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术操教学反思 武术教学反思(优质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武术操教学反思篇一

对初学者来说，首先应知道三种手型六种步行很重要。什么
是勾、掌、拳及弓步、马步等，先学会手形变换、步型和手
法变换等基本功，然后才能顺利学习套路。例如，简化少林
拳的教学，其动作表面看似简单，但实质上该套路具备了少
林拳的穿、蹦、跳、跃、方向变化等运动特点。其实教学时
应该先教学生五步拳，因为五步拳包括了武术的主要步型和
手法、动作少而简单、方向变化少，初学者易掌握，也有利
用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必须先教武术基本功以及相
关的组合动作练习。最后进行简化少林拳的完整教学。只有
对基本功有针对性地进行强化练习，才能清理在套路练习中的
“绊脚石”，学生也会轻而易举地掌握少林拳等武术套路。

武术教学首先用分解教学法，分解法是把一套完整的动作进
行分解形成一招一式，再完整连贯的教学。教师在做动作时
也可以先示范领做上肢动作，再领做下肢动作，然后再上下
肢连贯做。其次，学习武术套路前先学会基本功，如弓步变
马步，马步变弓步，推掌，勾拳，冲拳、大跃步前穿、击步
腾空飞脚等等这些动作学会了，再学套路时就更加容易掌握
动作。

武术操教学反思篇二

本周我安排小朋友学习武术的基本步法与脚法。武术”在我



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是民族瑰宝。它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
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养生和健身的民族体育形式
之一。是我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多彩。它具
有强健身心、防病、祛病和防身等多种作用。作为小学体育
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它是为了培养学生记忆力、注意力、思
维想象能力，让学生逐渐地体验动和静、修和练、身体的局
部和整体、人体和环境、形和意、形和神相结合等辩证的哲
理及精髓，激发学生热爱祖国和民族自豪感；为今后学习打
下良好的基础。根据这些教学意义，我制定这周的教学目标
为：

三、提高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和小组合作学习的能力，培养
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在本周教学中，小朋友学会弓步，马步，虚步，仆步，歇步
等基本步行，在对小朋友的教学中，小朋友要做到挺胸，塌
腰，虚实分明，沉髋上体正直，但是小朋友在学习当中，由
于男孩子对武术充满好奇心，学习气氛高涨，对这些基本的
武术步伐掌握的比较好，可是一部分女孩子由于怕累，不肯
塌实接受学习，动作松垮，没有力度，我觉得我在教学中要
加入武术游戏，让小朋友对武术有更深的了解和兴趣。

在武术基本步法的练习中要求一部分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和方
法的力度不够，学生的动作完成质量不是很高；最后评定环
节，对学生的奖励和点评也不足，没能更好的调动起师生共
同参与的气氛。在今后计划教学内容时，我会增加武术的教
学，让学生更多的了解武术。对于学生动脑动手动口的引导
方面，我要多花心思，让引导的方式更丰富，使引导的效果
更突出。

武术操教学反思篇三

“武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是民族瑰宝。它是我国
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养生和健身的



民族体育形式之一。是我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
富多彩。

在本节的武术（弹踢冲拳类）教学中，师生的共同参与，激
发了学生的练习欲望，在学习中以学生为主导，教师为指导
者，这样就形成了教学相长。在游戏和放松练习的过程中，
教师主动、积极地和同学们共同练习，主动参与，既起到组
织者的作用，又发挥其引导学生的作用，学生练习的积极性
得到充分调动，练习密度虽大，但学生不会感到累，这样一
来很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教师通过讲解、示范、指导；注
重学生基本知识、技能的学习。通过本次课的教学，充分感
受到音乐在体育课中的重要性，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在享受
强身健体的运动的同时也培养了武术的精神。

从本课的教学实践中，我发现自己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
要改进的地方如下：

1、在教学中发现，由于学生武术基础较差，在学习“弓步冲
拳，冲拳弹踢，马步架打”的动作时，显得上下肢协调性差，
动作僵硬不自然，常常顾此失彼，这可能和教师的示范站位
不好有关，应前后左右来回移动进行示范。

2、在巡视指导方面，帮助指导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扩大，应
更加注意对学生的反馈给予及时评价，让他们体会到进步、
成功的喜悦。

3、今后要更加注意在教学时间、教学内容的设计调整上更合
理的安排。应该让学生先观看相关的武术常识，正确认识武
术的意义。它具有强身健体和防身等多种作用。激发学生热
爱祖国和民族自豪感。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今后的
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武术操教学反思篇四

