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前滚翻接后滚翻教学反思 小学前滚
翻教学反思(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前滚翻接后滚翻教学反思篇一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前滚翻，因低年级学生的有意注意时间短，
如果教师一味的讲解基本动作，强调练习要求，容易使学生
产生厌倦情绪。本课教学时，我通过不同方式方法的引导激
发，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本课开始先有一个热身游戏，积极调动了本节课的学习氛围。
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会团结一致，互相帮助的重要性。

在练习前滚翻的过程中，我先让学生自主体验，尝试前滚翻
动作，然后再请几个有代表性的学生示范，让全体学生评价，
最后才由老师讲解示范动作。这样做不但很好的锻炼了学生
的创造性和敢于展示自我的精神，而且使学生更加牢固的掌
握了前滚翻的动作技术要领。

接下来穿插了一个前滚翻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运动。可能是学
生还没能完全的掌握好前滚翻的动作，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
候导致学生动作基本的变形，达到不了预期的效果。

通过本课教学，学生基本掌握前滚翻的动作方法，能合理运
用正确的发力顺序，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都得到了提高。在
学习过程中，学生自主，合作学习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积
极探究的意识进一步激活，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及自信心都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虽然整个教学过程完整流畅，但运动强



度和密度有所欠缺。在教学过程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通过这节课，我自己也感受很深，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还
需不断的努力，应根据学生各自不同的身体条件、运动能力
和兴趣爱好，做到因材施教，注重个体差异，使每一个学生
都体验到体育学习和活动的成功感，使所有学生都取得进步
和发展。

前滚翻接后滚翻教学反思篇二

上周上了一节一年级的前滚翻的课，课堂中间有很多缺点要
改正，同我们组的体育教师讨论后总结如下：

１、“教学永远是门遗憾的艺术”。由于关注了每一个活动
的质量，出现了教学时间不足而导致结尾有匆匆收场之嫌。
因为我是采用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也就是：教师提问，
学生自练发现，同学交流评价，集体练习掌握，教师简单小
结。那么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练习全身的协调能力，而且每
一个活动都要学生自己实践、交流、再实践，所以，作为老
师是无法控制，只能是点到为止，尤其是最后比赛，总有匆
匆收场之嫌。

２、学生之间的差距太大。同样一块“垫子”，男女生之间、
高矮生之间、素质好差之间，要完成同一个项目，难度实在
太大。这要怪我当时一心想要贯彻“一物多用”，而没有考
虑同学之间确实存在的这种差距。

3、学生之间的差距，上课时，作为老师必须考虑。如果不考
虑，那么课上的安全问题随时可能发生，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4、课堂的量也要作一定的控制。如果在关键时刻，及时点拨
和引导；另外还可以减量加质；那么也不至于导致结尾时有
匆匆收场之嫌。



5、作为教师，要让身体素质表较好的学生在班级中展示自我
的机会，要为全班同学树立学习的榜样。因为没有时间，故
没有安排优秀学生展示自我的机会，也失去了一次让全班同
学学习的大好机会。

总之，成功的地方要发扬、要完善、要推陈出新；不足的地
方要进行回顾、梳理，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这些都是我
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值得深思和借鉴的，我将继续努力。

前滚翻接后滚翻教学反思篇三

在本节课中，很好地灌输新课程标准。本节课以我健康我快
乐为主线，围绕新课程标准要求，周密设计。以学生为主体，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快乐的课堂气氛中得到学习，让
学生体会我健康我快乐。

本课整体效果较好，由于班额大，学生多，素质不齐，少数
学生还没有掌握前滚翻技术，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多注意差生
培养。

85%

以上。

在我的引导、示范和帮助保护下，终于勇敢地滚翻过去。但
在滚翻的过程中，没有真正的掌握含胸、低头、全身团紧的
特点。总结起来，要做到低、蹬、团、抱、起，只要做到这
几个字，前滚翻技术就掌握了。

学生的思维逻辑水平远不及成年人，但他们的具体性思维高
于抽象性思维，而且容易受到激发，所以，在启发的艺术处
理中，应尽量避免抽象性和单纯的概念形式，要强调具体的
演示，依靠直观的手段启发学生。



前滚翻接后滚翻教学反思篇四

第一节前滚翻教学觉得学生技术掌握不好，我意识到这是由
于翻滚时没有含胸，没有低头而产生的。于是就结合教学难
点，运用简单的物理演示法来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引起质的
变化。我找来一个篮球和一块长方形木块，分别用力推蓝球
和木块，组织学生观察结果，反复几次，我问：“为什么篮
球会向前滚动而木块不会呢？”学生深思后纷纷举手回答。

归纳学生的见解为：篮球会向前滚动，由于篮球是圆形的，
接触地面比较小，所以很快向前滚动，而长方形木块是接触
地面较多，有楞有角。所以很难向前滚动。接着我指出，我
们学习前滚翻的动作要领跟篮球滚动一样，把身体贴紧大腿
和低头。身体成篮球形姿势。紧接着让学生谈谈自己的体会，
并让其作实地示范。通过结合示范练习与改进，学生对这项
技术的掌握率达85%以上。

