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足球课教案(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该怎么写一
篇优质的教案呢？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教案范文，
方便大家学习。

小学足球课教案篇一

近年来，随着足球运动在中国逐渐兴起，足球体育教案的编
写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教案编写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
重要性和难度，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心得。下面我将从四
个方面展开，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教案的编写要注重实际情况。足球体育教案的编写不
能脱离实际，一定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设置。
作为教师，我们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身体素质以及兴趣
爱好，根据这些因素来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使学生既能够接
受并掌握知识，又能够愉快地参与其中。只有抓住实际情况，
才能使教案更加贴近学生的需求，提高教学效果。

其次，教案的编写要有针对性。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的学
生对足球运动的需求是不同的，所以教案的编写要有针对性。
我们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来设计各个教学环节，适应
学生的特点和能力。例如，在初级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游戏
化的方式来激发学生对足球的兴趣；在中级阶段，我们可以
加强技能训练和战术演练；在高级阶段，我们可以加强对比
赛的分析和战术调整。只有根据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设置
教学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足球运动中得到真正的提高。

第三，教案的编写要注重综合性。足球运动是一个综合性很
强的体育项目，不仅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技术和战术能力，
还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所以，在教案



的编写过程中，除了注重技术训练和战术演练，我们还要注
重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的培养。例如，可以通过有氧
运动来提高学生的耐力和速度；可以通过跨教科教学来培养
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创新意识。只有综合性地设置教学内容，
才能使学生在多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最后，教案的编写要注重评估和反思。教案的编写不仅是一
个过程，更是一个循环。在教学结束后，我们要及时对教学
过程进行评估和反思，找出问题和不足，进行改进和完善。
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询问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来了解教学效
果和学生的反应；我们还可以通过录像回放等方式来审视自
己的教学过程，找出不足和改进的空间。只有通过评估和反
思，才能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使教学效果更好。

总之，足球体育教案的编写是一项繁琐而又重要的工作。在
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教案编写的难度和重要性，并积
累了一定的经验与心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努力，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案编写能力，为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小学足球课教案篇二

1、学习按一定的顺序，抓住人物的神态、动作观察图画，并
展开想象；运用图文结合的学习方法，抓重点句、段，理解
课文内容。学习借助神态、动作描写人物的方法。

2、学习本课生字新词，能辨析一些近义词，会用“欣
赏”“津津有味”造句。

3、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通过看图学文，理解课文内容，激发
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

