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通用8篇)
六年级教案是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的操作指南和教学步骤
总结。接下来是几个经典的五年级教案，希望能给大家提供
一些启发。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一

让学生了解体育运动的不安全隐患。

xx年4月21日星期一

1、球类运动和田径运动的安全隐患产生的原因。

2、如何预防球类运动和田径运动的不安全因素。

教学难点：如何预防球类运动和田径运动的不安全因素。

讲授、讨论

球类运动是青少年特别喜欢的体育项目，主要包括足球、篮
球和排球。球类活动要求有一定的动作技术和身体活动能力，
因此稍有不慎，容易引起大小不等的伤害事故，如挫伤、擦
伤、扭伤、碰撞等。

1．球类活动中有事故隐患

（1）动作技术指导上的缺陷和错误。

（2）场地设备不安全。

（3）动作粗野或违反规则。

（4）组织方法不当。



2．事故隐患的预防

（1）加强思想教育，增强防范意识。

（2）加强活动设施建设和管理。

（3）做好准备活动、加强医务监督。

（4）加强保护措施。

不使用错误的推、拉、撞等危险动作。

使用必要的护具，如护膝、护腿、护踝等。

教给学生冲撞摔倒时的正确缓冲动作。

1．田径运动的伤害事故隐患

（1）场地不平整，设施不完善，操场是学校开展体育课教学，
组织广播操的主要场地，是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基础。

（2）活动安排不当。

（3）学生的心理状态不良，位能及时调整。

2．事故隐患的预防

（1）改善和规范活动场地、加强设备的建设和维修。

（2）教学和训练、竞赛活动必须严密组织、严格要求、严格
训练、提高质量。

教师要掌握学生合理的运动量，做好运动前的准备放松。

加强纪律教育，培养学生自我保护意识。



重视课前准备。

（3）建立运动监督制度。

学校运动场地、器械、设备等要定期进行安全、卫生检查。

损坏的场地、器械等要及时维修，维修前一律禁止使用。

教学过程应进行医务监督，防止中暑、脱水等情况发生。

1、运动时肚子疼怎么办？

运动时发生肚子疼，只要用手揉压一会儿就会逐渐消失的。
有时不去管它，适应一会儿也会消失的，加深呼吸也可使肚
子疼得到缓解。为了预防运动时肚子疼，首先要在运动前做
好准备活动，不要在运动前吃得过多，更不要喝一肚子水。
如果在十几分钟内不能接触肚子疼，就要停止运动，立即找
医生检查。

2、鼻子出血怎样救治？

如果是由于火气过大发生鼻子流血，注意头后仰（可坐在椅
子上，头后部放在椅背上）在鼻部放置冷水毛巾，并在后颈
部用冷水清拍。如果在体育比赛中，鼻部受到器械碰或与他
人相撞，使血管破裂，则须暂时用口呼吸，以免用鼻呼吸使
出血程度加重。如果出血还不停止，可用凡士林纱布卷，塞
入出血的鼻腔内，切不可用未消毒的纸巾或脏布塞入。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二

《体育课安全》

1．使学生了解上体育课要注意的事项。



2．了解预防运动损伤及事故的要求，逐步学会一些科学锻炼
身体的方法和自我保护的技能。

3．对科学锻炼身体有认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重点：使学生掌握体育课伤害事故发生的注意点。

难点：使体育课上的安全意识在脑海里得到深化，并能在今
后的学习中自发的运用。

多媒体、五角星

1．采用让学生自主探索、尝试、发现寻求答案。将学习的内
容直接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去发挥，去探索，去想象。

2．采用启发、诱导学生进入教学情景，通过电化教学，增强
直观性和趣味性，并渗透集体主义和团结合作能力的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学生尝试与猜想和学生实际参与突出教
学的重点和难点。

