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轻物掷远教学反思 投掷轻物教学反
思(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持轻物掷远教学反思篇一

投掷是一年级体育投掷教学中的一项，它主要通过练习提高
学生的上肢力量和上下肢协调用力的'能力。在这节课中我把
投掷内容用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激发了学生的练习兴趣，
让他们既动手，又动脑，更好的掌握了知识，巩固了技能。
首先通过热身运动让学生先放松肩部、颈部以及上肢活动，
在肢体拉伸后再进行教学。由于学生教学条件有限，我提前
让学生准备好沙包，利用沙包进行掷远练习。为了激发学生
兴趣，我设计了三个环节：

一议一议，先让学生根据自身经验，讨论怎样才能掷的更远，
学生各抒己见，纷纷分享着自己仍沙包的经验。

二动作讲解，请出动作标准，投掷较远的同学为大家示范，
同时讲解具体的动作要领。

三我能行，利用比赛的形式，分小组进行比赛，看谁动作标
准，并且投掷的较远，同学们热情高涨，纷纷参与比赛，并
为其他同学喝彩。在紧张的氛围中，结束了本次教学，学生
对投掷的动作也熟练掌握。

持轻物掷远教学反思篇二

上星期四上午第二节课，我上了一节《原地正面持轻物掷远》
一课。这堂课在师父裘松杰老师，还有崔老师，李老师的帮



助下顺利完成。整堂课上下来，总体课堂气氛活跃，老师融
入学生之中，很是融洽，另外上课各个环节的时间掌握也比
较合理，学生的练习密度也很到位，我就反思下这堂课的不
足之处，以便日后上课时引起注意：

一、在做准备活动的时候让学生跑完步后应进行原地踏步，
让学生稍微做下呼吸调整，而不是马上立正，这样不利于学
生的健康发展，也不符合运动规律。

二、本堂课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技术教学，用听课的其
他科目的老师来说就是让她来上这堂课她也能上，应该没有
技术教学，体现不出体育教师的`专业性。虽然这堂课不是新
授课，但是技术教学还是要贯穿其中，强调正确动作，而不
是为了扔而扔。

三、学生在练习时学生之间的距离太挤，导致课堂也很混乱。
毕竟还是二年级的孩子，我们体育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应该强
调上课的纪律性，安全性，这堂课拿的是轻物，而以后拿的
是沙包那不是更加危险了吗？所以任何时候都应该强调距离，
强调安全。

四、比赛时游戏规则执行不到位，好几个孩子在进行接力赛
的时候超过起跑线去接力，导致比赛完之后很多孩子都发牢
骚，说谁谁谁犯规，而我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影响孩子的比
赛积极性。

五、器材准备不充分，基本部分第三环节让学生去打山坡上
的敌人的“头”——气球，应该换成氢气球，这样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活动积极性，也利于教师准备，不会造成那天上课
的时候绑气球的绳子打结的`情况。

以上是结合裘老师的指导以及自己的反思，希望能对以后的
投掷课有所帮助。



持轻物掷远教学反思篇三

今天上课的内容是原地侧向投掷轻物。课的开始部分我用学
生喜欢的游戏活动进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为
后面的教学工作打好了基础。课的基本部分我让学生自主的
进行投掷轻物练习，学生的积极性高，在学生练习的.时候我
就观察，发现已经学会或初步掌握原地侧向投掷轻物的同学，
并请他们进行表演。接着带领学生进行徒手练习，让学生体
会侧身转体、蹬地、挥臂动作。接下来进行投掷练习，我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学生刚才的动作到哪里去啦！于是
到每个小组进行现场指导，告诉学生正确的动作方法。但是
还是有部分学生的动作不规范，我也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呢？为什么这些学生身体前倾这么厉害呢？我想是以下几个
方面的原因：第一、上节课是投掷铅球。由于铅球太重，部
分学生出手的动作就已经变形啦！第二、学生的上肢力量太
差；第三、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不强，导致动作变形。所以，
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加强力量素质的训练，还有就是要把投掷
轻物教学放在投掷铅球教学之前，这样更有利于学生掌握正
确的动作方法，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

