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教案教学反思(大全5
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教案教学反思篇一

一教材

本课教学内容是排球运动的垫球技术，垫球技术是排球运动
中最主要的基本技术，是接发球和防守的最常用的主要技术。
起着组织全队相互配合的重要桥梁作用，是高中排球教学重
要组成部分，是更好地学习各种技术和战术的基础，防守也
是进攻的开始，垫球技术好坏直接影响到集体力量的发挥和
战术的配合的质量。这一教材在初中的《体育与保健》中就
已经介绍学习，所以学生对此教学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和掌握。本课在高中体育课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
此，本课重垫球技术中的击球点和击球手臂的正确姿势。为
以后的教学竞赛和学生终身体育打下良好基础。

二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以“终身体育”和“快乐体育”为指导思想。注
重培养学生的终身意识，使学生在快乐中掌握锻炼手段，参
加体育锻炼，增强身心健康。

1、认识目标：通过排球垫球的练习，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培养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态度和行为。

2、技能目标：使学生熟练掌握垫球技术，发展学生的灵敏性



和协调能力。能自主学习与锻炼，提高和他人合作的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勇敢、机智、果断、胜不骄、败不馁
的优良品质和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正确的击球点和正面垫球的姿势。

难点：身体与手臂的协调动作

四教法

根据人体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结合课的目标和学生实际，通
过教师的启发、诱导、讲解示范、直观演示、模仿练习、分
组练习、重复练习、变换练习、要点提示及观摩评价等教学
方法，让学生清楚地了解正面双手垫球动作要点;同时，教师
还要关注个体差异，融入学生活动，引导学生寻求适合于自
己的垫球方法进行练习，并进行指导纠错。

五学法

学生通过集体观摩、模仿进行自学练习，尝试体会垫球动作，
通过友情分组选择伙伴，互帮互学法进行练习。引导学生自
主选择、主动参与，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他们从被动接
受的`客体转变为主动学习的主体，力求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主动参与，自觉锻炼，乐于探究，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
的掌握更多的技术动作。

六教学过程

根据人体生理机能活动能力的规律，结合本课学习目标以及
设计思路，把本课的教学程序分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
束部分。



一准备部分：

1、心理的准备：通过课堂常规达到收心聚意作用，阐述课的
内容、目标使学生从心理上做好学前准备。

2、生理上的准备：采用游戏、徒手操等方式，调节学生的生
理机能，激发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兴奋性，避免伤害事
故，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

二基本部分：

1教师通过设问，启发学生在学习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教师讲解练习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3学生四至六人一组分组练习，由各小组长负责，各小组要展
示练习成果，教师巡回指导。

练习一

自抛自垫练习：体会击球点和控制球能力。

练习二

一抛一垫练习：相距3—4米一人抛球，其他几人轮流垫球，
再轮流交换抛球，主要体会抬臂动作和用力时力度的控制。

练习三

两人对垫练习：距离3—4米连续对垫球由一次过渡到三次以
上练习。要求学生随时要做好垫球前的准备姿势，并快速起
动和移动，保持好合理的位置进行垫球。

练习四



观摩评价：让各小组派学生代表展示一下自已的练习成果，
其他同学评价看哪个小组的同学完成的好，这样可以促进学
生积极主动参与练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和兴趣。

练习五

在场地上分为四至六组进行分组教学比赛，以提高学生的综
合应用能力。

练习六

素质练习：1分钟跳绳

三结束部分：

1、在教师带领下用简单的舞蹈动作放松，让学生消除疲劳，
使身心得到恢复。

2、小结：讲评本节课的学习情况。

3、布置学生收还器材。下课!

预计效果

平均心率140次/分左右

运动密度40%左右

场地器材

排球场2-3个，排球每人1个

谢谢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教案教学反思篇二

一 教材

本课教学内容是排球运动的垫球技术，垫球技术是排球运动
中最主要的基本技术，是接发球和防守的最常用的主要技术。
起着组织全队相互配合的重要桥梁作用，是高中排球教学重
要组成部分，是更好地学习各种技术和战术的基础，防守也
是进攻的开始，垫球技术好坏直接影响到集体力量的发挥和
战术的配合的质量。这一教材在初中的《体育与保健》中就
已经介绍学习，所以学生对此教学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
和掌握。本课在高中体育课教学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
此，本课重垫球技术中的击球点和击球手臂的正确姿势。为
以后的教学竞赛和学生终身体育打下良好基础。

二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以“终身体育”和“快乐体育”为指导思想。注
重培养学生的终身意识，使学生在快乐中掌握锻炼手段，参
加体育锻炼，增强身心健康。

1、认识目标：通过排球垫球的练习，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培养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的态度和行为。