1、运用图文结合的学习方法，抓重点句、段，理解课文内容，
培养和提高观察、理解能力。



2、了解小守门员和观众的外貌、动作、神态，学习借助神态、
动作描写人物的方法。

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初读课文，通过查工具书，联系上下文理解生字词。

2、借助课文明确观察图画的顺序和重点，借助图画理清课文
的层次结构。

教学重点、难点：

指导学生借助课文明确观察的顺序和重点，借助图画理清课
文的层次结构。

一、揭示课题

1、谈话：一天的紧张学习生活结束后，你喜欢玩什么？有人
喜欢踢足球吗？

哪些同学爱踢足球？谁说说你们是怎么比赛的？

2、今天，我们学习第一课《小足球赛》。

二、初读课文，纠正生字读音，检查预习情况。

1、多音字读音：

课文中出现了四个曾学习过的多音字，教师可以借初读课文
提醒学生加以注意。

“空地”的“空”，应读“k^ng”，不要读成“k#ng”的音；



“要数那位大个子叔叔”的“数”，应读“sh(”，不要读
成“sh)”的音；

“蝴蝶结”的“结”应读“ji6”，不要读成“ji5”的音；

“不相干”的“干”应读“g1n”不要读成“g4n”的音。

2、带儿化的词语，教师要引导学生读正确。

如：“这儿”“两拨儿”“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快点
儿”“那儿”“一块儿”。

3、应该读轻声的字音。

如：“地方”“阵势”“小弟弟”“小妹妹”“大个
子”“叔叔”“那个”“身子”“眼睛”。

4、一些字的读音容易读错，教师要注意纠正。

“膝盖”的“膝”应读“x9”，不要读成“q9”；

“前倾”的“倾”应读“q!ng”，不要读成“q9ng”；

“往外”的“往”应读“w3ng”，不要读成“w4ng”；

“津津有味”的“津津”应读“j9n”，不要读成“j9ng”。

5、注意辨析以下字形：

“踢”与“惕”；“亿”与“忆”；“磕”
与“嗑”；“津”和“律”。

6、理解词语：



警惕（t@）：对可能发生的突然情况时刻注意着。

候补：等着替补缺额。

闭目养神：闭着眼睛，修养精神。课文中把“白狗”人格化
了。

回忆（y@）：回想。

精彩：（表演、展览、言论、文章等）优美；出色。课文中
指小足球赛踢得紧张、好看。

欣赏：认为好；喜欢。课文里指看足球赛的大个子叔叔坐在
场边很有兴致地观看比赛。

三、指导观察图画

出示图画：根据这幅图的特点，我们可按什么顺序来观察呢？

（整幅图可按从人到景的顺序来观察，而人又可按从主到次，
即从守门员到观众的顺序来观察。）

思考：

1、图上画的是什么内容？要讲清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
物和事情，可以说明你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2、从小守门员和观众的神态来看，这场球赛怎样？

（图上画了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踢足球，小守门员注视前方，
一些小观众和一位叔叔在看球赛。）

四、自读课文，初步理清课文结构。

思考:



课文有几个自然段？都写了些什么?

（这篇课文一共5个自然段。第2自然段是讲守门员的，
第3～5自然段是讲观众的。）

五、小结

这一课是看图学文。我们在初步观察图画的基础上，又初读
了课文。从画面中观察到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一件什么事。
课文先讲放学以后，一群孩子在空地上赛足球，吸引了不少
观众；接着介绍小守门员，之后重点介绍了观众的表现。这
个写作顺序就是作者的观察顺序。

1、仔细看图，理解课文内容，激发学生热爱生活的情感。

2、学习按一定的顺序，抓住人物的神态、动作观察图画，并
展开想象；运用图文结合的学习方法，抓住重点句、段，理
解课文内容。学习借助神态、动作描写人物的方法。

一、检查读课文情况

1、要求音准句通。

2、说说每个自然段分别写什么意思？

板书：守门员

观众

二、学习课文

1、通过看图和初读课文，孩子们放学后组织的这场球赛给我
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板书：激烈 精彩



2、默读课文，思考：你从哪儿看出这场球赛非常激烈、精彩？

学习方法：先自己默读思考，抓住文中的重点词句和守门员、
观众的动作、神态具体分析体会；然后在小组讨论，解决独
立思考时弄不懂的问题；最后班上交流。

小学足球课教案篇三

1.锻炼幼儿的手腿脚动作的准确性、协调性及肌肉的力量与
关节的柔韧性。

2.发展幼儿单脚站立、单脚踢球、保持身体平衡的能力。

3.培养竞争意识，体验游哮来的挑战与快乐。

4.乐于参与体育游戏，体验游戏的乐趣。

若干个足球、几个弓形门、一些细绳。

一、引导部分

(1)热身活动：教师组织幼儿进行热身运动，让幼儿充分活动
开自己的身体。

(2)教师介绍足球的相关踢法和技巧，介绍过程中请若干幼儿
做示范。

二、主体部分(1)幼儿自由结伴，两人一组，相互踢球。

(2)踢球入门：幼儿分成几组，分别开展踢球入门(弓形门)游
戏。看谁踢进门的次数最多。左右脚都可练习。

三、结束部分教师组织幼儿进行放松活动。

1.活动前教师要带领幼儿做充分的热身运动。



2.注意行进中的路径安排，不要发生碰撞。

小学足球课教案篇四

相关领域

语言、社会

知道废旧物品可以成为有趣的体育器具，能较主动地关注周
围环境

能用踢、跑、项等方法玩旧报纸

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并能遵守规则进行游戏活动

集体

一课时，30分钟

重点：知道废旧物品可以成为有趣的体育器具，能多种方法
玩旧报纸

难点：想出多种足球训练方法

经验准备：活动前观看过足球运动员的练、比赛和进球的录
象

物质准备：教具：哨子一个；学具：废旧报纸人手3—5张，
场地两端用大塑料积木插成球门状，胸饰若干(红、黄、蓝、
绿各10个)

