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肌肉教学反思 骨骼关节和肌肉教
案(实用8篇)

只有经历过奋斗，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努力的价值，体会到成
功的喜悦。还要善于总结经验，及时调整策略，不断优化自
己的奋斗方式和方法。在以下奋斗总结的范文中，我们能够
领略到不同人不同奋斗道路的精彩故事。

肌肉教学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过程与方法：

2、能够通过看、摸、敲、掂等多种方法观察动物的骨头，进
而了解人体骨头的内部结构。

知识与技能：

2、知道人体的骨骼具有塑造体形、支持躯干、运动、保护内
脏器官、制造血细胞、储存身体所需的某些物质等多方面的
作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3、意识到借助于合适的工具和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人体内部的结构与组成。

教学重点难点：

知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成年人的体内一共有206块骨头；知
道组成骨骼的骨是有生命的。



知道人体的骨骼具有塑造体形、支持躯干、运动、保护内脏
器官、制造血细胞、储存身体所需的某些物质等多方面的作
用。

教学准备：

1．课前学生把活动记录上的人体骨骼图贴在硬纸板上，剪下
来，上课时带到科学教室。

2．收集煮熟的、结构比较完整的动物骨，清洗后以备上课观
察之用；

教学过程

一、观察图片，揭示课题

2．提问：大楼建成了，原来的钢筋框架怎么不见了？

3．谈话：与钢筋框架一样，人体内部也有一个框架，但不是
由钢铁建成的，而是由骨骼构成的'。

4．提问：关于骨骼，你们想知道些什么？

5．归纳学生想研究的问题，布置本节课的学习任务。

二、探究：人体骨骼系统的构成

2．学生交流方法。

3．实践活动：摸一摸我们的骨头，你可以感知到些什么？

4．学生汇报、交流。

5．提问：你知道我们的身体里有多少块骨头吗？你能摸到多
少块？



6．布置任务：把我们全身的骨头分成四部分――头、躯干、
手臂、大腿。分组各摸一个部分，看能摸出几块骨头。比一
比，看哪个小组分得清、摸出得多。（学生分组活动：摸骨
数骨）

7．汇报交流活动情况，对照活动记录里的骨骼图，了解骨骼
的分布。

8．提问：大家摸出自己的手上共有几块骨头？（观看人体骨
骼的x光照片）

9．小结：人们肉眼看不到身体内部骨骼的结构，但x光却可
以。一只手上竟然有27块骨头呢！

10．读一读：人体的骨头共有206块，它们共同组成了人体的
支架――骨骼。

11．补充：人体内骨骼系统中的数量由年龄决定。一个刚出
生的婴儿有275块骨，而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里却只有206块骨。
因为，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些骨会合并在一起。例如，
婴儿刚出生时，其头盖骨分为许多块独立的骨，随着人体不
断地生长发育，独立的骨合并在一起，形成了较大的头盖骨。

