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跳跃立定跳远教学反思 体育织掌跳
跃教学反思(通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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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跃立定跳远教学反思篇一

通过这次期中测试，我总结了一些上好体育课的方法。下面
就总结一下，作为这次期中测试我的反思。

一、快乐，轻松，新颖的教学方法

用新颖的教学内容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用新颖的教学形式
来激活学生学习体育技能的潜力。轻松了学生就能主动地投
入运动中去，并自觉释放自己的运动激情；小学生是需要快
乐的，这是他们的天性，是他们情感的真实需要。

二、符合小学生身心特点的教学组织形式

整堂课采用情景介入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调
动起来，课堂气氛非常活跃，从而保证了学生在玩中学、乐
中练，目标的达成是水到渠成。

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的应用

教师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来实施教学，如：模仿法、自由
练习法、自主创新法、观察法、自我体验法、提问法、趣味
比赛法、游戏法等。正由于这些方法地运用，使得课堂教学
变得生动活泼，学生练得是有滋有味。



四、走进学生心灵、关心学生成长是上好体育课的根本保证。

教师要完全融入到学生当中，和学生一起练习，一起做游戏，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用儿童的语言去导入、去讲解、去激励，
把自己视为学生的朋友。同时，处处用浓浓的师爱来与学生
沟通，关心学生的成长，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

当然，想上好体育课仅此几点还是远远不够的，上好体育课，
真的是离不开精心准备，离不开课堂上的细心操作，更离不
开对每一个学生的关爱。上好体育课它需要体育教师将体育
教育理论和体育新课程理念与体育教学实践真正相结合，从
而使体育新的课程理论在体育课堂得以真正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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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立定跳远教学反思篇二

课题是“快乐的跳跃练习”，其目的是让学生在欢乐的跳跃
游戏中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乐趣，并能够在玩耍中锻炼其下
肢力量，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对于二年级学生而言，他们好动，爱玩活泼，热衷与竞争，



善于表现自我，且特别喜欢游戏，因此我根据学生的身心特
点，在教学设计中组织了多种游戏，即让学生在欢乐的跳跃
游戏中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乐趣，有能够完成课标中的“技
能练习任务”，这是本课要达成的目的。

这节课，我按照学生的身心特点去安排教学过程，所谓兴趣
为先导，特此我在上课的准备部分里组织了‘拍手操“。在
做热身活动是我主动的和学生以击掌，打招呼为切入点，把
我作为一名学生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玩“，让学生知道。
“我的老师也在和我玩哦”，学生的积极性顿然兴起，让学
生和我一起走进课堂。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我又安排了游戏
“石头，剪子，布加单脚跳，跨步跳，双脚跳“，石头，剪
子，布是学生最喜欢的游戏，也是最爱玩的，我让他们在玩
中参与了教学任务，并一竞争的方式出现，即提高了学生的
兴趣，又完成了教学任务，更能让学生展示自我，结果，学
生在玩中忘乎所以然，玩的非常的开心，个个都兴奋的不得
了。

跳跃立定跳远教学反思篇三

8月11日，我有幸上了一节研究课——《跑几步，单脚起跳双
脚落地》，通过这节课，我的感触很多，也学习到了很多东
西。刚开始，自己的想法很闭塞，也很守旧，没有什么创新。
但是，在张老师及中心组各位老师的引导下，在师傅及同事
们的启发下，我慢慢的打开了我的思路，也对自己的课有了
新的想法。

通过一次次的试讲，我发现可自己身上的很多问题，发觉自
己有些眼感手低。看别人的课时，觉得很简单，自己完全可
以掌控，可是，真正淡了自己身上就不一样了。

先不谈心理素质的问题，首先，从课的掌控、观察及语言方
面就差很多。看曲老师的课，觉得他的课很棒，语言非常到
位，既简练又清楚，同时还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而在自己上



课时却完全达不到这种效果。语言交代不清楚、啰嗦等等问
题马上就出现了。这让我感到了平日在教学中要多练习，语
言和示范同时进行。课堂掌控及观察也是，总是不能全面的
观察学生，从而忽略掉了一些课堂中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
还有继续加强。

这节研究课，是我自身的水平有所提高，从器材的选择到教
学形式及环节的设计都还可以，能够让孩子们积极地投入到
课堂中来，使每个孩子都动起来。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值得
我去探索、去改进。

1、教学重点没有很好的解决，示范不到位。在解决双脚落地
时，我没有很好的引导学生，语言上强调的不够，在示范时
也是一带而过，没有突出屈膝缓冲的动作，就像教研的时候
老师们提出的一样，我可以在落地式稍微停顿一下，屈膝缓
冲做的夸张一些，由于是低年级的孩子，模仿能力很强，他
们就会按老师的动作去练习，同时，用语言强调，加深孩子
的印象，这样孩子们就不会走马观花的跳了，而是把动作做
得更好。

2、示范不够清楚。在示范时，由于是散点，而我又是在边上，
有的孩子看不到。现在想想，我应该让前面的孩子蹲下，这
样效果应该会好些吧。

3、时间上有些前松后紧，掌握的不是很好。

4、语言强调不够。废话太多。重点的内容强调的还是不够，
像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能力调整垫子离小脚的距离，很多孩
子没有听见，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其实，我可以让孩
子用自己的教来量，是一脚还是几脚，这样孩子有了明确的
数量，就不会过近或是过远了。

5、课堂掌控、观察及语言上还是要加强。在课中，有很多问
题我都没有发现，很多都是听课的老师们发现的，这就意味



着很多问题我都没有及时解决。在这方面我在今后要继续加
强。

通过这次的研究课，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更多的发现了自
己的不足，而在今后的教学中，自己也要有意识的去改正自
己的缺点，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跳跃立定跳远教学反思篇四

