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七年级体育课堂常规教案(优质5
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
案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七年级体育课堂常规教案篇一

使学生懂得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教学重难点]

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教学过程]

一、导入，体育课是学校体育活动的基本形式，如何上好体
育课呢？首先要了解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二、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1、环境卫生：场地卫生环境的好坏是上好体育课的

前提条件，场地必须平坦、清洁。

2、个人卫生：

（2）严禁穿皮鞋、凉鞋，防止伤害他人和损伤自己

（3）严禁带小刀、钉子等，以免造成损伤

（6）课程完毕要做整理活动，促进机体各部分机能状态的恢



复

（7）使用体育器械一要注意安全，二要注意卫生

3、运动生理卫生：体育锻炼要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应
注意全面性、经常性和发展性，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运动量，
否则也会引起不良影响，如：头晕、恶心、心慌、面色苍白
等现象。因此，要求每个同学按教师的安排，按规定的时间、
动作、次数、运动量去完成。

一、开始部分，约2—3分钟；第二、准备部分，约6—12分钟；
第三、基本部分，约25—30分钟；第四、结束部分，约3—5
分钟。

三、齐读课文，完成课后练习。

四、效果考查：检查学生在上体育课时，是否按体育课的卫
生要求去做。

[板书设计]

（略）

七年级体育课堂常规教案篇二

1、复习小排球的垫球动作，进一步熟练垫球动作。

2、学习掌握合作垫球动作及准备姿势

3、提高学生的灵敏反应和对小排球的兴趣。

教师活动：



1、体育委员整队，集体报数

2、师生问好，宣布课内容

3、小游戏：抓俘虏

a男女分两组进行游戏，各队分两排面对面站立

b用排球投掷对方队员，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

c集合统计成绩

学生活动：

1、学生快速安静整队

2、认真听清课的内容

3、听清游戏规则积极进行游戏

4、分组游戏，统计成绩

组织：

教师活动：

1、复习垫球，练习时可以采用自垫、对墙垫等方法

2、集合围圈站立，讲解示范一人抛球，一人垫球动作

（教师提示垫球时手和脚的动作：手下插，脚屈膝蹬腿，提
踵）

3、教师组织学生徒手练习点球动作



4、组织学生男女分两组，面对面不间断练习20个，共三次

5、请学生示范，教师强调动作

6、组织学生连续对垫球比赛，看哪一组垫的'最多，如果球
落地必须重新来

学生活动：

1、学生有序拿球，分散练习

2、集合认真认真看师示范。

3、学生徒手跟师练习。

4、两人一球相距3米，面对面练习

5、强调动作，学生继续练习

6、集合评比，请垫得多的两组学生示范

教师活动：

2、四人一组继续游戏

3、四路中队进行游戏

4、放松：校园集体舞

a学生围成两圈，男生内，女生外

5、师生再见

学生活动：



1、听清游戏方法

2、两人一组尝试游戏

3、四人夹球进行游戏，后面学生双手打在前面学生肩上

4、排成四组进行游戏，学生只能用走的形式完成

5、学生听音乐跳集体舞

6、学生整理器材

组织：

场地器材：

课后小结：

七年级体育课堂常规教案篇三

使学生懂得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教学重难点]

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教学过程]

一、导入，体育课是学校体育活动的基本形式，如何上好体
育课呢？首先要了解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二、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1、环境卫生：场地卫生环境的好坏是上好体育课的



前提条件，场地必须平坦、清洁。

2、个人卫生：

（2）严禁穿皮鞋、凉鞋，防止伤害他人和损伤自己

（3）严禁带小刀、钉子等，以免造成损伤

（6）课程完毕要做整理活动，促进机体各部分机能状态的恢
复

（7）使用体育器械一要注意安全，二要注意卫生

3、运动生理卫生：体育锻炼要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应
注意全面性、经常性和发展性，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运动量，
否则也会引起不良影响，如：头晕、恶心、心慌、面色苍白
等现象。因此，要求每个同学按教师的安排，按规定的时间、
动作、次数、运动量去完成。

一、开始部分，约2―3分钟；第二、准备部分，约6―12分钟；
第三、基本部分，约25―30分钟；第四、结束部分，约3―5
分钟。

三、齐读课文，完成课后练习。

四、效果考查：检查学生在上体育课时，是否按体育课的卫
生要求去做。

[板书设计]

（略）

七年级体育课堂常规教案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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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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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场心理而退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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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抓住这一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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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使学生化
“沮丧”为“振奋”，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新的挑战。

