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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年级体育课跳绳教学反思篇一

我在体育课《前滚翻》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关键的原因在
于低头团身。于是，我在教学设计时，安排了两个游
戏。“高人与矮人”的游戏，让学生体会团身要求。“胯下
猜拳”让学生体会低头。在这样的初步体验的基础上，我尝
试让学生滚翻以后能站起来。刚刚有些学生低头能滚翻过去，
但是由于团身不紧，无法很好的站起。我让学生做到“一蹲
二撑三团身”动作要领，在后来的练习中，自然而然的在滚
翻中团身，力求在滚翻过后能站起。超过一半的学生能在滚
翻后站起，还有部分学生就差一点点就成功，这时候，我又
引导学生双脚用力蹬地。我请两个学生展示比较，动作快的
学生很容易就滚翻过去，而动作慢的学生尽管滚翻过去了，
但是站起来很艰难。通过对比引导，超过90%的学生利用低头、
团身、蹬地等动作要领，出色的掌握前滚翻的技巧。

在这节课上，我觉得我有两个成功的地方。一是在技能教学
上，我采用发现问题——对比分析——改进方法——成功的
方法，学生对技能的掌握较出色。大部分学生通过体验，或
是观察老师、同学的示范，逐步掌握低头、团身、蹬地的要
领，最后掌握前滚翻的技术要领，出色完成动作。在技能指
导上，我充分强调要低头、团身、蹬地等要领，或通过动作
比较，或通过动作演示，使学生理解动作要领，突破重点，
克服难点，最后顺利掌握前滚翻技术。



二是学生在自主练习时，我给予学生明确的目标。比如一开
始有的学生团身紧，但是滚翻不过去，我就引导学生要低头。
通过前面的.准备活动“高人与矮人”“胯下猜拳”游戏，使
学生理解前滚翻中低头的重要性，强调在前滚翻时要先低头
才能滚翻过去。在学生滚翻过去后不能顺利站起时，又通过
分析比较，让学生理解要滚得快，双脚就要用力蹬地。在练
习时给予学生明确的目标，学生对于动作的掌握就更容易。

一年级体育课跳绳教学反思篇二

我担任小学一年级体育教学，我觉得游戏比赛在小学体育教
材中占有相当的份量，通过游戏教学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竞
争、团结合作、热爱集体和遵纪守法等优良品质。而这些优
良品质正是一个人健康心态的集中体现。游戏深受学生的喜
爱，也为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良机。例如，在游戏
比赛中一些个性较强的学生因不服输而与对方发生争执，甚至
“动武”；也有失利组的学生互相埋怨，导致受指责的学生
产生怯场心理而退出比赛。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游戏教学
的正常进行，而且还伤了同学之间的和气。这时，我就要抓
住这一契机，耐心地教导学生特别是有偏游倾向的学生认识
游戏比赛的意义，正确看待比赛的成败，批评有碍团结的不
良倾向。同时还要与学生一道分析造成失败的原因，找出制
胜的有利因素。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举行一个篮球
比赛，就因为争一个球，二个学生就准备打架了，我马上跟
他们两个人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然就请先离场休息。
最终使学生化“沮丧”为“振奋”，以积极的心态参赛。

在室内可以做的动作练习有“起立”、“坐下”、“稍息”、
“立正”，这些动作本可以在室外练习，在室内练习的目的
是室内相对于室外便于组织，在学生还没有在室外的时候已
经规范了学生的行为，在学生长时间听讲之后，活动一下，
可以起到调节学生学习疲劳的作用。通过动作练习所进行的
行为规范练习这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是必要的，因为体育课毕
竟是教学活动，相对开放的课堂，更需要规范学生的行为。



另外，结合动作练习，给学生讲明哨音的意义，长音表示什
么，短音表示什么，长短音结合表示什么，也可以用哨音指
挥学生的动作。简单动作练习和哨音意义的讲解，将会为将
要开始的室外课做好准备，因为学生已经懂得了最基本的要
求和行为方法。