导入揭示课题（直接课件出示课题体育课安全）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三

1．通过讨论交流，我能说出上体育课前的'准备。

2．通过教师讲解，图片展示，我能说出参加体育课的注意事
项。

制作课件，显示有关内容及收集、查阅到的相关资料。

（一）．上体育课时衣着上的注意事项：

上体育课大多是全身性运动，活动量大，还要运用很多体育



器械，如单双杠、铅球……所以为了安全，上课时衣着有一
定的讲究。

（1）上衣、裤子口袋里不要装钥匙、小刀等坚硬、尖锐锋利
的物品。

（2）不要佩戴各种金属的或玻璃的装饰物。

（3）头上不要戴各种发卡。

（4）尽量不要戴眼镜。

（5）不要穿塑料底的鞋或皮鞋，应当穿球鞋或一般胶底布鞋。

（6）衣服要宽松合体，最好不穿钮扣多、拉锁多或者有金属
饰物的服装。有条件的应该穿着运动服。

（二）．讨论提高

1．小组讨论：为什么不能带硬质物品？

2．师生共同总结并展示讨论结果，以警示硬质物品的危害性，
从而提高安全意识。

（三）．不同天气，学生在体育活动时应注意的问题。

（四）．体育运动前的准备活动：

进行锻炼之前，先热热身（特别在冬季进行体育锻炼的时
候）。

（五）．体育课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体育课在小学阶段是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课程。体育
课上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特别要注意安全。



1．短跑等项目要按照规定的跑道进行，不能串跑道。

2．跳远时，必须严格按老师的指导助跑、起跳。

3．在进行投掷训练时，一定要按老师的口令进行。

4．在进行单、双杠训练时，器械下面必须准备好厚度符合要
求的垫子。

5．在做跳马跳高练习时，一定要有保护措施。

6．在做垫上运动（前后滚翻等）项目时，要严肃认真，不能
打闹，以免发生扭伤。

7．参加篮球、足球等项目的训练时，要学会保护自己，自觉
遵守竞赛规则对于安全是很重要的。

（六）参加运动会要注意什么？

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多、持续时间长、运动强度大、参加人数
多，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1．要遵守赛场纪律，这是确保安全的基本要求。

2．没有比赛项目的同学要在指定的地点观看比赛。

3．参加比赛前做好准备活动，以使身体适应比赛。

4．在临赛的等待时间里，要注意身体保暖，春秋季节应当在
轻便的运动服外再穿上防寒外衣。

5．临赛前不可吃得过饱或者过多饮水。

6．比赛结束后，不要立即停下来休息。



特别注意：

1．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和运动量锻炼。

2．剧烈运动以后，不应暴饮，也不可马上洗浴．应做一些放
松整理运动（如慢行舒腿等）。

3．课间不要进行剧烈运动。

4．饭前饭后不要参加体育运动。

5．饭前饭后不要参加体育运动。

（七）小结

儿童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的旺盛时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对身心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只有注意运动卫生，科学地、合理地参加锻炼，才能达到健
康的目的。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四

掌握体育运动安全小知识，学会安全运动

一、引入

二、介绍体育运动安全小知识：

运动可强身健体，又可为我们带来无穷乐趣。做运动时因一
时大意，引致身体受伤，因此预防运动意外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避免受伤，做运动时应紧记以下各点：

1、确定所用器材是否安全



进行运动前必先详细检查清楚所需器材有没损坏。

2、适当的`服装和鞋袜、保护性用品

进行不同的运动应穿着适当的运动服装和鞋袜。某些项目进
行运动时还要配戴保护性用品可减低运动受伤的严重性。例
如：护镜、头盔、护膝、护腕等。

3、运动前应先了解清楚场地和环境的情况

4、遵守运动的规则及整理运动

经过剧烈运动后应做一些较温和的活动，例如散步及缓慢地
深呼吸。这些活动又名整理运动，能令心脏血管系统逐渐回
复正常.