2、技能目标：使学生熟练掌握垫球技术，发展学生的灵敏性
和协调能力。能自主学习与锻炼，提高和他人合作的能力。

3、情感目标：培养学生勇敢、机智、果断、胜不骄、败不馁
的优良品质和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正确的击球点和正面垫球的姿势。



难点：身体与手臂的协调动作

四 教法

根据人体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结合课的目标和学生实际，通
过教师的启发、诱导、讲解示范、直观演示、模仿练习、分
组练习、重复练习、变换练习、要点提示及观摩评价等教学
方法，让学生清楚地了解正面双手垫球动作要点;同时，教师
还要关注个体差异，融入学生活动，引导学生寻求适合于自
己的垫球方法进行练习，并进行指导纠错。

五 学法

学生通过集体观摩、模仿进行自学练习，尝试体会垫球动作，
通过友情分组选择伙伴，互帮互学法进行练习。引导学生自
主选择、主动参与，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他们从被动接
受的`客体转变为主动学习的主体，力求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主动参与，自觉锻炼，乐于探究，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
的掌握更多的技术动作。

六 教学过程

根据人体生理机能活动能力的规律，结合本课学习目标以及
设计思路，把本课的教学程序分为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
束部分。

一 准备部分：

1、心理的准备：通过课堂常规达到收心聚意作用，阐述课的
内容、目标使学生从心理上做好学前准备。

2、生理上的准备：采用游戏、徒手操等方式，调节学生的生
理机能，激发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兴奋性，避免伤害事
故，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



二 基本部分：

1 教师通过设问，启发学生在学习中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2教师讲解练习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3学生四至六人一组分组练习，由各小组长负责，各小组要展
示练习成果，教师巡回指导。

练习一

自抛自垫练习：体会击球点和控制球能力。

练习二

一抛一垫练习：相距3—4米一人抛球，其他几人轮流垫球，
再轮流交换抛球，主要体会抬臂动作和用力时力度的控制。

练习三

两人对垫练习：距离3—4米连续对垫球由一次过渡到三次以
上练习。要求学生随时要做好垫球前的准备姿势，并快速起
动和移动，保持好合理的位置进行垫球。

练习四

观摩评价：让各小组派学生代表展示一下自已的练习成果，
其他同学评价看哪个小组的同学完成的好，这样可以促进学
生积极主动参与练习，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和兴趣。

练习五

在场地上分为四至六组进行分组教学比赛，以提高学生的综
合应用能力。



练习六

素质练习：1分钟跳绳

三 结束部分：

1、在教师带领下用简单的舞蹈动作放松，让学生消除疲劳，
使身心得到恢复。

2、小结：讲评本节课的学习情况。

3、布置学生收还器材。下课!

预计效果

平均心率 140次/分左右

运动密度40%左右

场地器材

排球场2-3个，排球每人1个

谢 谢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教案教学反思篇三

一、教学内容

本堂课教学对象时初一段的女生，她们注意力不容易集中，
排球基础较差，但是具有一定的求知欲。所以以排球的基本
功为主要教学内容，垫球是排球的基本功，本堂课以老师示
范指导为教学手段，以学生自主练习为练习手段，让学生在
学习技术的同时也得到了锻炼。通过教学，促进了学生身体
技能的发展。提高学生灵敏、速度、力量和协调素质的能力，



培养学生勇敢、果断和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

二、精髓惠顾：

1、主教材重点突出。本次的课的主教材是正面双手垫球，教
案上反映本次课的教学重点是排球双手垫球的垫球部位。本
人认为，垫固定球、自垫球、和一抛一垫是练习垫球手臂部
位比较有效的练习方法。而缪老师在本次课中的基本练习均
采用了这几种练习方法进行练习，使本次课的教学重点突出。

2、教学过程比较流畅。课的开始部分进行队列队形的常规练
习，很好的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请起来。准备部分教师带领
学生变形跑练习，之后组织学生在跑动中逐个拿球，避免了
学生拿球时候的拥挤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变形跑之后成两
列横队，开始准备活动，进行主教材的教学和耐久跑，放松，
组织队形采用“一站到底”，节省了组织调动队伍的时间，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练习。

三、个人建议

1、讲解过于繁琐，使用专业术语。体育课是一门身体实践性
很强的课程，在课堂中应尽量精讲多练，使学生在练习过程
中逐渐掌握动作要领。平时上课过程中对学生多进行专业术
语的讲解，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技能，丰富理论知识，扩
大知识面。

3、抛球练习时，单手抛球学生无法达到练习效果。初一女生
的手部力量较小，单手无法抛出高弧线，大部分学生抛球高
度只有达到肩部。教师发现该现象，应立即停止。

4、为了提高学生练习的积极性，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赛或游
戏性质的练习，使学生在乐中学。