12．动手做：拼装人体骨骼的模型图片

13．出示人体骨骼教学挂图，比一比：你拼对了吗？

14．小结：骨骼是人体的支架，成年人一般共有206块骨头。
这些骨头是有规律的组合在一起的。

三、体验：人体骨骼系统的作用

1．谈话：人体的骨骼具有什么作用呢？



2．学生交流讨论。

3．组织活动：体验人的骨骼有什么作用。

（1）队列训练――运动；

（2）站姿训练――塑造体形、支持躯干；

（3）呵护“小娃娃”――保护内脏器官。

4．学生汇报活动体验。

5．拓展：像肋骨一样保护内脏器官的骨头还有哪些？

6．小结：人的骨骼具有运动、支持躯体、塑造体形、保护内
脏器官等多种作用。

7．提问：如果人体的骨骼受伤了，会给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
变？

8．安全教育。

四、作业

1．看图讨论：在日常生活中，哪些骨骼参与了运动？

（1）跳绳时；

（2）吃饭时；

（3）静坐时……

2．完成活动记录上的作业。

3．请爸爸妈妈做一次排骨汤，吃排骨时注意观察猪骨头的内



部是怎么样的。选一根吃过的骨头带到科学课上。

肌肉教学反思篇二

随着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一些操作向着高速、
单一、重复的特点发展，强迫体位在操作中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强迫体位是指身体的某个部分处于非自然状态时的体位，
如操作计算机时，由于键盘有一定的高度，手腕必须背屈一
定角度，这时腕部便处于强迫体位，长期处于强迫姿势，必
然会导致肌肉骨骼系统的疾患，其中，计算机操作时所累及
的主要部位有腰、颈、肩、肘、腕部。下面分别对这几个部
位的损伤作一简要介绍。

1.腰部损伤

由于许多计算机操作中工作台与座椅的设计不符合工效学原
则，致使操作者腰部常处于一种前倾姿势，而且专业计算机
操作者经常长时间保持一种固定姿势进行工作，这样便会导
致操作者的腰部损伤，主要表现为腰部酸痛，严重者可发生
腰肌劳损和椎间盘退行性变，这是一种慢性疾患，也是导致
工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

2.颈部损伤

同样，vdt操作者在进行操作时，颈部一般也处于一种前倾姿
势，长期处于这种姿势，会导致颈部软组织的劳损和椎间盘
的损伤，这统称为颈椎病，其主要症状为颈部酸胀感，严重
者可压迫颈部神经，引起放射状疼痛和头晕等症状。

3.肩部损伤

由于敲击键盘时，上臂通常处于前伸状态，保持上臂前伸的
主要肌肉是斜方肌，斜方肌持续紧张，也可导致肩部疼痛。
这个症状常与颈部症状共存，因此称为肩颈综合症。



4.肘部损伤

5.腕部损伤

在计算机操作中，症状出现最频繁的部位要算是腕部了。我
们的调查发现，vdt操作者中有60%主诉有手腕疼痛、手痉挛，
比非vdt操作者高5倍。在操作过程中，腕部不但要经常保持
背屈状态，还要不断地伸屈以敲击键盘，因此强迫体位与频
繁活动联合作用，使腕部的症状更为常见和严重。

咱们先看一下腕部的解剖结构。腕部的掌侧为坚硬的横向腕
部韧带，背侧为腕骨，韧带和腕骨包围形成一个管状结构，
叫腕管。腕管中有正中神经穿过，当腕部处于背屈状态时，
腕部伸肌产生的力作用于韧带，从而压迫腕管中的正中神经。
此外，腕部不停地屈伸，可使肌腱与构成腕管的韧带和骨产
生摩擦，这个摩擦可刺激肌腱的滑膜，并引起滑囊炎，增加
滑膜的厚度；另外，这个刺激还可使肌腱发生炎症，引起肌
腱炎，同时压迫正中神经引起腕管综合症。腕管综合症的主
要症状表现为正中神经分布部位出现感觉异常（主要是拇指、
食指、中指掌侧），随症状加重，患者在可夜间出现疼痛和
感觉异常，如果症状持续发展，可使正中神经进一步损害，
引起皮肤感觉缺失和鱼际肌肌力减退，晚期可有鱼际肌萎缩。

调查发现，女性患腕管综合症的机会比男性多。这是因为女
性的手腕管通常比男性小，造成腕部正中神经比较容易受到
压迫。另外，孕妇和慢性病患者较易患此玻据估计，孕妇
有18－31％会短期患上此症，这是由她们体内积水造成的手
肿所致，但通常在生产后的两星期内就会痊愈。

肌肉教学反思篇三

科学概念：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
不同的运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不同。



过程与方法：

1、能够在观察的基础上，解释肌肉变化引起的运动，并能够
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想法。

2、能够将动态的身体活动过程分解为若干动作分别进行细致
有目的的观察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能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与他人分享研究结果，愿意合
作交流，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

2、能够正确对待观察、研究中不完善的结果，善于在反复观
察、研究中完善认识。

重点：了解在运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及身体
在做不同运动的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的作用。