一、将报纸顶在头上走入场地边缘。

二、把报纸搓成纸棍，做纸棍操：上肢运动、头部运动、腿
部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腹背运动、全身运动、跳跃



运动。

三、足球训练

1．带报纸赛跑：纸放在胸前，向前快跑到足球场，不要让纸
掉下来。

2．自由训练。(教师巡回观察，鼓励幼儿想出各种报纸的玩
法。)

3．集体练习射球、传球、顶球、扑球等动作。

四、游戏“足球赛”

1．讲解比赛规则：分两队，每队有一位守门员；同一颜色胸
饰的是同一队队员；比赛时将球射进对方球门才得1分；不能
推、抓对方队员，手不能直接触球，违反规则将处以点球。

2．分组进行球赛(教师做裁判，适当调整比赛，提醒幼儿遵
守游戏规则)。

五、放松活动

绕场地慢跑一圈，整理场地，回活动室。

1．在晨间活动或自由活动时，幼儿自由地玩这些“纸球”，
玩出新花样。

2．寻找还有哪些废旧物品也能成为有趣的体育活动器械玩具。
“变废为宝”。

一、设计意图

本次活动主要教学目标是练习踢、跑、顶等基本动作。又恰逢
“世界杯”足球赛，以足球训练和足球比赛为活动的情节、



报纸为游戏材料开展活动，能让幼儿主动关注周围的世界，
又能感受到报纸再利用给自己活动带来的快乐，一箭三雕。
活动设计时，以报纸原形为活动材料进行基本的体育训练，
进一步将报纸搓成棍做准备活动、团报纸进行足球训练以及
到最后的足球比赛，层层递进的活动一步步地增加难度，以
游戏的情节去完成健康活动的目标，又能渗透基本的.环境教
育目标。

二、效果分析

活动一开始，当老师出示报纸进行活动时，幼儿就被这个有
意思的器械给吸引住了，有一幼儿提出质疑：旧报纸也能当
玩具？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他们体会到，原来平常以为没
用了的报纸还能进行这么有趣的.活动，真的挺有意思，这样
的环境教育是在玩中体会到的，在快乐中被同化的。第二，
在活动中为幼儿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时间想出报纸的各种玩
法，丰富了他们废物利用的经验。第三，幼儿在活动中表现
得很积极，他们参与活动是主动的、快乐的，其中还有合作
玩的。第四，由于这个活动是幼儿兴趣所在，因此幼儿能主
动遵守游戏规则，而无需教师的再三强调。

小学足球课教案篇五

1.熟悉足球，了解基本特点。

2.体验在草地上自由踢球的乐趣。

将小足球四散放在草地上，数量与幼儿人数相同，自制简易
球门两个。

1.草地上来了许多新“朋友”，请你们每人去找一个“朋
友”吧。

2.幼儿自由交流有关足球的知识经验，如球的外形、球赛规



则等等。

3.幼儿讨论玩足球的基本规则：

(1)要用脚踢;

(2)球门是小足球的家。

1.幼儿在草地上四散自由踢球，教师强调规则：

(1)只能用脚踢;

(2)限于草地范围。

2.幼儿在四散自由踢球的基础上，尝试有目的地朝球门内踢
球，送球回家。

幼儿抱起小足球绕草地慢跑，放松身体。

(评：孩子们初次接触足球，非常开心。教师让孩子们自己找
足球朋友，自由交流对足球的认识，自己踢玩，这些看似随
意的活动安排恰好符合孩子好奇好动的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