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武术教学规划(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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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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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武术教学规划篇一

积极提高学生参与到武术教学的兴趣，同时在进行少儿武术
教学与训练中，要不断加强动作的熟练度，培养够多能独立
完成武术动作的同学，促进少儿对武术动作理解坚持性和独
立性。

二、教学目标

熟练掌握五步拳，《全国中小学生武术健身操》小学版—雏
鹰展翅，少年拳第一套并单独完成。

三、课时安排

第1周至第4周：复习学过的《全国中小学生武术健身操》小
学版—雏鹰展翅，五步拳，武术健身操，少年拳第一套。

小学武术教学规划篇二

课外兴趣小组在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并增加学生的课
外知识，提高一定的技能，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为今
后培养武术人才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

一、活动目的：

通过兴趣小组的活动，使学生的武术特长得到更好的发展，
进一步了解武术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



二、活动步骤：

武术兴趣小组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与课堂教学相比更
加具有灵活性和可塑性，因而学生非常喜欢参加。但是它比
较容易受到其他活动的限制和冲击，学生往往不能有始有终，
保质保量地坚持到底。要办好武术兴趣小组指导教师必须根
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将武术兴趣小组办
的有声有色。

(一)组织健全武术兴趣小组

1、武术兴趣小组参加这次兴趣小组的人员除了自愿以外，或
是体育方面比较有特长的学生。活动要固定，而且不能轻易
暂停，除了特殊情况外。做到精心计划，精心备课，精心上
课，这样才能保证兴趣小组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2、每周五下午活动课要求学生练好基本功，包括武术手型、
步型的练习。

(二)具体计划小组活动内容

学的多不如学的精，所以指导教师应该给学生制定具体的学
习内容，而这次的兴趣小组学习的内容主要从基础方面着手，
以套路为主，基础课程为辅。所以，小组具体的活动内容分
为三个：

1、重点辅导学生套路方面的学习。

2、重视基础方面的学习，从而来解决课堂中难以解决的疑难
问题;

3、指导学生从事套路学习，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热爱生活
的习惯。



(三)定期举办学生作品展览

举办武术交流、回顾、总结学习成果，可以为学生提供表现
自己实力，增强自信心。作为教师则要精心指导，严格把关。
对于一些才华出众、个性鲜明的同学应鼓励。

三、教学目标：

1、培养学生对武术运动的兴趣，鼓励参与该项运动。

2、掌握武术项目的基本动作，至少掌握1套拳术套路,并通过
参与武术专项锻炼，提高体能。

3、了解并运用部分武术运动规则和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能
够欣赏武术比赛、自觉的自我锻炼。

4、进一步强化武术运动兴趣，能够主动参加课外练习,提高
套路的动作规格和演练水平。

5、掌握并利用武术运动的特点，科学地锻炼身体，参与教学
比赛、表演，制定自我训练计划。

小学武术教学规划篇三

1、武术：组合动作

2、游戏：通过障碍

1、能记住动作名称和方法，熟悉动作攻防含义。

2、了解游戏方法，明白跑进线路及通过各障碍的有关动作要
求。

3、能克服害怕心理，果断地进行游戏。



1、整队、报告人数、师生问好！

2、布置本课内容和要求。

3、队列、队形练习。

4、活动性游戏：学生自选游戏内容；在规定范围内自己组织；
两人或四人为一组。

5、专门性练习：各关节绕环；韧带练习

（一）武术：组合动作

1、重点：进一步熟练动作方法，做到方向、路线清楚，手型
变化正确。

2、教法：

（1）讲明两个动作的攻防特点，即对付左右两处之敌。

（2）提问：两个进攻动作异同点和关系。

（3）采用集中讲解、提问、分组练习、集中讲评的方法进行
教学。

（4）未曾习武先明德，在进攻防练习时，更应注重武德教育。

3、学法：

（1）专心听讲，理解两个动作的攻防特点。

（2）思考教师提问，试着回答问题的要点。

（3）分组复习，注意展现本组特色。推荐本组做得好的代表
（小组）参加汇报表演。



（4）认真接受武德教育。明白习武是健身的重要手段。

（二）游戏：通过障碍

1、重点：能合理地、有所创新地通过各种障碍。

2、教法：

（1）边讲解边示范沿路进路线逐个通过障碍点。

（2）组织学生分组慢走通过障碍，

（3）分组进行游戏。

（4）对学生进行爱劳动教育。

3、学法：

（5）认真仔细地观察教师的每一示范动作。

（6）在组长带领下慢步走和慢跑通过障碍。

（7）积极参与游戏。

（8）热爱劳动，能协助教师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1、放松

2、学生自评、互评

3、教师总结，要求学生课后洗手

小学武术教学规划篇四

武术基本功是练习武术必须具备的身体活动能力、技术技巧



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等基础。基本功训练时，有一系列专门的
综合性练习人体内、外各部位功能的方法和手段，这些方法
和手段，突出了武术运动的专项要求，具有鲜明的内外兼修
的运动特点。基本功包括腿功、腰功、肩功和桩功等主要内
容。腿功表现的是腿部的柔韧性、灵活性和力量等功夫；腰
功表现的是腰部灵活性、协调控制上下肢运动的能力和身法
技巧的功夫。主要培养锻炼学生肩关节柔韧性、活动范围的
大小以及力量等方面的功夫以及腿部力量和呼吸内息的功夫。