三、大家说一说体育运动中还要注意什么？

四、作业：

课外安全运动。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五

认识游乐设施的安全使用方式

享受玩游乐器材的乐趣

活动准备：户外游乐器材

1、老师带著幼儿到户外的游乐器材绕一圈，并在每个游乐器
材前停留一下，向幼儿说明玩游乐器材可能发生的危险，再
指导幼儿正确的玩法。

三轮车：



（1）不用跑的帮小朋友推车。

（2）要轮流玩，不抢著玩。

滑梯：

（1）不从滑口处爬上去。

（2）不用头倒著溜滑梯。

（3）在溜滑梯上不推挤碰撞。

秋千：

（1）不要盪太高。

（2）不帮小朋友推秋千。

（3）不站在秋千后面。

2、接著请几位幼儿示范该游乐器材的`正确玩法。

3、问幼儿当很多人想玩同一个游乐器材时，该怎麼办？引导
幼儿排队等待或先玩人较少的，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再让幼
儿在游乐区玩一番。

4、回到教室，请幼儿分享游戏的项目及心情，最喜欢哪一样
游乐器材，再与幼儿回顾刚刚玩游戏器材的安全事项，看看
自己是否都做到了，给自己鼓鼓掌。

活动评估：能遵守游乐器材的使用常规；能开心的玩游乐器
材。

活动结束后，让幼儿学习排队等待的常规。



这个游戏教案可以在保证孩子的安全的基础上，让孩子学会
排队，学会谦让，以及一些安全意识，比较值得学习。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六

使学生懂得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教学重难点]

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教学过程]

一、导入，体育课是学校体育活动的基本形式，如何上好体
育课呢？首先要了解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二、体育课的卫生要求：

1、环境卫生：场地卫生环境的好坏是上好体育课的

前提条件，场地必须平坦、清洁。

2、个人卫生：

（2）严禁穿皮鞋、凉鞋，防止伤害他人和损伤自己

（3）严禁带小刀、钉子等，以免造成损伤

（6）课程完毕要做整理活动，促进机体各部分机能状态的恢
复

（7）使用体育器械一要注意安全，二要注意卫生

3、运动生理卫生：体育锻炼要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原则，应
注意全面性、经常性和发展性，合理安排运动项目和运动量，



否则也会引起不良影响，如：头晕、恶心、心慌、面色苍白
等现象。因此，要求每个同学按教师的安排，按规定的时间、
动作、次数、运动量去完成。

一、开始部分，约2—3分钟；第二、准备部分，约6—12分钟；
第三、基本部分，约25—30分钟；第四、结束部分，约3—5
分钟。

三、齐读课文，完成课后练习。

四、效果考查：检查学生在上体育课时，是否按体育课的卫
生要求去做。

[板书设计]

（略）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七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从宏观角度
对高校体育安全教育的定义、高校体育安全事故引发的原因、
高校体育安全事故的预防措施三个方面对高校体育安全教育
进行研究，旨在为高校体育安全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一、高校体育安全隐患分析

（一）高校体育安全行为隐患分析

1、对体育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从对高校领导和体育教师的
访谈中发现，目前，各高校的领导和体育教师对体育的安全
教育的责任意识比较淡薄，在教学中没有把“安全第一”的
指导思想放在第一位。教学中体育活动的安全问题由此可知。
学校领导和体育教师对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安全教育重视程度
不够，是造成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之



一。

2、学生的安全意识。根据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学生缺乏
体育安全健康知识，对体育健康知识和运动损伤知识了解的
很少，有很大一部分学生缺乏安全意识和良好的安全行为习
惯，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学生在运动时出现安全问题的可能。
学生从思想上对体育安全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没有认识到
其在体育运动中的重要性，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存在侥幸心
理。安全意识是体育教学中确保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
学生在头脑中有对安全预防的意识，就能在体育活动中减少
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高校体育安全环境隐患分析

