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三体育开学第一课室内课堂教案
体育开学第一课室内课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位兢兢业业的人民教师，常常要写一份优秀的教案，
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那么
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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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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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练习幼儿的手眼协调能力。

2、培养幼儿敏锐的观察能力。

3、在活动中，让幼儿体验与同伴共游戏的快乐，乐意与同伴
一起游戏。

4、愿意大胆尝试，并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心得。

5、通过活动幼儿学会游戏，感受游戏的`乐趣。

画娃娃头一个，眉、眼、耳、嘴俱全，只缺鼻子

一、引出活动。

师：今天钟老师带来一个张画，你们来看看这幅画出现了什
么问题，画里是一个小娃娃，这个小娃娃少了什么呢？对了，
所以就要请小朋友们来帮忙把它的鼻子贴上去呢？贴鼻子可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听清楚老师讲要怎么样帖鼻子吧！

玩法：参加游戏的儿童站在3米外白线处，看好鼻子部位，再
蒙上双眼上前去贴。贴对者，得奖。



二、游戏进行，

在活动的时候，可是适当地给幼儿提示。

三、结束活动。

玩法：将乒乓球从桌子上积木搭好的跑道中吹进对面的筐内，
一吹进的为胜。

规则：不能用手拿球，只能用嘴吹。

准备：啤酒瓶筷子

玩法：参赛者站在啤酒瓶的一侧，筷子离瓶口约一米的距离，
瞄准瓶口，放掉手中筷子，如果筷子掉进瓶里，便是优胜者。

规则：每人有三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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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所教学两个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围绕学校工作目标，
除了认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定期评定学生成绩、优质
完成每节课的教学外，积极采取课内外培优补差措施，制定
培优补差计划，以高度的责任心投入到紧张的教学及培优补
差工作中，力争取得好成绩。

提高优生的自主和自觉学习能力，进步巩固并提高中等生的
学习成绩，帮助差生取得适当进步，让差生在教师的辅导和
优生的帮助下，逐步提高学习成绩，并培养较好的学习习惯，
形成数学思维基本能力。培优计划要落到实处，发掘并培养
批数学尖子，挖掘他们的潜能，从培养数学思维能力入手，
训练良好学习习惯，从而形成较扎实的基础和能力，并能协
助老师进行辅差活动，提高整个班级的数学素养和数学成绩。



1、采用优生带差生的帮行动。

2、课堂上创造机会，用优生学习思维、方法来影响差生。

3、对差生实施多做多练措施，优生适当增加题目难度。

4、采用激励机制，对差生的每点进步都给予肯定，并鼓励其
继续进取，在优生中树立榜样，给机会表现，调动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和成功感。

5、充分了解差生现行学习方法，给予正确引导，朝正确方向
发展，保证差生改善目前学习差的状况，提高学习成绩。

6、重视中等成绩学生，保持其成绩稳定和提高。

7、必要时与家长联系，协助解决差生的学习问题。

8、重视对学生学习的及时评价，让学生时刻感受到老师的关
注。

a培优：冯书域、王营璨、刘雅璇、翁嘉怡、罗钰儿

b培优：温长根、贾雨虹、谢婉莹、轩辕天诚

a补差：邓楗豪、何霏、夏梦琪

b补差：黄帅、晁中慧、陆东方、赵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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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为依据，结合本班学生及数
学学习的具体情况。通过复习，提高学生的实际数学能力，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激发兴趣，感受数学
的魅力。



1、经历对知识回顾与整理的过程，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比较
完整的知识结构，逐步养成回顾与反思的习惯。

2．促进学生的认知策略和发展，提高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通过形式多样化的复习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
生在生动有趣的复习活动中经历、体验、感受数学学习的乐
趣。

4．有针对性的辅导，帮助学生树立数学学习信心，使每个学
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进一步发展。

5．体会数学与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感受数学的应用
价值，能克服在数学活动中遇到的某些困难，获得成功的体
验，增强学习数学的信心。

复习重点：主要放在数与数的运算这一块内容中的100以内数
的认识和加减法计算及应用，人民币的认识。复习难点：100
以内数的加减法笔算（进位加、退位减），人民币的简单计
算，解决问题，钟表的认识（辨别大约几时）。

我任教两个班的数学，各有64名学生，这两个班有很多相似
之处，他们天真、活泼、好动；大部分学生思维活跃，学习
兴趣浓厚，计算能力薄弱。但他们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1）班：学生差距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习惯有待加
强，平时上课，能认真听讲的学生约占全班人数的百分之六
十，其他学生的注意力只能持续5分钟左右，但他们的交作业
习惯较好，可每次都会有20个左右的小朋友做错题。

一（2）班：达到优秀的有39人，中等生有15人，差生：7人，
学困生：3人；大部分学生都能掌握每节课所要学习的知识与
技能，接受能力强，上课喜欢集体回答问题，学困生较少，



但交作业的情况不太好，现在还有几个学生会忘记交作业。

1．首先组织学生回顾与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收获。复习前，
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弄清学生对哪些知识掌握的比较
好，哪些知识还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从而有计划、有
针对性地开展复习活动，以增强复习的实效性。

2．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结合学生也有知识和生活
经验，把握好知识的'重、难点，以及知识间的内在联系，设
计富有情趣的数学活动，学习、理解数学知识。使学生在原
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

