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课蹲踞式跳远教学反思(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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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体育课蹲踞式跳远教学反思篇一

10月9号迎来了我的师父，体育组芦老师的新学期引领课，水
平一二年级《立定跳远》。一场秋雨把这堂本应该在室外进
行的体育课转移到体育馆进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本节课
的上课质量，这节课对于向我这种年轻教师来说感受颇深。
以下是我从三个方面对本次课的个人感想。

体育课蹲踞式跳远教学反思篇二

教师为了激发学生们兴趣，调动积极性，总是把游戏贯穿于
教学中，让所有的学生完一个游戏，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的同
学就积极、主动参与，面对这个不感兴趣的同学只是勉强参
与，使得游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我在进行游戏教学时大
胆采用“游戏超市”教学方式，就是在游戏时给同学们提供
一个内容：立定跳远，多种玩法的游戏：

1、鲤鱼跳龙门

2、青蛙跳荷叶

3、包袱、剪子、锤

分别说明游戏规则等，然后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
自主的选择游戏，我也积极参与，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恰当
的指导。在一定的运动负荷内学生既得到了锻炼，教学效果



也较好。设计目的是强调身、心同步发展。不同年龄阶段的
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不同的的特征，即使同一年龄
阶段的学生，由于其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生活环境和所
受的教育以及学生本身实际情况的不同，在身心发展的可能
性都存在着差异，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从实际出发，做到区
别对待。对在表现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于能力表现一般的学生要从他们已有的基础出发，发掘他
们身上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和挖掘学生的个性潜能，促进
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最优的发展（技能上的提高或心理上
的发展），达到全面提高学生身心素质，更好的提高教学的
效果，有效地达成新课程“为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理念。

体育课蹲踞式跳远教学反思篇三

由于下雨芦老师很早就去了体育馆布置场地准备器材，进行
课前的常规准备。充分的课前准备给这节体育课打下坚实的
基础，由于是低年级的学生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从准备
活动到基本部分再到游戏及放松每一个环节的教学设计、场
地规划、队形变化必须做到细致紧凑不枯燥。充分的课前准
备是一节体育课的基础，更是一名合格教师的基本责任。

体育课蹲踞式跳远教学反思篇四

1、本课采用学习和游戏相结合教学，以跳远为主线，把课的
全过程一线贯穿。学生学习兴趣较高。因此，学生练习积极
性、参与程度高，课堂气氛活跃，能达到预计效果。

2、通过小组合作学习，让学生体验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情
况，对自己、对他人进行评价，同时教师通过巡回指导给予
学生一定的评价，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动作方法，而且在各
方面都有了全面的体验。

3、本课不足之处，我觉得语言组织方面，过于琐碎，不够精
炼，重复部分较多，虽然过多的强调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可是也阻碍了学生练习的连续性，使他们过多的分散注意力。
这点在以后的上课中应该多加注意。

4、本课的教学重点是提高学生的跳跃能力，但我在授课过程
中没有给学生一定的时间、空间，让学生自我表现，限制了
学生的创新能力。

5、在教学过程中，我没有完全放开，在目标分层化、组织游
戏化、学生个性化等方面没有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没
有让学生尽情玩耍，享受其中的乐趣。

体育课蹲踞式跳远教学反思篇五

初学立定跳远的小学生，往往急于跳“远”，忽视了起跳
的“高度”，具体表现在：起跳后身体用力向前冲。由于没
有高度作保证，结果还没有作出完整的立定跳远动作，身体
就已经落地了，难以形成腾空后的收腹举腿动作。为解决这
一问题，在课中我通过各种手段来进行尝试练习。

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小垫子叠成竖立的“人”字型，让
学生模仿“兔子”从上方跃过，跃过时要注意收腹举腿。这
是利用学生善于模仿、乐于表现的心理特征而设计的。在不
断地尝试中，通过利用这一游戏进行多次反复的练习，不仅
有效地延长了身体在空中的滞留时间，改善了腾空的动作，
而且充分发挥了学生的模仿力和想象力，满足了新课标中课
堂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

同时，由于课堂气氛活跃，同学们既合作又独立，兴趣盎然，
训练的积极性很高，效果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