二、培养善于接受意外事实的能力

任何人从事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同样，
学生在体育学习中，也难免会遇到挫折。例如，在一场班际
拔河比赛中，因教师发现一名外班的学生参与了某班的比赛，
故大声斥责，结果使该班的学生转移了注意力而导致失败。
这种由于外因素造成的失利使学生难于接受，情绪非常恶劣。
对于这种意外事情的发生，教师要主动地向学生说明真相，
讲清道理，充分肯定他们的实力，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并提
供再赛的机会。同时还可以通过我国运动员参加世界大赛出
师不利的典型事便来教育学生，使学生了解任何比赛都可能
存在一定的意外，包括裁判不公等，培养学生接受意外事实
的能力，从而增强抗挫折能力和情绪调节力。

三、利用小组活动形式，培养乐于合群的性格

性格是个性的核心要素。良好的性格对于学习具有重要影响，
而人的性格与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有着密切联系。小学阶段
是性格形成期，我们应当通过体育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
使他们乐于交往，兴趣广泛，与人和谐相处和积极进取。如



在体育分组活动中，常会发现个别学生不愿参与活动，只是
坐在一旁观看或四处走走，询句为何?大都强调客观原因。经
深入调查才得知是因性格孤僻而导致不合群。针对这一情况，
教师可亲自出马，带领不合群的学生一起参加小组活动，指
导小组活动方法，并在巡视中不时地过问该小组每个成员的
活动情况，及时表扬小组成员取得的成绩，使不合群的学生
增添信心、融入群体。此外，还可创设两人合作的游戏比赛，
让这类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与同伴打成一片。这样日积月累，
持这以恒，就能帮助学生培养起良好的性格。

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衡量学生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指标。
因为一项创新活动的完成，必须具有充沛的体力、饱满的精
神和乐观的情绪。为此，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应通过多种手段
培养学生活跃的思维、丰富的想象及运用知识的实践能力等。
比如教材的安排要体现健身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以促进学
生生理、心理和精神待等方面的提升，获得成功和愉快的体
验，使他们能热爱体育，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此外，还可
通过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开发学生的潜能和完善人格，培养
学生自学、自练的能力，并给学生营造合作学习的氛围，同
时为学生提供机会，培养他们的创造力、竞争力。

在新课程标准实施的情况之下，作为体育教师一定要转变观
念，从以往那种单纯追求运动成绩的框框里跳出来，树立健
康体育观的意识，通过一些有效的手段来带领和引导同学们
参加体育锻炼。使同学们身体素质和体质两方面都得到相应
的提高，让他们的人人身体都“棒”起来，少生病或不生病。
这也是我们上体育课的一个重要目标之一。

长期以来，学校体育的目的是要增强学生体质使身体变得更
健康，而每周有限的体育课，往往是不能满足增强体质、增
进健康的目的的。健康则是一个长期持之以恒的过程，也就
是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想通过短时间取得好的效果是



不太可能的，因为人体机能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在体育教
学中应把着眼于怎样通过一些教学方法来激发与调动学生体
育锻炼的兴趣和热情。逐步地培养他们爱好和自觉参加体育
锻炼的习惯，使他们在运动中，体验到其中的乐趣;品尝到成
功的滋味;找到真正的自我。慢慢的让体育运动成为他们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伴随他们的一生。

课堂不仅是建构知识的平台，也是人际交往的场所。良好的
课堂气氛可以使学生有强烈的欲望，有积极的情绪，有充沛
的精力与体力;良好的学习氛围还可以使学生思维活跃，迸发
思想火花，产生奇思妙想。建立平等、友爱师生关系，营造
融洽、和谐的运动环境，学生能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达成学
习目标。教师首先必须开阔心胸去理解学生，然后再敞开胸
怀去关爱学生，这是进行小学体育教学的首备条件。你给孩
子一份理解和关爱，他就会对你产生依赖和信任!作为体育教
师就应该敞开胸怀爱学生，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召他们，他们
会逐步接纳你，更加尊重你。这样的例子发生了几次，我总
是把握时机，与孩子们走近，与他们成为朋友。

七年级体育课堂常规教案篇五

教学目标：

1、教育学生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人身安全。

2、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
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3、掌握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教学要求：

知识方面：了解有关知识；明确危害安全的行为。



能力方面：通过学习，时刻提高警惕，自觉做好防范工作。

觉悟方面：认识安全的必要性，树立安全意识；增强安全的`
责任感。

教学重点：危害安全的行为，及自救措施。

教学方法：导、读、议、评相结合。

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人身安全。

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除提高交通安全意识、掌握基本的交通安
全常识外，还必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才能保证安全。以下
两点是大家必须掌握并要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的。

（1）在道路上行走，应走人行道，无人行道时靠右边行走。
走路时要集中精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与机动车
抢道，不突然横穿马路、翻越护拦，过街走人行横道；不闯
红灯，不进入标有“禁止行人通行”、“危险”等标志的地
方。