1、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学校的场地器材是保证体育教学正常
进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校场地器材等设施的规范性和安全
性是引发体育安全事故的一个诱因。随着高校扩招学生数量
不断增加，许多高校的体育设施并没有相应的增加。调查显
示：78%的学生认为学校的体育器材存在安全隐患，设备、设
施陈旧，维护不及时，特别是室外的设施，日晒雨淋，生锈
松动。在体育场和体育设施边没有设立设施使用警示标志。
这些问题都给学生进行体育运动带来很多隐患。

2、环境因素。学校进行体育活动，大多都是在室外场地或者
是室内体育场馆进行的，特别是在室外开展的体育活动，受
到天气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季节性和气候性对体育活动的影
响很常见，如果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不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很可
能会引起安全问题的发生。

二、高校体育安全教育模式的构建

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往往有一些不可预料的影响因素，如不
注意安全防范就有可能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违背了参加运
动的目的。因此，大学生在体育运动过程中应提高运动安全



意识，重视安全防范，加强自我医务监督，了解掌握运动伤
害事故的处理方法等，科学地进行体育运动。

（一）提高高校体育安全教育的意识

“无知者无畏”，体育健康知识的匮乏是大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事故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安全意识是保证体育活动能够
安全进行的必要条件，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安全意识是预防和
杜绝安全事故发生的根本途径。强化体育教师的安全责任意
识，体育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心。本着“安全第一”的指导
思想，为保证大学生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提高大学生的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将体育安全健康知识融入到
体育教学当中。在体育教学中从规则上引导学生，教育学生
遵守运动规则，在比赛中尊重对手，遵守比赛精神，发
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风格，从而提高学生的安
全意识。

（二）学校加强管理，加大对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的`投入

为了保证高校体育活动能够安全有效的开展，体育部门要制
定体育安全规章制度，合理规划，健全体育活动的问题措施。
教师上课合理安排教学任务，有组织有纪律的进行教学，降
低教学中安全事故的发生教学环境也是高校体育教学安全问
题的一个相关因素。所以，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应注意因地制
宜地，有针对性的调整教学活动地点、时间和教学活动内容，
以降低安全问题出现的几率。

三、结语

体育是培养学生的重要手段，不能因为存在危险就抹杀体育
锻炼在增进健康方面的作用，更不能因为体育锻炼存在危险
就放弃体育锻炼。安全是体育活动的基本前提，安全是靠责
任心和缜密的工作得来的。我们可以通过传授学生体育安全
知识和技能，加大体育安全的宣传，强化安全意识等手段来



实现。但是，安全不是绝对的，体育活动中的磕磕碰碰是在
所难免的，我们要正确看待体育意外的发生。

体育课安全课教案大班篇八

一、教学内容：

《体育课安全》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上体育课要注意的事项。

2、了解预防运动损伤及事故的要求，逐步学会一些科学锻炼
身体的方法和自我保护的技能。

3、对科学锻炼身体有认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三、教学的重点难点：

重点：使学生掌握体育课伤害事故发生的注意点。

难点：使体育课上的安全意识在脑海里得到深化，并能在今
后的学习中自发的运用。

四、教具准备：

多媒体、五角星

五、教法与学法：

1、采用让学生自主探索、尝试、发现寻求答案。将学习的内
容直接提供给学生，让他们去发挥，去探索，去想象。

2、采用启发、诱导学生进入教学情景，通过电化教学，增强



直观性和趣味性，并渗透集体主义和团结合作能力的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学生尝试与猜想和学生实际参与突出教
学的重点和难点。

六、教学过程：

1、导入揭示课题（直接课件出示课题体育课安全）

让学生自己回答体育课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学生讨论、各
小组推荐代表回答）教师根据学生回答奖励五角星。

2、教师结合课件讲解体育课注意事项

参加体育锻炼对穿着的要求：

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并归纳总结：运动服、运动鞋、不得佩戴
金属物品等。

体育运动前的热身：

教师简单介绍并示范常见的热身运动。

3、学生讨论体育课常见的运动如：跳、跑、投掷、球类等运
动的注意事项。

教师归纳总结

（课件展示）最重要的是：听从指挥，服从安排，有秩序地
进行各项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