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队列队形教学反思小结 队列队形教
学反思(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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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队列队形教学反思小结篇一

教学内容：

1、热身游戏“凑数”；复习第九套广播操；

2、游戏 《辩左右》（原地） 2、队列队形向左、右、后转；
教学任务：

1、能分清左右前后方向，并能正确协调地做出向左、向右、
向后转的

动作。

2、让同学们在乐中学，学中乐。

3、通过练习使学生的反应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观察和评价
能力。

教学重点：正确掌握三面转的方向及动作要领。 教学难点：
双脚协调配合 开始部分：

师生问好，开始教学。 1、集合整队；检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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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理服装。

3、师生问好； 宣布内容。

要求： 精 神 饱 满；动 作 迅 速； 准备部分：

热身活动 基本部分： 1、队列练习：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2、转法练习：

a、左转、向右转、向后转。

(鼓励学生集中注意力，快速、准确地完成动作。) b、有序地
组织学生进行练习

1、教师讲解向左、右、后转的动作要领，并做出示范，学生
试着做动作。 2、先集体练习，后分组练习。

3、学生自由练习，教师巡视，表扬做得好的同学，对个别有
问题的学生进行辅导、纠正。

c、总结：表扬练习认真，动作规范的学生；

2、小结本课

3、作业布置 课后自行练习原地向左、右、后转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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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在小学，低年级小朋友尤其是一、二年级小朋友方向辨别能
力是比较差的，因此对体育教师而言，在三面转法的教学中，
就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经过自己反复的实践与尝试，
终于有了一点点突破，在教学中，我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让
小朋友认识自己的左手和右手，在上课教学原地三面转法中，
我先不要求小朋友转动及脚的动作，只让他们反复练习、认
识自己的左脚和右脚，采用自喊口令练习、小组练习、集体
练习，游戏练习等方法去巩固，基本上全班在这种教学方法
中95％左右的同学能熟练的指出自己的左脚和右脚。此时，
教给学生方法，向后转往右手方向；向左转往左手方向；向
右转往右手方向；经过几节课的练习与尝试，除了个别同学
外，基本上都能很正确地转动。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有些同学还是不能正确的向后转，老是
从左边方向转过去。原地三面转法是人的起步动作，课堂教
与学的效率是关键，在课堂上合理组织好内容，优化教学手
段，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关注全体学生，注意信息反馈，创
造良好的课堂气氛，但同时要注意对学生做到收放自如，不
能让学生过于活跃，否则不利于控制课堂纪律，进而影响学
习的效果。

队列队形教学反思小结篇二

在本次既教学质量检测中针对队列问题我发现自己还存在很
多问题：

首先对常用的几个队列如：三面转法，齐步走-立定，跑步
走-立定等几个种类还是比较熟悉，在教授和练习过程中也比
较顺手。但是随着难度的加大在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后
转走，分队、合队、并队、列队几种队列种类的教授中就不
是那么称心了。起初在分队、合队、并队、列队中自己都没
有搞明白该怎么做，口令该怎么下。在教研租的探讨中大家
对于这几种队形的理解和做法也都不一致。最后通过反复的
探索明确了这几种队列的队形到底该怎么站，动作该怎么做，



口令该怎么下。

在教授的过程中，由于队列的练习比较枯燥、乏味，而小学
生本身又比较好动，在课堂中对于练习的内容更是很难提起
兴趣。并且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我也是深有感触，往往几个动
作几次练习之后，孩子们就把动作要领抛诸于脑后，“随心
所欲”的按照自己的习惯节奏来进行。一个活动下来，教学
效果并不明显，孩子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趣味。

对于上述问题，我对自己做了一下反思：

1、首先剖析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清楚认识到教学的重点、难
点。队列队形中每一个动作的动作要领，它的重难点要单独
提出来做主要分析，真正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动作。

2、教师的教学语言要规范、简洁、有力;动作口令要干脆、
清晰、准确。要最直接最简单最直观的把信息传递给孩子，
让孩子能做出积极正确的回应。

3、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也应该采用形式多变的方法，
寓教于乐。如分组进行，每一小组都有小组长;每位学生都能
体验口令，使每一位学生都有讲、做、练的机会，激发学生
的练习兴趣;还可以采用小组竞赛的方法，比一比那组学生做
的好。可以将游戏贯穿于体育教学之中，让孩子在玩中做、
玩中学。设置情境教学，把动作练习和游戏结合在一起。通
过情境游戏培养孩子的兴趣，把枯燥的队列队形练习游戏化、
儿童化，转变成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

总之，在队列队形的教学中我还要多下功夫，是学生在课堂
中有新鲜感，这样才能克服队列队形的枯燥，才能更好的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达到课堂最佳效果。



队列队形教学反思小结篇三

在本次既教学质量检测中针对队列问题我发现自己还存在很
多问题：

首先对常用的几个队列如：三面转法，齐步走—立定，跑步
走—立定等几个种类还是比较熟悉，在教授和练习过程中也
比较顺手。但是随着难度的加大在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
后转走，分队、合队、并队、列队几种队列种类的教授中就
不是那么称心了。起初在分队、合队、并队、列队中自己都
没有搞明白该怎么做，口令该怎么下。在教研租的探讨中大
家对于这几种队形的理解和做法也都不一致。最后通过反复
的探索明确了这几种队列的队形到底该怎么站，动作该怎么
做，口令该怎么下。

在教授的过程中，由于队列的练习比较枯燥、乏味，而小学
生本身又比较好动，在课堂中对于练习的内容更是很难提起
兴趣。并且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我也是深有感触，往往几个动
作几次练习之后，孩子们就把动作要领抛诸于脑后，“随心
所欲”的按照自己的习惯节奏来进行。一个活动下来，教学
效果并不明显，孩子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趣味。