持轻物掷远教学反思篇四

我所教的是一节一年级的《投掷轻物》课，我结合教学实践，
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本节课的主要的教学内容是投掷轻物，主要目标是让学生初
步学会肩上屈肘向前上方投出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学生
虽有接触，但对投掷技巧还缺乏经验，所以在这一节课目标
实现当中有点难。本节课是运用羽毛球让学生去进行投掷练
习，运用这些小器材使学生体验体育无处不在，让体育成为
学生潜意识、习惯、生活的一部分。

在课的开始部分我发给学生每两人一个羽毛球，让学生自由
地玩，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怎么玩都行，想怎样玩就怎样玩，



看谁的玩法多，看谁的玩法新，越稀奇古怪越好。学生的运
动欲望高涨，个个跃跃欲试。这一环节，我的目的是想让学
生创造性地玩，玩出花样。在学生玩的基础上，老师在教学
生尝试着运用他们刚才玩的动作来投羽毛球，也就进入了本
课的主教材。

在主教材的学习中，主要是通过不断的改变教学组织形式来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一环一环逐步提高动作要求。先是让
学生两人一组进行互投练习，在练习的过程中我给学生引
入“彩虹”这一情境，彩虹的形状是弧线状，我引导学
生“用羽毛球画一条彩虹来连接自己与同伴”，提高了练习
的要求，让学生在投掷中注意要有一定的高度和弧度；接着是
“投过橡皮筋”环节，主要是利用了排球场地设施，让学生
在一定的距离上把手中的`羽毛球投过橡皮筋，让学生体验成
功的喜悦；随后通过游戏运送物资，提高学生奔跑的能力，
使学生上下肢得到均衡的发展。

结束部分我运用了放松游戏“抛物笑、接物停”，让学生在
轻松而欢快的氛围中结束一堂课的学习。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通过不断的改变
教学组织形式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整堂课下来，应该说
每一个环节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都较高，至于动作的掌握程度
我觉得对于低段的学生来说并不需要一味的强调动作要做的
如何到位，只要他们有这个意识就可以了，更何况一节课下
来，基本上的学生已经能做到肩上屈肘进行轻物投掷的动作
了。

在对学生的评价上，我觉得我已经有较大的进步，老师一句
表扬的话对学生来说简直比吃了蜜糖还甜，这就要求我们老
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表现作出及时而又肯定的评价，在
今天这堂课上我总会对学生说：“你真棒！”“要是你的手
再抬高点，出手速度再快点就更好了！”等等一些鼓励性的
言语，当学生有了较好的表现时一定会给他们表扬与鼓励，



这样会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

我一直觉得想要上好一堂课，必须正确处理好教学关系，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合作学习氛围，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提高学生自学自练能力，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
间；课堂组织要合理、紧凑、连贯、严谨、严密。然而说来
容易做来难，在许多方面需努力争取有好的收获。

持轻物掷远教学反思篇五

二年级的学生在扔飞机时有手臂的自然后引和向前的一
个“鞭打”动作。学生在扔飞机练习或比赛时为了使自己的
飞机飞的更高更远或时间长，那么他的后引幅度一定
大、“鞭打”动作一定也会快的。由于是纸飞机，所以学生
只有用手指捏而不可能握的。我们来思考一下投掷教材它的
整体性。可以说投掷这一教材从小学的扔沙包、掷垒球开始
它一直延续到了高中与大学的铅球的教学（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是小学的垒球还是后来的铅球，在
教学上我们都是用手持的，而不是用手指捏的！

再者，从力学角度分析，我们都知道如果力在某一方向通过
物体的重心，那么物体才会在这个方向上通过最远的距离
（排除外界因素）。而用手捏沙包来进行投掷的练习，在出
手的刹那间，沙包可有很多种运行的方向（接近360度，在学
生练习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的），这是由于捏沙包的一角这种
不固定性因素所造成的，所以要使力在正确的投掷方向（通
常所说的前上方）上通过是很难控制的，可以说几乎无法控
制的（这要看学生什么时候松手了）！因此这无形中就增加
了教学的难度！

运用毽子让学生去进行投掷练习，运用这些小器材使学生体
验体育无处不在，让体育成为学生潜意识、习惯、生活的一
部分。



我一直觉得想要上好一堂课，必须正确处理好教学关系，充
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合作学习氛围，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提高学生自学自练能力，给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空
间；课堂组织要合理、紧凑、连贯、严谨、严密。然而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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