难点：对肌肉变化引起运动的解释。

1、2号纸每人一份

你知道骨头的哪些知识？或者你想了解骨头的哪些方面？你
知道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总共有多少块骨头
吗？——————206块（当这些骨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时
候就组成了骨骼。）

t：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通过x光片来看见骨骼（出示人体
骨骼图）。

t：请同学们观察一下，你发现骨骼还有什么特点？”

s：交流讨论。——————骨骼是一节一节



的。——————骨骼有的地方是空的。——————骨头
很硬。

t：同学们想想看，假如我们人类没有骨头会是怎么样呢？

s：人就会变成一摊肉团，也就没有身高了。

t：说明我们的骨头有什么作用？——————支撑

t：没有骨头还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讲人的
头骨、胸腔）

t：我们的身体是依靠骨骼支撑起来的，骨骼还能保护我们的
内脏。但是光靠骨骼，一个空骷髅架能不能运动起来
呢？——————不能。还有哪些组织与我们的骨骼协调工
作呢？s：猜想。——————关节、肌肉。

t：我们先来看一下肌肉。肌肉是如何来帮助骨骼进行运动的
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完成伸臂、曲臂运动，用手摸一
摸并观察上臂骨肌肉的变化。 t：下面请同学们谈一谈你在活动
中的感受。

s：我感觉胳膊向上屈肘时，胳膊上面的肌肉鼓起来。伸开胳
膊这块又平了。”上面的肌肉还很硬，下面的肌肉也跟着动。
”

t：当同学们摸到胳膊上面肌肉变大了，变硬了，鼓起来了，
猜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s：有可能是肌肉往一起聚了。 t：
同学们，当肌肉鼓起来的时候，这就是肌肉的收缩。当它恢
复到原来的状态时就是舒张。（师演示：伸臂、曲臂的动作）

t：你在观察的时候发现肌肉收缩和舒张时，我们的手臂有什
么变化？



t：现在我们就用刚才的方法来研究一下关节有什么作用。

t：我们在摸的时候已经知道关节是可以活动的，在我们人的
身体中有很多关节。观察一下，关节都长在什么位置上？
（两块骨的中间）我们把骨和骨之间的连接叫骨连接，在我
们身上有很多骨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有的是不能活动，比
如是胸骨、肋骨，我们把能活动的骨连接叫关节。比如肘关
节、腕关节。 t：你知道关节有什么作用吗？s：使我们运动更加
灵活。

s：小组体验：受限制的关节运动（写一行字）。

打开实验材料袋，拿出里面的一号纸卷套在拇指上，二号纸
卷套在食指上。

t小结：（肌肉收缩牵动骨骼带动关节运动的。）

t小结：在我们身体每一个活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这三者
都是相互协调配合完成。（“三者”协调运动完成各种活动）

实物出示：合页、挖土机、起重机的解释原理。

s：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肌肉都非常发达。老师，刚才我的猜
想应该是肌肉起到力量的作用。

t：你说的非常对，肌肉发达的人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们看这
些人看上去就很有力量。

t（展示课件）：我们要想拥有强健有力的肌肉，就必须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使我们的骨骼粗壮、肌
肉发达、关节更加灵活。



肌肉教学反思篇四

辨志小学宋国萍

教学目标：

1、科学概念：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
不同的运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不同。

2、过程与方法：能够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上肢结构形态的
观察记录，并能够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对自
己的观察记录进行补充完善。

教学重点：了解在运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
及身体在做不同运动的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的
作用。

教学难点：了解身体运动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
的作用。教学准备：课件、雨伞、豆腐等。教学过程：

一、导入

1、师：律动，你知道是由身体的哪些组织来完成的吗?（大
腿、骨骼、肌肉……）

2、其实这是由人体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的，揭示课
题。请摸摸这些部位你摸到了什么？是的，我们的骨骼关节
肌肉参与了运动，那么，这三者是怎样使我们的身体动起来
的呢？这就是本节课重点研究的内容。

