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八年级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计
划(优秀5篇)

社区工作计划不仅要关注社区内部的问题，还要考虑社区与
外部资源的有效对接和合作。以下是一些编辑改进前后的对
比，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编辑的重要性和作用。

八年级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计划篇一

本学期担任八年级体育教师，各班人数平均45人，绝多数学
生身体健康。学生都喜欢运动，但身体协调性差，营养普遍
不良。学习动作不协调。学生身体素质中的硬性指标，如速
度、力量、耐力、柔韧等素质较差;灵敏、协调等软性指标明
显不足。个体发育不均衡，下肢力量尚可，肩部肌肉群力量
较差，在此类教材教学是要多加注意。腰背、腰腹力量有待
于大幅度提高，这是体育练习成败的关键。

体育活动对于发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具有独特的作用，在体育
教学中应特别注意营造友好、和谐的课堂气氛，有意识的融
入德育教育，不仅锻炼学生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能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学生服从组织，遵守纪律，
诚实、机智、积极进取的心理品质。

1、使学生初步认识自己的身体和掌握锻炼身体的简单知识及
方法，学会一些体育卫生保健和安全常识，培养认真锻炼身
体的态度。熟练掌握眼保健操和广播操。

2、初步学习田径、球类等项目的基本技术，掌握简单的运动
技能，进一步发展学生素质，提高身体基本活动能力。

3、“以学生为本，健康第一”是我们的目标，在体育游戏中
不断地尝试与体验、练习与思考、互学与互评，感受体育运
动的乐趣，体会体育运动的益处，体验到战胜困难、获得进



步的成功喜悦。特别是提高安全意识。

4、加强广播体操的教学，要求每一个同学动作规范整齐，尽
量做到整体划一。

1、适时了解、分析学生的学习信息。

2、营造符合学生年龄特征的、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运动环境。

3、根据学生年龄特征及营养，采用兴趣化和多样化的教法和
手段，充分发挥游戏、竞赛的能动作用，让学生在自主游戏
中练习，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运动素质。

4、根据学生实际，不断变化练习方式，不断激发学生的练习
兴趣。

5、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勇敢、顽强、朝气勃勃和进取向上的
精神，启迪思维，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

八年级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计划篇二

所任教的学生年龄在15—16岁之间，处于青春发育的高峰期，
身体发育较快，男女差别较大，男生活泼好动，表现与强，
女生趋于文静，不好活动。因此要因势利导，加强男生的身
体素质练习，培养女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

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1、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2、
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与健康行为。
3、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中心，充分发
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

4、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个学生都受



益。

1、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懂得科学的锻炼方法

2、完成和基本掌握本年级选择项目中规定动作，了解所学运
动项目的简单规则。结合游戏和降低规则的比赛，提高技战
术的运用能力。用安全方法进行运动，发展体育的广泛兴趣、
爱好。提高自学自练和自我保健能力。

3、全面发展体能的基础上，通过多种联系继续发展灵敏、速
度和有氧耐力，知道营养需求及选择对健康的影响。根据自
己的生理发育特点，了解体育活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4、正确评价自己的运动能力，了解身心之间的关系，逐步掌
握设置合适的体育学习目标方法，增强自尊与自信，在克服
困难的学习中，体验成功和活动的乐趣。

5、增进同学间的交往，建立体育活动中的合作意识，指出体
育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结合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多渠道搜
集信息，并能评说比赛和表演。

1、积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懂得体育的锻炼方法。

2、用安全方法进行运动，发展体育的广泛兴趣、爱好。提高
自学自练和自我保健能力。

3、根据自己的生理发育特点，了解体育活动中应注意的事项。

1、跑（50米、耐力跑800米1000米、往返跑25米）

2、田径跳（立定跳远）掷（投实心球）

运动技能教学重点：以各项目技术为载体，发展跑的能力和
有氧耐力、弹跳力、肌肉力量，提高生活能力和抗疲劳的能
力。



3、足球（变向运球射门、脚法不限）篮球（行进间单手肩上
投篮）排球（垫球）

教学重点：以篮球的基本技术为载体，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
提高心肺功能，培养运动兴趣。

八年级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计划篇三

一、指导思想:

坚决贯彻执行体育工作条例,进一步推行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
准,将体育课改推向更深层次的研究.在学校校长室、教科室
的直接领导下,我组对照市教委、体委的年度工作计划,相互
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体育工作,使我校的体育工作水平
和成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工作重点:

1.进一步提高学校大课间的整体质量,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

2.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抓好学校各运动队的训练,使我校的体育
运动水平稳步提高.

3.以教科研为抓手,不断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充分体现体
育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使学生想学、愿学、乐学,使
体育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4.做好初三体育中考项目的辅导工作.

5.加强课题研究工作,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三、工作措施:



1.加强检查与考核力度,利用体育课组与组之间的比赛、班与
班之间的比赛、年级与年级之间的比赛等,不断提高广播操的
质量.再通过各种方法,例如人人争当领操员等等,端正每位学
生体育锻炼的态度.

2.各项运动队训练分工到人,明确职责,并对运动队取得的成
绩进行客观的评估.组内对每位教练员要进行年度考核.

3.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新课程标准和师德方面的理论学习,
不断提高每位教师的业务素质育人品质.扎实抓好集体备课与
研讨,相互协作,相互提高.

4.发挥教研组“团结协作”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尽
一切可能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身体素质.

5.课题研究分工到人,人人参与,集体研讨,有计划有总结.

四、具体工作安排:

九月份:

1.制定教研组工作计划,本学期教学计划、教学进度,并备好
一周课.

