借此能对活动参与者有更多正面的帮助。

4、通过策划举办这种有意义的慈善活动向社会传递出大学生
健康积极的一面。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改善青少年的社会心理环境，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满足青少年精神和心理需求，为他
们能够与父母沟通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并借此慈善活动，
丰富青少年的文化生活，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青
少年热情富有活力的青春风采，让孩子远离一些不利的社会
影响。

此次活动，主要凭借慈善的作用以加强亲子之间的沟通为主
题，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建设为目标，通过丰富的形式为在
校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心理环境。此次：

2、活动以丰富的形式呈现;

3、在活动中，会邀请院里优秀的心理老师和在校老师等进行
活动的指点和专业辅导辅导。以争取给学生和家长最正确的
指导。



福州某中学的学生们及其家长。

时间：xx年5月6日至5月中旬;

地点：福州某中学的操场、教室。

主要通过视频短片、演讲、亲子游戏等形式呈现。分为三个
环节包括前期准备，前期宣传，活动实施。

1、举办活动的中学的校领导;

2、校心理咨询与训练中心的老师;

3、表演嘉宾

4、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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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的幼儿已经能对一些行为的对错做出判断，并且能够在
成人的提示下认识到自己行为正确与否。因此，帮助幼儿养
成积极思考自己行为的习惯，对幼儿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和
良好的行为习惯都有很大的帮助。

1．知道打架、骂人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2．能对自己进行评价，以此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事先排练好表演情境、卡片

（一）导入活动

1．出示画有幼儿打架、骂人的卡片，请幼儿对照自己实际，
对你曾经做过的事在卡片的方格中做上记号。



2．请幼儿讲讲那是怎么回事，并评价自己做得对不对

（二）情境表演

1．引出故事情境表演《玩玩具的时候》，幼儿观看表演。

2．提问：

（1）故事情景里的鹏鹏做得对吗？为什么？

（2）哭了的圆圆做得对吗？为什么？

（3）鹏鹏说因为圆圆先骂人，他才动手的，他这样做合适吗？

（4）鹏鹏说他只是轻轻地推了圆圆一下，不是打人，你认为
是这样吗？

（5）讨论：如果你是东东，看见了这样的情况，你会说些什
么呢？会怎么做呢？

（三）讨论

教师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情境提问，并让幼儿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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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受月亮姑娘做衣裳的趣事，萌发探究月亮变化的兴趣。

2.认真倾听故事，能根据故事发展进行排图，大胆表达自己
的想法。

3.理解故事内容，知道月亮是不断变化的，学习故事中描写
月亮变化的语句，尝试运用比喻手法。

【活动重点】



通过不同形式理解故事内容，知道月亮是不断变化的。

【活动难点】

学习故事中描写月亮变化的语句，初步了解故事中比喻手法
的运用，并尝试运用比喻句表达生活经验。

【活动准备】

ppt课件;图片;音乐;月亮变化视频。

【活动过程】

一、利用“图片渲染”情境，幼儿萌发探究月亮的兴趣。

师：夜幕降临，幽蓝幽蓝的天空中有什么?你见过的月亮像什
么?

教师小结。

二、借助“倾听感知”情境，幼儿感受月亮姑娘做衣赏的趣
事，幼儿初步理解故事内容。

播放故事录音，完整欣赏。

师：月亮姑娘为什么要做衣裳?裁缝师傅给月亮姑娘做了几次
衣裳?为什么三次都没做成?

教师小结。

三、使用“视听结合”情境，进一步理解故事内容，知道月
亮是不断变化的，尝试运用比喻手法。

分段欣赏故事视频。



教师分段欣赏后提问问题。

教师小结。

四、利用“排图讲述”情境，幼儿根据故事发展进行排图，
大胆讲述故事。

幼儿分组合作排图讲述。

教师小结。

五、借助“模拟故事”情境，进一步巩固故事内容，拓展生
活经验，渗透德育教育。

操作教具，集体讲述故事。

教师小结：不只是月亮每天都在变化，世间的一切事物也都
在不停地变化与发展，小朋友也在成长变化，以后要努力学
本领，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棒!

【活动延伸】

1.搜集与月亮相关的故事、古诗、儿歌，如：《静夜思》、
《嫦娥奔月》等，帮助幼儿加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了解。

2.请家长在晚上带幼儿对月亮连续观察一个月并做记录，让
孩子看到月亮大小有规律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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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越式跳高（男生）

2、篮球的传球，运球（女生）

3、身体综合素质练习。



1、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背越式跳高的基本方法。

2、提高学生的跳跃能力，增强下肢力量，发展协调性。

3、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果断等优良品质。

1背越式跳高。

（1）助跑：

a、步法丈量助跑距离。

b、跑直线后跑弧线的方法。

c、线段助跑加速积极，动作放松。

d、线助跑身体向圆心方向倾斜，步履开阔，节秦快。

e、弧段助跑衔接流畅，向横杆“进攻”。

（2）起跳

a、迈步放脚，身体保持向心倾斜。

b、起跳腿向助跑切线方向插放。

c、紧腰挺髋，以全脚掌快速滚动落地。

d、缓冲

e、蹬伸起跳，摆动腿和两臂，同时前上摆，伸展起跳腿的髋、
膝踝亲节。

f、身体由里倾斜转为正直。



g、腰提肩，摆动腿抬平内转，背对横杆，用脚尖蹬离地面。

（3）腾空过杆

a、背向横杆

b、抬头、肩下潜、身体成背弓形

c、身体过杆后，低头、收腹、屈髋、落腰，使臀部过杆。

d、最后伸膝上举，小腿过杆

（4）落地缓冲

以肩、背落于海绵包缓冲。

2、球的传运技术（复习）

助跑与起跳技术的衔接、腾空、动作的节奏与控制，

1、游戏——火车赛跑

2、背越式跳高的辅助练习。

（1）做圆周跑练习（身体内倾）。

（2）直线跑接弧线。

（3）迈步起跳练习。

（4）蹬地跳跃练习。

（5）垫上做桥练习。

（6）在原地做过杆练习。



（7）短距离助跑做过杆练习。

（8）做完整练习。

1、身体不能向倾斜，在半径较小的圆周上助跑。

2、起跳作屈髋后坐。跳不起来。加强动作模仿练习。

3、坐杆、髋挺不起来。多做原地韦跳挺髋练习。

全蹲跳20次*2组

单脚跳20次*2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