二、初步认识骨骼、关节和肌肉及其作用

（一）认识骨骼。



同学们的回答只是你的猜测，怎么样来证明呢？我们来做模
拟实验。

3、图片展示了我们的头部结构，借助豆腐和玻璃容器进行模
拟实验。

大家仔细观察，用手直接拍打豆腐，只要轻轻拍打，豆腐就
很容易被打碎了，了变形了，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用玻璃容
器罩住豆腐，使劲地拍打，结果里面的豆腐还是完好无损！

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用容器罩住的豆腐不易变形、散碎？我们
得出的什么实验结论？是的，实验证明外面的容器相当于人
体的头骨，头骨有保护大脑的作用。

（二）认识关节

（三）认识肌肉

是的，关节使我们的运动更灵活。那么，有了骨骼和关节，
人体就能运动起来了吗？

哦，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肌肉的参与。

2、找找看，身上哪里有肌肉？动手捏捏，它是怎样的？

三、了解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作用

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骨骼关节和肌肉是怎样协调工作的。

1、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曲肘、伸肘的动图。曲肘时，上面
的肌肉收缩，下面的肌肉舒张；伸肘时，上面的肌肉舒张，
下面的肌肉收缩。总之，骨骼、关节和肌肉总是相互协调一
起运动的，在运动的过程中，各自都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2、考一考，上图中能正确是以骨骼关节和肌肉的连接的是



3、做伸屈臂运动，填写实验记录表。

四、知识迁移

1、人们利用人体骨骼、关节和肌肉的作用，模仿制作了一些
工具，他们和人体中的骨骼、关节和肌肉的那些作用相
似？(出示图片：吊车、挖掘机、高塔……）

2、小组讨论汇报，想说哪种就先说哪种。（万节天线像关节；
吊车像手臂；挖掘机像手掌；高塔像人的骨架……）

五、健康教育

看来运动离不开骨骼关节和肌肉，下面老师来做一个小调查：

1、你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吗？你喜欢什么运动？

2、经常锻炼身体和不锻炼身体的人有什么区别？

3、小结：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每个人都拥有一
个健康的身体！

六、作业布置

肌肉教学反思篇五

《骨骼、关节和肌肉》是教科版四年科学上册第四单元中的
第二课内容。在本课的前面是《身体结构》，学生已经会用
系统的眼光看待人体结构组成，认识到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
都是不同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完成的结果。在本课探究中，
学生不但会知道骨骼对身体的支撑与保护功能、肌肉的运动
功能以及关节的连接功能；还会在不同运动的过程中，体验
骨骼、关节和肌肉是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动作的。既对上节课
的科学概念进行深化研究，又对后面的有关运动、呼吸、消



化等方面的研究做好知识铺垫。

本课使学生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激起学生主动学习科学知识的
欲望，努力使探究教学发挥其独到的教育功能——以培养学
生的科学素养为核心。

本课采取学生熟悉的“起立、坐下”等生活动作引出探究问
题，整个探究过程由浅入深，遵循以人为本的探究教学理念，
以发现探究为手段，通过观察、体验使学生在探究骨骼、关
节、肌肉作用的活动中，主动参与积极探究，大胆的、合理
的作出推理与猜想，反复验证形成正确的科学结论。

在本课探究中，学生不但会知道骨骼对身体的支撑与保护功
能、肌肉的运动功能以及关节的连接功能；还会在不同运动
的过程中，体验骨骼、关节和肌肉是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动作
的有关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学生在实际活动中自己感觉发现肌肉在运动中的不同变化，
来理解肌肉的作用是学生的障碍点。

1、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不同的运
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不同。

1、能够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上肢结构形态的观察记录，并
能够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对自己的观察记录
进行补充完善。

2、能查阅资料，了解有关上肢结构的知识，能够对照资料完
善并纠正自己对人体结构的认识。

3、能够将动态的身体活动过程分解为若干动作分别进行细致
有目的的观察活动。

1、能够在独立思考得基础上，与他人分享研究结果，愿意合



作交流。

2、能够正确对待观察、研究中不完善的结果，善于在反复观
察、研究中完善认识。

了解在运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及身体在做
不同运动的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的作用。