一年级体育课跳绳教学反思篇三

创造性地培养应该从小开始。实际上，儿童在幼儿时期就常
表现出良好的创造力，他们会用积木在自己的床上、地板上
构建自己想象中的天地。因此激励学生进行创造性地学习，
并使他们形成创造性学习的习惯，不仅能使学生获取更多的
知识与技能，挖掘出更多的潜能，而且还能使学生形成创新
的意识和能力，获得更多的成功体验。在体育教学中我们要
创设条件，提供诱发创新思维的刺激，让学生获得充分的创
新体验。本课从教学中的问题出发，刺激和引发学生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使他们充分体验到创新的满足，调动了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发现学生的创意
与我们的设想不一致时，千万别“一棒子打死”，新的活动
方式或游戏规则常常会在这样的情境中产生。提倡学生进行
创造性地学习比不意味着排斥教师的指导，也不是说样样事
情都需要学生去创造，教师的指导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在体
育教学中将教师的指导与学生的创造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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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体育课跳绳教学反思篇四

20xx年4月，我执教的《前滚翻》参加银川市优质课评比获得
一等奖，本课的主要内容是前滚翻，完成动作的重点在于团
身紧。先让学生在自由练习中尝试完成了动作，为接下来学
习前滚翻动作打下了基础。在讲解前滚翻动作要领时，通
过“皮球”与“砖块”滚动的比较，直观地展示给学生，要
把动作做好，就要做到“团身滚动像圆球”，努力使自己成
为一个“球”，学生认真模仿进行团身滚动练习，再一次强
调了本课的重点“团身紧”。通过戴头饰做前滚翻的练习，
突破本课重点前滚翻时要低头，通过夹沙包做前滚翻，解决
难点问题团身收腹，不能分腿，滚动圆滑。通过创新拓展环
节，提示学生滚翻接滚翻，还可以接哪些动作？引导学生自
创练习，优秀学生示范引领，为学生各项技能的综合运用，
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应用，既加深了学生对技能的熟练程
度，又培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同时，也为以后
学习“前滚翻两腿交叉转体180度接后滚翻”打下了基础。

本课在学法方面，着重于学生的小组合作学习，在学生学习
过程中，对于学困生，教师并没有直接进行指导帮助，而是
指导本组的同伴进行帮助、指导，以小组成绩来衡量评判，
共同完成学习目标。在教学评价方面，本课采用了学生自评、
组内自评、老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差
异，让每位学生都体验到学习和成功的乐趣。

一年级体育课跳绳教学反思篇五

低年级小学生有一种天性，就是爱玩好动，精神不易集中，
而且不太喜欢听从教师的细心讲解，不太喜欢按照老师所规
定的练习方式和要求去做，他们总爱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想象
来进行体育活动，其实这就是小学生这个年龄段所特有的一



个特性，他们对各种事物总是充满着好奇。因此这就要求体
育教学应从学生的情趣特点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寓
教于玩，这样既能增强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又能在娱
乐游戏中体现体育教学内容，达到体育教学目的，即在体育
教学中应注重“教”与“玩”的结合。

在我上投掷课时，我让学生从抛纸球到附加各种动作的抛接
练习，提高学生的`联系积极性。引导学生去尝试和探索把纸
球投的又高又远的方法，然后老师总结讲解屈肘过肩、快速
挥臂的动作要领，指导学生集体练习快速挥臂，分小组练习
投球。课中由于学生们第一次接触纸球投掷，手中拿着纸球
都很兴奋，都想着自己去投着玩，练习中场面有点混乱不受
控制；讲解示范时对学生的关注面不够，有少部分同学仍在
玩弄纸球；练习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及时指出、更正，给予评
价，只在课后小结中提出，效果欠佳。

在今后的课堂中规范课堂常规，讲解示范时照顾到班上每一
名学生，对练习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评价和更正。让自己
的课堂更加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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