四、总结



这节排球课从整体上来说是非常成功的。很好的完成了教学
任务，实现了教学目标，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缪老师介绍了排球的基本功在排球比赛中的重要性，
只要有好的基本功就能把排球打得得心顺手，在知识的延伸
方面，将排球基本功的基本技术要领灌输给学生身上，强调
排球中基本功的重要性，练习中老师对于学生的错误动作进
行指导更正。

以上是本人在学习了缪秀玉老师《排球—正面双手垫球》课
程后而写的一份评课稿，不到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教案教学反思篇四

一、本堂课主教材是排球正面下手垫球，辅教材是夹球跳。
垫球是排球运动中最主要的技术之一，本堂课以一抛一垫训
练为练习手段，让学生在学习技术的同时也得到了锻炼。通
过教学，促进了学生身体技能的发展。提高学生灵敏、速度、
力量和协调素质的能力，培养学生勇敢、果断和勇于克服困
难的意志品质。



二、本课在设计上，从新课程理念出发，注重以学生的发展
为本。本课是以一种常态课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从队列队形
的练习为课的开始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迅速进入课
堂角色。然后从准备部分的慢跑到到自编球操练习，比较有
特点的是球操练习，在球操中巧妙的融入了顶肘、压腕等排
球的垫球动作。有效的舒展活动了学生的各关节，熟悉了球
性，又尽可能的规避学生体育课中的运动伤害，最主要是为
下面的主教材做好铺垫。最后通过排球垫球的手型和垫固定
球，这样很自然地过渡到本课的主教材内容学习，个人认为
这样自然的导入是本课最大的一个亮点。

在主教材的处理上，运用自主探究和合作的学习方法，来提
升学生对抛球动作及“插”、“夹”、“抬”垫球动作的熟
悉程度，学生通过学习正确的手型、准备姿势、徒手练习、
垫固定球、自抛自垫、一抛一垫、巩固展示，按照动作技能
教学中的程序教学法原则，更加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其
中我一直有强调抛球的位置及击球点的重要性，让学生正确
找到击球点，这样就能更好的使学生掌握和巩固正面双手垫
球的技术动作。针对不够好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更能体现
出教育以生为本的理念和教育的全面性，也能体现出对后进
生的关注。

另外，我在排球垫球示范时，能从正面、侧面等多个角度进
行示范，在示范位置的选择上，我也做到既要考虑排头，也
要顾及排尾，使每位学生都能直观的看到我的动作。 在最后
的延伸拓展内容中，通过辅助教学，对学生的灵敏、速度、
力量等方面都做到了锻炼的效果。练习密度和强度没有因为
学生多而下降，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幅度地提升了学生的练
习效果。

三、教师突出培养学生自主学练的能力，采用分层教学，让
学生自主选择，使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都能体会到成功的喜
悦。注重学生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团队精神。本课主要采用的
教学方法有：教师示范法、学生自主练习法、学生示范法、



对比法、分组练习法等。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
学习兴趣，从而提高了学生课堂的实效性，完成了课前所预
定的目标。

四、教学不足：

1、练习的队形可以适当拉开距离，整堂课学生练习都处在一
个比较集中的状态，没能很好利用场地的宽度。

2、未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3、教学时，教师的语言表达、语气语调的变化，都需要教师
平时教学的积累和平时文化学习的积淀。本课感觉自己在语
调语气语言方面还需要加强，还要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的
能力。

五、总结 通过本次课的教学，我感觉到现在教师角色的的转
变，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我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充实提
高自己。

排球正面双手垫球教案教学反思篇五

各位评委好：

情感目标：认真练习，通过游戏培养学生勇敢、机智、果断、
胜不骄、败不馁的优良品质和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的集体主
义精神。

教学重点与难点：

分析垫球的动作结构，把垫球技术分为：姿势、击球点、身
体与手臂的协调动作几个环节。要想把球垫好、准确，关键
是姿势和击球点，所以教材的重点：正确的击球点和正面垫



球的姿势。难点：身体与手臂的协调动作。

学习和发展（20’）

游戏：接力比赛

规则：分为四组进行比赛，每组一球。双手平举把球放在腕
关节以上10厘米处，不能夹球，快速跑到指定地后原地垫球
三次后再跑回队伍把球交给下一位同学。最先完成的为胜。

目的是根据本课的内容安排这个游戏，再次巩固垫球技术。
同时也培养学生的协作配合，团结合作能力。

恢复身心部分（5’）

1.在教师带领下学生通过音乐来放松，促使学生消除肌肉的
疲劳，身心得到恢复。

2.对本课进行小结，学生参与自我评价，小组评价和综合评
价。

3.布置回收器材

场地器材：

本校的体育设施比较齐全，基本上可以做到人手一球，需要
器材：排球41个，挂图1付，录音机一台，磁带一盒。

预计课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