1、小学四年级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期，他们模仿能力
强、好奇心强、活泼好动，但是依赖性强、自我约束能力差。

2、四年级学生运动能力、性格爱好都具有很大的差异，但是
对于带有模仿性、竞争性的的练习，学生都有很大的兴趣，
特别是将练习项目融入游戏中学生们更容易接受。

3、四年级几个班的班风活跃，班级凝聚力、荣誉感强，学生
守纪乐学，爱好文体活动，而且大部分学生运动能力较强，
所以本节课安排两个内容短跑和跳跃练习。

鉴于上述分析，针对本课教学内容，特制定以下教学目标与
教学重点、难点：

1、认知目标：掌握队形变化的口令及要领，理解短跑、跳跃
的动作概念以及蛙跳的动作要领。

b、通过“障碍过关”等游戏，练习跳跃以及短跑技术与速度

3、情感目标：a、初步具有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并通过游戏
培养学生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b、通过学生的分组自练、自创，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
能力，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本课重点：a、队形变化时的要领以及队形变化后的秩序；

b、蛙跳跳跃时身体下蹲充分；

本课难点：蛙跳起跳后的展伸动作。

1、教法：根据本课内容枯燥的特点，我首先采用了情景教学
法和情绪激励法进行教学，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
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另外，还采用了游戏法，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激发学生“我要学习、我要练习”的情感，以及采用
讲解法和练习法，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练习，使学生更
快更好地掌握动作要领。

2、学法：本课在学法上主要采用了尝试学习法、对比学习法
和小组合作学习法。首先让学生在尝试练习中发现问题，然
后在相互对比、小组研讨中悟出动作要领、理解道理，最后
通过“小组协作”和“个人练习”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最终
解决所发现的问题。从而促进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练习，提
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在一块篮球场的中间摆放三根长竹竿。第一二根之间间隔50
米，第二三根之间间隔30米

（一）导入（9-12分钟）：

1、常规教学（1-2分钟）：

1）学生跑进上课场地，师生问好；

2）队列练习：体育委员口令，学生练习；学生一起口令，进
行队列队形练习。

2、对列队形练习-二列横队变四列横队（4-5分钟）



教学步骤：1）教师讲解二列横队变四列横队及四列横队变二
列横队的口令、要领；

2）教师与体育委员作示范；

3）教师口令学生练习，排头到排尾。进行队形变化练习。

组织队形：四列横队—二列横队相对

3、自编游戏：“青蛙过河”（4-5分钟）：

方法：教师扮演“大青蛙”，学生们演“小青蛙”，在音乐
的伴奏下，“小青蛙”们在陆地上玩耍。音乐停，教师
喊：“下雨了，孩子们快点回家”，“小青蛙”们迅速两两
一组跳过“小河”，在“大青蛙”带领下，“小青蛙”们一
起跳回家。

教学步骤：1）教师提示并模仿青蛙各种跳跃的动作；

2）学生发挥想象，进行各种跳跃动作的模仿；

3）教师扮演大青蛙，共同参与游戏。

组织队形（同上）

通过上述几种练习手段，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创设情境，
通过“愉快--紧张--喜悦”的情绪体验，使学生很快进入角
色，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活动中，活跃了课堂气氛。而且为主
教材内容的出现，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短跑（5-6分钟）：

教学步骤：1）教师示范，学生尝试性练习；

2）学生分组站立进行短跑练习；



3）教师启发，学生总结短跑时的感受。

组织队形：一路纵队为一组，学生分为四组进行练习。

教学步骤：1）教师讲解、示范游戏规则，见习生做中途裁判；

2）教师口令，学生进行游戏；

3）游戏结束，教师启发学生总结游戏心得。教师进行集体主
义观念的培养。

组织队形：同上。

（三）延伸（9-11分钟）：

1、游戏：“青蛙冬眠”

方法：1）教师提示，并示范游戏规则；

2）教师口令学生练习。

组织队形：四列横队变八列横队

2、青蛙“做早操”

方法：1）教师示范动作，学生练习2）教师巡视指导；

3）师生共同总结。

组织队形：同上

跳跃立定跳远教学反思篇五

课题是“快乐的跳跃练习”，其目的是让学生在欢乐的跳跃
游戏中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乐趣，并能够在玩耍中锻炼其下



肢力量，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对于二年级学生而言，他们好动，爱玩活泼，热衷与竞争，
善于表现自我，且特别喜欢游戏，因此我根据学生的身心特
点，在教学设计中组织了多种游戏，即让学生在欢乐的跳跃
游戏中享受体育带给他们的乐趣，有能够完成课标中的“技
能练习任务”，这是本课要达成的目的。

这节课，我按照学生的身心特点去安排教学过程，所谓兴趣
为先导，特此我在上课的准备部分里组织了‘拍手操“。在
做热身活动是我主动的和学生以击掌，打招呼为切入点，把
我作为一名学生参与其中，和学生一起”玩“，让学生知道。
“我的老师也在和我玩哦”，学生的积极性顿然兴起，让学
生和我一起走进课堂。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我又安排了游戏
“石头，剪子，布加单脚跳，跨步跳，双脚跳“，石头，剪
子，布是学生最喜欢的游戏，也是最爱玩的，我让他们在玩
中参与了教学任务，并一竞争的`方式出现，即提高了学生的
兴趣，又完成了教学任务，更能让学生展示自我，结果，学
生在玩中忘乎所以然，玩的非常的开心，个个都兴奋的不得
了。接下来我安排了一组游戏，“障碍物跳跃“，这一游戏
目的就是让学生展示自我。学生个个精神抖擞，以饱满的精
神状态投入到了游戏中在不知不觉中，下课时间到了，而学
生，我还沉浸在课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