（2）乘坐交通工具。乘坐市内公共交通等车停稳后，依次上
车，不挤不抢。车辆行驶中不得把身体伸出窗外；乘坐长途
客车、中巴车时不能贪图便宜，乘坐车况不好的车，不要乘坐
“黑巴”、“摩的”，因为这些车辆安全没有保障。乘坐火
车、轮船、飞机时必须遵守车站、码头和机场的各项安全管
理规定。

（3）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家庭有了摩托车、小
车等。学生还没有达到驾驶这些交通工具的能力，严禁违章



违法驾驶。

二、树立起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
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

1、当前，在中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缺乏正确的安全防卫心
理，他们中有人被敲诈，有人被欺负，甚至有人被杀害，此
类案件比比皆是，甚至有上升的趋势。因此，对我们中学生
加强安全防卫意识教育，培养正确的安全防卫心理非常重要。

2、“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三、紧急情况下的逃生策略

（一）地震

发生地震时：

（1）从人感觉振动到建筑物被破坏大约只有12秒钟，如果你
住的是平房，那么你可以迅速跑到门外。如果你住的是楼房，
跑已经来不及了，千万不要跳楼，应立即切断电闸，关掉煤
气，暂避到厨房，洗手间等跨度小的地方，或是桌子，柜子，
床铺等下面，震后迅速撤离，以防强余震。

（2）学校，商店，影剧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如遇到地震，最
忌慌乱，应立即躲在课桌，椅子或坚固物品下面，待地震过
后再有序地撤离。

（3）如在街道上遇到地震，应用手护住头部，迅速远离楼房，
到街心一带。如在郊外遇到地震，要注意远离山崖，陡坡，
河岸及高压线等。

震后：震后不幸被废墟埋压，要尽量保持冷静，设法自救。
无法脱险时，要保存体力，尽力寻找水和食物，创造生存条



件，耐心等待救援。

（二）火灾

水火无情，人所共知。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说，近5年来，
全世界平均每年有2070多万人在大火中丧生，受伤的就更难
以计数了。

在面对大火肆虐的危急时刻，必须坚持“三要”、“三救”、
“三不”的原则，才能够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1、“三要”

（1）“要”熟悉自己住所的环境

平时要多注意观察，做到对住所的楼梯、通道、大门、紧急
疏散出口等了如指掌，对有没有平台、天窗、临时避难层
（间）胸中有数。

（2）“要”遇事保持沉着冷静

（3）“要”警惕烟毒的侵害

2、“三救”

（1）选择逃生通道自“救”

发生火灾时，利用烟气不浓或大火尚未烧着的楼梯、疏散通
道、敞开式楼梯逃生，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能顺利到达失
火楼层以下，就算基本脱险了。

（2）结绳下滑“自救”

（3）向外界求“救”



3、“三不”

（1）“不”乘普通电梯

（2）“不”轻易跳楼

（3）“不”贪恋财物

（三）雷电

夏天来临，经常会有雷雨大风，应该预防雷电袭击。

1、在空旷田野上，不要使自己成为尖端，也就是说，要尽量
降低自身高度，不应该把铁锹、锄头、高尔夫球棍等带有金
属的物体扛在肩上高过头顶。

2、在市郊地区，最好躲入一栋装有金属门窗或设有避雷针的
建筑物内，也可躲进有金属车身的汽车内。

3、在稠密树林中，最好找一块林中空地，双脚并拢蹲下；在
大树下躲雷雨是极不安全的。此外，不要在高楼烟囱下、地
势高的山丘处停留，以防不测。

4、在山间旅游，如路遇山洞也可进入避雷。

5、打雷时，最好不要到湖泊、江河，海滩等处钓鱼和划船，
也不要去游泳。

6、打雷时，在平坦的开阔地带，最好不要骑马、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车或开拖拉机。7、打雷时，在室内相对比较安全，
但要紧闭门窗，防止危险的侧击雷和球形闪电侵入。

（四）洪水

1、受到洪水威胁，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



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
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利用船只、木排、门板、木床等，做水
上转移。

2、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时，要立即爬上屋顶、楼
房高屋、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援救。不要单身游
水转移。

3、在山区，如果连降大雨，用容易暴发山洪。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注意避免渡河，以防止被山洪冲走，还要注意防止山体
滑坡、滚石、泥石流的伤害。

4、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要远离避险，不
可触摸或接近，防止触电。

5、洪水过后，要服用预防流行病的药物，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避免发生传染病。

四、青少年要不断增强维护安全的责任感

1、树立安全意识。

2、努力学习、练好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