对于上述问题，我对自己做了一下反思：

1、首先剖析教学内容的重难点，清楚认识到教学的重点、难
点。队列队形中每一个动作的动作要领，它的重难点要单独
提出来做主要分析，真正让学生熟悉和掌握动作。

2、教师的教学语言要规范、简洁、有力；动作口令要干脆、
清晰、准确。要最直接最简单最直观的把信息传递给孩子，
让孩子能做出积极正确的回应。

3、在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上，也应该采用形式多变的方法，
寓教于乐。如分组进行，每一小组都有小组长；每位学生都



能体验口令，使每一位学生都有讲、做、练的机会，激发学
生的练习兴趣；还可以采用小组竞赛的方法，比一比那组学
生做的好。可以将游戏贯穿于体育教学之中，让孩子在玩中
做、玩中学。设置情境教学，把动作练习和游戏结合在一起。
通过情境游戏培养孩子的兴趣，把枯燥的队列队形练习游戏
化、儿童化，转变成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

总之，在队列队形的教学中我还要多下功夫，是学生在课堂
中有新鲜感，这样才能克服队列队形的枯燥，才能更好的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达到课堂最佳效果。

队列队形教学反思小结篇四

队列、队形的教学是体育课程基本活动内容中较为单调枯燥
的，按以前的教学方法一遍遍的走来走去练习，学生们缺乏
兴趣，也容易产生疲劳和厌倦情绪。我在本学期的队列队形
教学中创设了很多情景教学，如引导学生学做“小解放军战
士”做到步调一致，当好一名小军人。在练习“集合、解
散”等具体口令时，要求学生把自己当作一名小解放军战士，
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教师在学校操场旗台边解散队
伍，然后把对面的跑道称作“某高地”要求学生从不同方向
迅速赶到，并以四路纵队面向教师集合。师生要及时评价学
生的活动参与情况，评选优秀小站士，组建“快速反应特种
部队”，这种模拟解放军行军、集合的练习方式，既让学生
掌握了队列、队形的基本动作和方法，又使学生体验到了解
放军雷厉风行、严肃认真、吃苦耐劳、服从命令的军人作风。

在队列队形变换训练教学时，发现学生对于队列队形变换中
走来走去的重复口令行进动作极为厌倦，活动情绪低落，注
意力不够集中，针对学生的活动参与不够主动积极的情形，
我在队列队形变换训练教学中设计了“大雁南飞”的游戏教
学情境，学生们在队列队形变换几个连续口令动作训练后，
让学生模仿大雁飞行的特点，进行各种队列队形穿插变换，
教师不时发出不同口令，如：大雁单行飞行、大雁双行飞行、



“人”字飞行、大雁栖息、大雁圆形、波浪形模拟飞行，大
雁双队交叉飞行、大雁两队变四队飞行、救护掉队队员等等。
这种模拟大雁飞行特点的队形变换教学情境，既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又较为顺利的使学生们掌握了队列队形变化的
教学内容，并且潜移默化的渗透了团结协作的思想教育。

队列队形练习是按照一定的队形做协同一致的动作，通过队
列队形练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并
能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促进身体
正常发育，形成正确的身体姿势和协同一致的集体动作能力。

在队列队形变换训练教学时，发现学生对于队列队形变换中
走来走去的重复口令行进动作极为厌倦，活动情绪低落，注
意力不够集中，针对学生的活动参与不够主动积极的情形，
我在队列队形变换训练教学中设计了“大雁南飞”的游戏教
学情境，学生们在队列队形变换几个连续口令动作训练后，
让学生模仿大雁飞行的特点，进行各种队列队形穿插变换，
教师不时发出不同口令，如：大雁单行飞行、大雁双行飞行、
“人”字飞行、大雁栖息、大雁圆形、波浪形模拟飞行，大
雁双队交叉飞行、大雁两队变四队飞行、救护掉队队员等等。
这种模拟大雁飞行特点的队形变换教学情境，既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又较为顺利的使学生们掌握了队列队形变化的
教学内容，并且潜移默化的渗透了团结协作的思想教育。

队列队形练习是按照一定的队形做协同一致的动作，通过队
列队形练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并
能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促进身体
正常发育，形成正确的身体姿势和协同一致的集体动作能力。

队列队形教学反思小结篇五

本节课是学习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法竖式计算，掌握其计算
程序，理解其计算的道理；特别要理解两位数乘两位数的乘
法竖式与一位数乘两位数乘法竖式从内容到形式之间的实质



性的联系。这样就为四年级学习两位数乘三位数的乘法打好
了基础，即把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竖式乘法的计算程序迁移到
两位数乘三位数的情形。

基于以上问题，我对这节课进行了精心设计，在与同学们共
同学习完这一内容后，自我感觉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注重学生计算能力的提高。

1.学生尝试两位数乘两位数竖式计算的方法，这样学生的求
知欲更强。

2.教师找出不同的例子进行展示交流，得出正确的算法。

3.结合点子图说明乘法竖式中每一步的意思。

以上的设计让学生对竖式计算的算理理解得更透彻，记忆更
深刻，从而提高了学生的计算能力。

二、注重先学后教、自主探究，体现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
地位。

课上先让学生尝试计算两位数乘两位数的竖式计算，然后再
展示学生的做法，通过交流得到正确的算法。这样既体现了
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突显了教师的引领者的角色，更
使学生加深了对两位数乘两位数竖式计算算理的理解。

三、“巩固练习，拓展延伸”环节，通过创设游玩体育场的
情境进行巩固练习，这样的练习既注重了基础，也活跃了课
堂气氛，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以后还要加大学习力度，时时给自己充电，提高自身
素质，做一个学习型的、与时俱进的人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