武术对学生而言这两个字本身就充满好奇思想。每当我在课
前宣布本课学习内容是武术时，所有的学生都尖叫了起来，
个个兴奋的表演出自己以往看到过的动作，所有学生的注意
力都已放在了各自的表演上了，看到学生们的精神如此充沛，
想到自己在课堂上如何引导孩子学习武术动作，在授课中给
我带来了好的持教方向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困扰，因为基本
动作本是一项比较枯燥无味练习，如何为了能让学生的注意
力持久保持做了一些思考。课前把所要教的手型动作都一一
起了名字，在教手型时，我分别把三种手型拳、掌、勾比喻
成武术电影中所演的名称如流星拳、降龙十八掌和鹰爪来引
领学生的兴趣，之后以竞赛的形式把男女生个各分成四小组
来进行练习，看哪一组纪律好学得快动作做的又好，那一组
先做好那一组就先玩游戏，把学生的兴趣提高的同时，再有
序的进行巡视式的施教，在巡视中发现同学们做得很认真，
但还是有一些学生的动作做得不够规范，由于动作不好掌握，
也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手型的标准动作，我就把标准动作
的技巧告诉学生，让他们回家再根据技巧熟悉一下动作，并
让他们表演给他们的家长看，接下来我便以老鹰捉小鸡的游
戏，把学生从紧张的练习中引领到愉快的游戏中去，让他们
在愉快的游戏中结束了今天的课程。

武术操教学反思篇五

教学对象是七年级学生，他们正处于身素质发展的“敏感
期”和生长发育期,可塑性大,好胜心强,但武术的身体素质不
是很好，而且很少有学生真正接触过武术。本课以贯彻“健
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以学生
的发展为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挖掘学生的潜能，
因男女生身体素质有一些差异，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因材施教
（如在马步冲拳时的女生和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可蹲的稍微
高一点，以及各种动作放低要求）。他们不是武术专业，对
他们的要求也不用过高。主要通过本节课学习让学生掌握抱



拳礼，初步掌握掌握武术的基本手型和步型及并马步冲拳的
锻炼方法。

二、教学目标

运动参与目标：通过启发、引导、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提
高学生对武术的兴趣，培养崇尚武德的精神。

运动技能目标：通过学生观察、模仿、相互交流、练习，让
学生了解武术基本功，以及90%以上学生能基本掌握本节课的
基本手型、步型和初步掌握马步冲拳。

身体健康目标：通过武术基本功练习可发展学生协调性、柔
韧和力量等身体素质。

社会适应目标：通过本节课中学生间的互帮互助，增加他们
的团结合作意识。五、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武术基本手型、步型以及马步冲拳的动作要领。
教学难点：虚步要挺胸塌腰，虚实分明。歇步要两腿靠拢贴
紧。

马步冲拳时拧腰顺肩、动作的协调、连贯发力。

三、教学策略：

本次课以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和社会适应为目标。
内容采用：武术基本功练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穿武术服登
场，吸引学生的眼球，采用“抱拳礼”和武术谚语“练武不
练功，到老一场空”这里的.“功”就是本节课所学内容--武
术基本功，来增加学生学习武术的兴趣。本课采用了讲解、
示范（正面、侧面）、启发、点拨（引导学生进行创新）、
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个别指导、语言法（如马步冲拳中的
眼神要求“怒视对方”把对方当成敌人，冲拳时喊出力度）、



分解-整体教学法、学生重复练习法、预防和纠正错误法、以
及游戏等方法，了解学习武术的基本功。同时，为了培养良
好的人际合作关系，让学生在准备活动和教学内容中增加了
互帮互助的环节，以此来让学生体验体育活动的乐趣。七、
教学过程（1）开始部分：

首先是教师行抱拳礼师生问好!用抱拳礼和武术谚语“练武不
练功，到老一场空”导出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武术的基本功！

准备部分：

在跑步的过程中加入与本节课教学内容有关的和有趣的热身
活动（高抬腿跑、胯下击掌等）还有徒手操以及原地的团身
跳、另加前踢摸脚跳（女生可分腿跳摸脚）进行热身并拓展
一下增加兴趣。还加入两人一组的准备活动增加同学之间的
团结合作。（3）基本部分：

用多种教学方法教学生学习抱拳礼、基本手型和步型。通过
游戏来巩固所学的内容，然后升华为学生自己动脑，大胆创
新地用本课所学基本手型和步型创造属于自己的武术造型。
最后教学生学习马步冲拳，以此来锻炼学生的下肢力量和身
体协调性等（4）结束部分：

1、采用武术和瑜伽等拉伸方法使肌肉放松

2、闭目采用武术的太极拳呼吸方法（腹式呼吸）放松3、总
结本节课的上课情况以鼓励为主，并宣布下节课内容八、场
地器材：

场地：篮球场1个器材：哨子1只九、预计教学效果：练习密
度：45%—50%

平均心率：110次∕分—120次∕分



最高心率：140次∕分---160次∕分十、课后反思与总结：

学生对武术充满了好奇，但是基本功学习是一项比较枯燥无
味的，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
上课效果上看他们的武术基础比较薄弱，手型掌握还可以，
步型中弓步、马步、仆步掌握比虚步、歇步掌握要好一点，
但是还是不够规范，尽管能照葫芦画瓢地能把基本动作串联
下来，但动作质量却不是很理想，平时应加强基本素质练习。

总之，在教学中，教学方法多种多样，课堂气氛千百万化，
教师只要抓住其本质，突出重点与关键环节，应用规范的示
范动作和准确的术语引导学生，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良好的
习惯，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