用观察记录的方式记录下每一段学习中对研究议题的想法与
思考过程。

肌肉教学反思篇六

科学概念：

1、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不同的运
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不同。

过程与方法：

1、能够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上肢结构形态的观察记录，并
能够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对自己的观察记录
进行补充完善。

2、能查阅资料，了解有关上肢结构的知识，能够对照资料完
善并纠正自己对人体结构的认识。

3、能够将动态的身体活动过程分解为若干动作分别进行细致
有目的的观察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能够在独立思考得基础上，与他人分享研究结果，愿意合
作交流。



2、能够正确对待观察、研究中不完善的结果，善于在反复观
察、研究中完善认识。

【】

了解在运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及身体在做
不同运动的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的作用。

【】

用观察记录的方式记录下每一段学习中对研究议题的想法与
思考过程。

【】

人体基本结构图、骨骼模型等。

【】

1、拿重物：学生体验一侧手臂完成拿起哑铃动作。感受肌肉
在运动中的变化和作用；尝试使用不同的观察方法来了解运
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能感受到拿起、放下时
都在用力、肌肉变化不同。观察方法及观察目的：

（1）分解观察上肢运动，降低观察难度。

（2）借助对上肢活动的感受，了解骨骼关节与肌肉的关系。

2、记录我们的观察

用图文记录观察所得，强调将学生观察到的事实、体验到的
感受，通过图画、文字真实的表现出来。交流与相关资料比
对。（完善自己的认识是重要的学习方法）通过观察记录，
学生把自己对于上肢骨骼、关节和肌肉在活动中的关系，直



观表现出来。

3、观察与骨骼、关节和肌肉相似的物体对骨骼、肌肉、关节
认识的拓展，利用现代机械上的类似构造，直观地表现三者
的功能特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使我们的骨骼粗壮、肌肉
发达、关节更加灵活。再次明确三者关系，并上升到健康生
活的高度。

参加体育锻炼和我们的骨骼、肌肉、关节的关系。

1、骨骼具有（支撑身体）、保护内脏器官）和（支持运动）。

2、骨骼不能独立运动，它与（关节）、（肌肉）协调工作。

板书设计：

骨骼、关节和肌肉骨骼关节肌肉

肌肉教学反思篇七

一、教学目标

科学概念：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
不同的运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不同。

过程与方法：1.能够在观察的基础上，解释肌肉变化引起的
运动，并能够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想
法。2.能够将动态的身体活动过程分解为若干动作分别进行
细致有目的的观察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1.能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与他人分
享研究结果，愿意合作交流，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2.能
够正确对待观察、研究中不完善的结果，善于在反复观察、
研究中完善认识。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了解在运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及身体
在做不同运动的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的作用。

难点：对肌肉变化引起运动的解释。

三、教学准备： 1、2号纸每人一份

三、教学设计

一、新课导入：（提出问题）

（一）探究、体验骨骼的作用

你知道骨头的哪些知识？或者你想了解骨头的哪些方面？ 你
知道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总共有多少块骨头吗？------206块
（当这些骨头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组成了骨骼。）

t：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可以通过x光片来看见骨骼（出示人体
骨骼图）。t：请同学们观察一下，你发现骨骼还有什么特点?”

t：没有骨头还会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具体讲人的
头骨、胸腔）

（二）探究、体验肌肉的作用

t：我们的身体是依靠骨骼支撑起来的，骨骼还能保护我们的
内脏。但是光靠骨骼，一个空骷髅架能不能运动起来呢？---
---不能。

还有哪些组织与我们的骨骼协调工作呢？ s：猜想。------关
节、肌肉。



t：我们先来看一下肌肉。肌肉是如何来帮助骨骼进行运动的
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完成伸臂、曲臂运动，用手摸一摸并观察上臂骨肌肉的变
化。t：下面请同学们谈一谈你在活动中的感受。

s：我感觉胳膊向上屈肘时，胳膊上面的肌肉鼓起来。伸开胳
膊这块又平了。”