2. 集体备课:支撑跳跃.

3. 课题研究:初步探讨“十二五”课题的研究方向并定题.

十月份:

1.教学模式研讨:初一、二年级:“民主化”、初三:“自主
式”.

2.公开课:快速跑.



3.课题研究: 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

十一月份:

1.组织学生进行体质测试.

2.集体备课:篮球.

3.教学沙龙(课题研究):对课题背景、现状和预期效果进行讨
论.

十二月份:

1. 集体备课:立定跳远.

2.理论学习(课题研究):如何做好体育差生的转化工作.

3.整理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并上报国家数据库.

4.做好上报教研室体育与健康论文,参加市评比.

5.课题阶段性小结.

一月份:整理教研组材料,并装订成册.

八年级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计划篇四

本学期在认真钻研教学大纲和结和本校实际的基础上，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

一、指导思想

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明确指出：

1.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与健康行
为。

3.重视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中心，充分发
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

4.充分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都
受益。本学期我将通过教学实践，确实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增强体质，培养学生的体育运动的兴趣和习惯，提高学生的
运动能力和体育运动技术水平，同时加强思想教育，确实完
成教学任务，以达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教学对象分析：

我所任教的八年的学生年龄在14—15岁之间，他们正处于青
春发育的高峰期，身体发育较快，男女差别较大，男生有一
定的体育运动基础，课堂表现欲较强，对体育运动有浓厚的
兴趣，但还不够稳定;女生积极性不高，甚至课堂出现退缩行
为，练习的自觉性较差。五个班级有一定数量的体育尖子生，
他们愿意在课堂上进行教学比赛和体育游戏，有很强的模仿
能力，善于接受新动作和新技术。学生处于长身体时期，他
们不但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极高，而且兴趣广泛，尤其是乒乓
球、篮球和排球球，对体育常识也有一定的积累，能够在课
堂上充分展现自己，平时课堂上的求知欲强，有较强的竞争
意识，但独立能力差，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个别学生的自
制能力不理想，对于一些基本跑、跳练习表现为不积极，学
习习惯和态度有待提高。

三、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育基础知识，明确体育锻
炼的作用，在锻炼中运用学到的知识，并不断巩固和提高。

2、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综合体质，特别是耐力素质和身体力量，



发展学生的身体灵活性和协调性，促进叙述的身体生长发育。

3、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健康意识，树立起讲卫生、讲健康的
好习惯，在教学中，教师及时有效的渗透德育教育，帮助学
生树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四、改进教学具体措施：

1、随着学生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体育知识的仿佛，教师可
以在体育课堂上及时采用对抗性、竞争性的游戏，从而达到
增强学生的对抗能力，也能起到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促使学生在今后的体育课堂上会认真、积极的学生新的教学
内容，另外，在体育课堂上采取学生自主性的分组比赛对学
生的心理素质也是有很大提高的，在课堂上的教学比赛，能
够帮助学生克服胆怯、害羞的心理，敢于在所有同学面前展
示自己的风采。

2、因材施教。有些班级的学生的确存在着个别差异，特别是
男女学生的体育基础和能力是无法比拟的，在今后的教学中，
教师将适时采用分组学习和练习，对动作的难度进行分类和
分组，这样可以做到对每个学生负责，而且可以起到增强学
生的自信欣的作用，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感受到体育的魅力，
感受体育的快乐，体会体育的意义。

八年级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计划篇五

:

坚决贯彻执行体育工作条例,进一步推行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标
准,将体育课改推向更深层次的研究.在学校校长室、教科室
的直接领导下,我组对照市教委、体委的年度工作计划,相互
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体育工作,使我校的体育工作水平
和成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进一步提高学校大课间的整体质量,做到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

2.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抓好学校各运动队的训练,使我校的体育
运动水平稳步提高.

3.以教科研为抓手,不断提高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充分体现体
育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使学生想学、愿学、乐学,使
体育学习成为学生学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4.做好初三体育中考项目的辅导工作.

5.加强课题研究工作,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1.加强检查与考核力度,利用体育课组与组之间的比赛、班与
班之间的比赛、年级与年级之间的比赛等,不断提高广播操的
质量.再通过各种方法,例如人人争当领操员等等,端正每位学
生体育锻炼的态度.

2.各项运动队训练分工到人,明确职责,并对运动队取得的成
绩进行客观的评估.组内对每位教练员要进行年度考核.

3.加强理论学习,特别是新课程标准和师德方面的理论学习,
不断提高每位教师的业务素质育人品质.扎实抓好集体备课与
研讨,相互协作,相互提高.

4.发挥教研组"团结协作"的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尽一
切可能提高每一位学生的身体素质.

5.课题研究分工到人,人人参与,集体研讨,有计划有总结.

九月份:

1.制定教研组工作计划,本学期教学计划、教学进度,并备好
一周课.



2. 集体备课:支撑跳跃.

3. 课题研究:初步探讨"十二五"课题的研究方向并定题.

十月份:

1.教学模式研讨:初一、二年级:"民主化"、初三:"自主式".

2.公开课:快速跑.

3.课题研究: 对课题进行初步论证.

十一月份:

1.组织学生进行体质测试.

2.集体备课:篮球.

3.教学沙龙(课题研究):对课题背景、现状和预期效果进行讨
论.

十二月份:

1. 集体备课:立定跳远.

2.理论学习(课题研究):如何做好体育差生的转化工作.

3.整理学生体质测试数据并上报国家数据库.

4.做好上报教研室体育与健康论文,参加市评比.

5.课题阶段性小结.

一月份:整理教研组材料,并装订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