小学生的思维逻辑水平远不及成年人，但他们的具体性思维
高于抽象性思维，而且容易受到激发，所以，在启发的艺术
处理中，应尽量避免抽象性和单纯的概念形式，要强调具体
的演示，依靠直观的手段启发学生。当时我就发现虽然大部
分学生前滚翻基本都能独立完成，但大部分学生的肢体的动作
（细节部分）做的普遍不怎么到位：如蹲撑时没有并立，滚
翻过程中两腿未能并拢，滚翻过程中呈现分腿、屈腿，团身
不紧导致无法成蹲立等。

但当时只顾着让学生完善低头含胸动作而未能对这些进行及
时的纠正。如果当时我先组织学生进行蹲撑前滚成并腿坐这
个动作的练习，我想效果会更好。在这堂课的教学中，特别
是前滚翻的教学中，主要采用了自主学习的方法，使学生很
好的掌握了前滚翻技术，也逐步养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小学前滚翻教学反思二：小学前滚翻教学反思（1107字）



本课的主要内容是前滚翻，因低年级学生的有意注意时间短，
如果教师一味的讲解基本动作，强调练习要求，容易使学生
产生厌倦情绪。本课教学时，我通过不同方式方法的引导激
发，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1，创设情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本课的准备活动通过创设游动物园的情景，以游戏的形式代
替了传统的徒手操，学生在欢快的音乐中模仿动物走与跳过
程中不仅很好的活动了身体各关节，还很好的锻炼了学生的
模仿创造能力。在障碍接力比赛中，我创设了小猴子跨过小
河，绕过大山，钻山洞的进行摘果子比赛的游戏，大大调动
了学生参与比赛的积极性，使本课达到了高潮。

2，给学生一个自主创造学习和展示的机会。

在练习前滚翻的过程中，我先让学生自主体验，尝试前滚翻
的动作，然后再请几个有代表性的学生示范，让全体学生评
价，最后才由老师讲解示范动作。我让学生联想球体和正方
体的滚动过程，并加以比较，使学生明白团身紧的重要性。
这样做不但很好的锻炼了学生的创造性和敢于展示自我的精
神，而且使学生更加牢固的掌握了前滚翻的动作技术要领。

3，在练习活动中懂得了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的重要性。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包括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社
会能力，所以，体育课上除了加强学生的身体锻炼外，还需
要注重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在前
滚翻练习中，我要求每队的小队长担任本队的保护人员，保
障滚翻同学的安全和帮助不能顺利滚翻的同学完成动作；在
障碍接力比赛中，学生自己动手，动脑设计摆放小山，小河，
山洞。每个小组成员都能出谋献策摆放，看怎样摆放才能最
快通过摘到果子。每个小组设计摆放的都不相同，在这过程
中，使学生懂得了团结一致，互帮互助的重要性。



前滚翻接后滚翻教学反思篇五

一是，我发现在“后脑触垫”这个教学难点解决上不够到位，
体育学习对于学生来说，只有老师有效的引导，学生不断尝
试，才会让学生所发现。几次练习都发现学生的脚蹬地力度
不够，致使很多学生头顶触垫而不能向前翻滚，也容易造成
安全问题；于是我及时发现后进行纠正，让学生从低头从胯
下看天。

二是，我在教“前滚翻”的专门性练习过程中，有相当一部
分学生在滚动时整个胸露出来，造成翻滚不过的技术性错误，
一部分学生在滚动时没有含胸，没有低头，团身不紧。于是
我结合教学难点，运用简单的方式进行启发学生的`思维，以
引起质的变化。我举例说：想象一下假如车的轮胎是方形后
果会怎样？学生深思后纷纷举手回答，有的说会很颠，有的
说车走不动了。这时，我对学生的回答给以肯定，同学们说
的都很对，如果轮胎是方形的肯定没有圆形轮胎容易滚动。
引出前滚翻的第一个技术要点，要团紧身体。我又找来一个
篮球和一块海绵垫，分别用力推篮球和海绵垫，组织学生观
察结果，反复几次，我问学生：“为什么篮球会向前滚动而
海绵垫不会呢？”学生深思后纷纷举手回答。归纳学生的见
解为：篮球会向前滚动，由于篮球是圆形的，接触地面比较
小，所以很快向前滚动，而海绵垫是接触地面较多，所以很
难向前滚动。接着我指出，我们学习前滚翻的动作要领跟篮
球滚动一样，把身体贴紧大腿和低头。身体成篮球形姿势。
紧接着让学生谈谈自己的体会，并让其作实地示范。

三是、在整节课堂中，有几个男生和女生不敢滚翻，在垫中
徘徊，害怕滚翻。在这种情况下，我通过举例形象的比喻，
在我的引导、示范和帮助保护下，终于勇敢地滚翻过去。但
在滚翻的过程中，没有真正的掌握含胸、低头、全身团紧的
特点。总结起来，要做到低、蹬、团、抱、起，只要做到这
几个字，前滚翻技术就掌握了。



在本节课中，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提高，已取得了一定的
进步。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总结，找出不足，取
长补短，再接再厉，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