3、复习加减法计算时，（每天5分钟）可以采用游戏、竞赛
等多种形式组织学生练习，以激发学生练习的兴趣，提高计
算的正确率和熟练程度，促进计算技能的形成。

4．收集单元测试卷、练习册、作业中容易出错的题，做重点
的渗透复习；设计专题活动，渗透各项数学知识。专题活动
的设计可以使复习的内容综合化，给学生比较全面地运用所
学知识的机会。

5．根据平时教学了解的情况，结合复习有关的知识点做好有
困难学生的辅导工作。

6．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多做家访，与家长密切配合，
共同督促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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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中，造成人体组织或器官在解剖上的破坏或生理上
的紊乱，称为运动损伤。以下是高中体育开学第一课室内课
教案，欢迎阅读。



1、通过讲解使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身体结构。

2、通过典型事例加深学生记忆，激发学生兴趣。

教学重点：骨骼、关节的基本构造和功能;

体育运动中，造成人体组织或器官在解剖上的破坏或生理上
的紊乱，称为运动损伤。

骨骼、关节、肌肉如何相互协调完成运动过程。

人体骨骼、肌肉模型及挂图，多媒体课件

既然提到运动，那么我们就需要研究一下人体的运动系统。
通过提问人体的运动系统由哪几部分构成引入本课。

[通过出示多媒体课件、播放动画片和提问与小组讨论]

[总结学生的讨论，教师结合多媒体讲解]

(1)、认识骨骼和关节 [投影出示全身骨骼图片]

提问学生人体骨骼由多少块构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通过人体骨骼、肌肉模型简单介绍人体的骨骼。

介绍关节：球窝关节(肩关节)滑车关节(肘关节) 平面关
节(脊椎)

自己动手并讨论：我们身上哪些是球窝关节、哪些是滑车关
节、哪些是微动关节。

(2)、肌肉：[出示全身正反肌肉图片和肌肉类型图片]

肌肉分成三大类：骨骼肌(附着在骨骼上)



平滑肌(食道，胃壁)

心肌(心脏)具有律动性

重点讲解骨骼肌：人体是很很复杂的即使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也要很多肌肉协调配合完成。因此在运动生理学中我们又将
肌肉分成这样几类：原动肌(使骨骼产生运动的一块或一组肌
肉)对抗肌(在同一动作中与原动肌起相反作用的一块肌肉或
一组肌肉)固定肌(了解)

中和肌(了解)

用屈肘动作来具体讲解原动肌与对抗肌。当我们屈肘时，肱
二头肌收缩，而肱三头肌舒张。他们正好是一对作用相反的
肌肉组。所以，这时我们就将肱二头肌称为本动作的原动肌，
而肱三头肌就称为对抗肌。

(3)骨骼、关节、肌肉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老师利用多媒体出
示上臂结构解剖运动图]

自己动手并讨论：骨骼、关节、肌肉和运动的关系?

(4)小结：

a我们说心肌有律动性，假设心肌每分钟跳60次，我们算一下
它一小时、一天、一年分别能跳动多少次?并说说它的重要
性!

b踢足球时骨骼、关节、肌肉和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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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损伤的预防



1、了解运动损伤的概念及发生原因；

2、掌握预防运动伤害的方法。

1.指导学生具备预防意外伤害的能力。

2.教导学生具备运动伤害预防的知能，以减少运动事故伤害
发生并维护身体健康。

养成良好的健康态度和习惯。

说明并演练预防运动伤害的方法。

运动损伤的预防。健康教育辅助教学录影带。

一、预备活动：

1.请学生事先分组搜集有关‘运动损伤的预防’的资料。

2.老师事先搜集有关‘运动损伤的预防’的图片及教学资料。

二、运动损伤的概念和分类：

1、定义：体育运动中，造成人体组织或器官在解剖上的破坏
或生理上的紊乱，称为运动损伤。

2、分类：运动损伤按时间可分：新伤和旧伤；按病程可分为
急性损伤和慢性损伤；按性质可分为开放性损伤和闭合性损
伤；按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损伤和重伤。

三、运动损伤发生的原因：

1、认识不足，措施不当。对运动损伤预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未能积极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易导致运动损伤的发生。



2、准备运动不足：

a、同学们不做准备活动就进行激烈的体育活动，易造成肌肉
损伤、扭伤；

3、体育基础差、身体素质弱，或动作要领掌握不正确，一时
不能适应体育活动的需要，或不自量力，容易发生损伤事故。

4、组织纪律混乱和违反活动规定也是造成伤害事故的原因。
如我们五年级有的同学经常不遵守纪律，违法活动的要求，
这样的同学就容易受伤。

思考题：

1、体育课中的准备活动有哪些作用？

2、运动损伤发生的原因有哪些？

四、运动损伤的预防

1、我们要学习运动创伤的预防知识，克服麻痹思想。

2、遵守纪律，听从指挥，做好组织工作，采取必要的完全措
施，如：检查运动场地和器材，穿着合适的服装与鞋子。

3、我们要在激烈运动和比赛前都要做好准备活动。

4、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活动内容，适当控制运动量。

5、同学们要掌握运动要领，加强保护和帮助。

6、加强医务监督，提高自我保健意识。

学生讨论：



结合我们五年级学生的上课情况，讨论在体育活动中预防运
动损伤，应注意哪些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