1、增加学生的身体柔韧性以及协调性，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2、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国的武术精髓，增加学生对传统武术的
了解。

第一至三课时：

一、简单讲述武术理论：

抱拳礼

二、学习武术基本功内容：

1、正踢腿

2、里合腿

3、外摆腿

4、五轮盘打

5、马步冲拳、推掌

6、体能：抱头蹲起，立卧跳

第四至六课时：



一、复习：

基本功内容

二、学习：

1、五步拳前5个动作

2、下腰

3、前滚翻

4、体能：腹肌，背肌

第七至十课时：

一、复习：

1、基本功

2、五步拳前5个动作

3、体能

二、学习：

1、五步拳后5个动作

2、弹腿

3、蹬腿

4、体能：俯卧撑

第十至十三课时：



一、复习：

1、巩固基本腿法

2、体能练习

3、五步拳所有动作

二、学习：

1、侧踢腿

2、翻腰

3、单拍脚

4、体能：蛙跳

第十三至十六课时：

一、复习：

1、巩固基本腿法

2、巩固五步拳

3、其他动作

4、体能

二、学习：

1、砸拳

2、第一组合动作



3、第二组合动作

石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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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篇：石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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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包括基本身体素质）。2、培训目标......

小学武术教学规划篇五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进学生健康，丰富学生业余活动，
提高广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与运动技能，丰富学生
课外校园文化生活的活动形式。提倡“我运动、我健康、我
快乐”

根据（少年宫）活动的特点，通过武术教育活动过程进行德
育渗透，加强少年儿童武德修养，培育人文精神，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文本从理论到实践再到课程体系建设行进阐
述，旨在树立健身强体振兴民族的习武目的，培养学员武德
高尚、武风正派、武礼谦和、武技精湛，进而促进德智体美
和谐发展，为培养未来社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民而努
力。中华武术对少年儿童来说，无疑是一项十分有价值的实
践活动课程。要改变重智轻体、重武轻德、重技能轻修养的
倾向，因此在武术教育活动中加强德育渗透。

通过系统的训练，培养学员扎实的武术基础，养成刻苦训练、
努力奋斗、不怕苦、不怕累、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使学员
正确的掌握到武术动作。改善少年儿童不良的身体姿势，促
进生长发育，增强身体素质，尤其是对提高各关节、韧带的
柔韧性和灵活性具有显著的作用，从而达到武术启蒙和普及
教育的目的。



基本功（手型、步型、手法、步法、少儿拳）以及协调能力
的启蒙训练，系统的套路训练（北京初级长拳、初级长拳第
一路、初级长拳第二路、初级长拳第三路、规定拳），器械
强化训练（双匕首、棍术、剑术、刀术、枪术、三节棍、九
节鞭、对练），排练武术表演作品等。

少年宫武术训练实践活动目标分为三个阶段，学习总周期为6
年

第一阶段

年龄：一至二年级

学习周期：2学期

含概内容：武术基本功和基本动作、少儿拳；

阶段目标：

1、练习武术基本功和基本动作，为今后学习武术打下坚实的
基础。

2、强调武术的站立姿势，重点纠正脊椎直立，从而使孩子们
从小养成抬头挺胸的好习惯。

3、通过对学生运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运动中充分体验运
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第二阶段

年龄：三至四年级

学习周期：2学期

含概内容：北京初级长拳、初级长拳（第一路）、初级长拳



（第二路）、初级长拳（第三路）、规定拳。

阶段目标：

1、掌握初级入门长拳套路。

2、加强柔韧性、协调性和跳跃能力的练习。

3、培养学生的武术意识（精神、力量、劲力、节奏），巩固
其练武的兴趣，使之专心习武。

第三阶段

年龄：无至六年级

学习周期：3年

含概内容：器械（双匕首、棍术、剑术、刀术、枪术、三节
棍、对练）；使用攻防技术（散打、擒拿、自卫防身术）

阶段目标：

1、发展动作难度的练习。

2、加强学生身体素质练习。

3、培养学生的技术风格。

4、熟练掌握自卫防身术的本领。

每阶段教学为两个级别，每级别学习期限为3学期（春季、冬
季）

在完成武术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还要进行各种不同动作的排
练，通过排练，根据学员的年龄和自身机能发育特点，因材



施教、科学、规范的、较为系统的进行针对性训练，培养学
员较扎实的武术基础，养成刻苦训练、努力奋斗、不怕苦、
不怕累、积极认真的学习态度，从而使学员正确的掌握到武
术动作。同时也安排不同形式的实践演出活动，培养学生的
舞台表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