上面的肌肉还很硬，下面的肌肉也跟着动。”

t：当同学们摸到胳膊上面肌肉变大了，变硬了，鼓起来了，
猜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s：有可能是肌肉往一起聚了。t：
同学们，当肌肉鼓起来的时候，这就是肌肉的收缩。当它恢
复到原来的状态时就是舒张。（师演示：伸臂、曲臂的动作）

t：你在观察的时候发现肌肉收缩和舒张时，我们的手臂有什
么变化？

（三）探究、体验关节的作用

t：现在我们就用刚才的方法来研究一下关节有什么作用。

s：小组体验：受限制的关节运动（写一行字）。

打开实验材料袋，拿出里面的一号纸卷套在拇指上，二号纸
卷套在食指上。

（四）体验“三者”协调运动

t小结：（肌肉收缩牵动骨骼带动关节运动的。）

t小结：在我们身体每一个活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这三者
都是相互协调配合完成。（“三者”协调运动完成各种活动）



（五）、拓展延伸

实物出示：合页、挖土机、起重机的解释原理。

四、搜集信息

s：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肌肉都非常发达。

老师，刚才我的猜想应该是肌肉起到力量的作用。

t：你说的非常对，肌肉发达的人是非常有力量的，你们看这
些人看上去就很有力量。t（展示课件）：我们要想拥有强健有
力的肌肉，就必须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使我们的骨骼粗壮、肌肉发达、关节更
加灵活。

肌肉教学反思篇八

科学概念：

1、身体的肢体活动由骨骼、关节和肌肉共同完成，不同的运
动形式，骨骼、关节和肌肉的组合结构也会有不同。

过程与方法：

1、能够在观察的基础上，做出上肢结构形态的观察记录，并
能够在不断完善认识的过程中，有意识的对自己的观察记录
进行补充完善。

2、能查阅资料，了解有关上肢结构的知识，能够对照资料完
善并纠正自己对人体结构的认识。

3、能够将动态的身体活动过程分解为若干动作分别进行细致



有目的的观察活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能够在独立思考得基础上，与他人分享研究结果，愿意合
作交流。

2、能够正确对待观察、研究中不完善的结果，善于在反复观
察、研究中完善认识。

【教学重点】

了解在运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及身体在做
不同运动的过程中，骨骼、关节和肌肉所发挥的作用。

【教学难点】

用观察记录的方式记录下每一段学习中对研究议题的想法与
思考过程。

【教学准备】

人体基本结构图、骨骼模型等。

【教学过程】

一、引入：

二、观察上肢的运动

1、拿重物：学生体验一侧手臂完成拿起哑铃动作。感受肌肉
在运动中的变化和作用；尝试使用不同的观察方法来了解运
动中骨骼、关节和肌肉的协调运动。能感受到拿起、放下时
都在用力、肌肉变化不同。观察方法及观察目的：



（1）分解观察上肢运动，降低观察难度。

（2）借助对上肢活动的感受，了解骨骼关节与肌肉的关系。

2、记录我们的观察

用图文记录观察所得，强调将学生观察到的事实、体验到的
感受，通过图画、文字真实的表现出来。交流与相关资料比
对。（完善自己的认识是重要的学习方法）通过观察记录，
学生把自己对于上肢骨骼、关节和肌肉在活动中的关系，直
观表现出来。

3、观察与骨骼、关节和肌肉相似的物体对骨骼、肌肉、关节
认识的拓展，利用现代机械上的类似构造，直观地表现三者
的功能特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能使我们的骨骼粗壮、肌肉
发达、关节更加灵活。再次明确三者关系，并上升到健康生
活的高度。

三、课的延伸。

参加体育锻炼和我们的骨骼、肌肉、关节的关系。

四、课后总结：

五、课后作业：

1、骨骼具有（支撑身体）、保护内脏器官）和（支持运动）。

2、骨骼不能独立运动，它与（关节）、（肌肉）协调工作。

板书设计：

骨骼、关节和肌肉骨骼关节肌肉

六、课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