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蹲踞式起跑公开课教学反思(通用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蹲踞式起跑公开课教学反思篇一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课堂教学应该充分解放学生的头脑、
双手、嘴巴、眼睛、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多种感官，全方位
地参与学习，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

这节课我改变了以往上课的先讲解，后示范，再练习的教学
模式，而是利用学生这一年龄段，观察能力、模仿能力特强
的特点、跃跃欲试的心理，让学生观察动作，模仿动作，然
后分组练习。分组练习以后，我巡回观察、指导，发现学生
比我想像的要聪明的多。小组中间同学们讨论、示范、讲解、
纠正错误动作，进行的热火朝天，个个俨然是一位“小老
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中一个组的一个同学在做“预
备”动作时，小组其他同学就帮助他“臀部稍抬高一些，要
稍高于肩”

“后腿不能蹬直了，脚要踏实，不能打滑”

“不要低头，要抬头看着自己的跑道前方”在起跑的教学中
发现学生练习时，有几种常见的错误及纠正方法：

（1） 眼睛不看前方

教师对于这一现象应该在练习中教师出示手指1、2、3、4等
数字，让学生不断的报出数字，教师采用这种方法使学生眼



睛看前方。

（2） 学生不按口令

学生不按口令“各就位”时，学生早以做好了动作，在这种
情况下教师首先要强调，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应该发口令
时，注意不要喊“预备”应吹哨或让学生站起来说说错误的
地方。

（3） 起跑中人先站后再跑

学生是先站直以后再向前跑，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用2种不同的
起跑慢动作来演示给学生看，让学生观察及分析，找出错误
的地方，这样的教学效果不错。

蹲踞式起跑公开课教学反思篇二

在进行《蹲踞式起跑》这一阶段教学实践过程中，我又有小
小收获并整理了一下教学心得。

在教学中，教师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主要不在于讲授知识，
而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让他们
兴趣盎然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经过自己的思维活动和动
手操作获得知识。

“起跑”是一种迅速摆脱原有状态，向既定方向移动的。技
术，其发展是学生的反应能力，让学生充分掌握起跑重点。

在做动作时，有的学生上体前倾不够，身体重心没向前移动，
跑出去会停一下在加速，这时我把同学们叫过来，讲解如果
起跑重心在后面，会影响起跑的速度，重心向前移到恰当的
位置，那么，起跑耽误的时间就会减少很多，还有起跑的第
一步过大，造成上体过早抬起来，即影响加速又耽误时间，
阻碍水平速度的向前性。我又一次对同学们说：“第一步是



用力蹬地跑，而不是迈出去再加速，第一步越小越有助于加
速”。同学们听后，自己边做动作边思考，没过一会，就学
会了，而且速度与动作技术配合的非常协调，同时也锻炼了
身体的协调性和反应能力。

我将不懈努力，时刻反思课堂中教学的不足，做到让学生易
懂、易学、充分掌握运动技术，同时促进学生健康，增强体
质，让他们快乐地成长。

蹲踞式起跑公开课教学反思篇三

在学校教务处的组织下，我们青年教师在九月份进行一次公
开课，我选择的是《蹲踞式起跑》五年级的课程。

在这次公开课上完后，有收获，也有不足，在此有如下反思：

1、注意全课练习密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心肺功能，针对本节
课训练密度有所偏低有待加强。

2、分组训练时场地布局不够合理，尽量合理调配组间距离方
便老师讲解授课。

3、教师口令不够响亮，没有穿透力需要加强尽量让每名学生
都能清晰听到教师的口令和各动作的讲解。

4、加强同学们平时的队列动作要求，始终贯穿到每节课上。

5、热身游戏尽量变化点花样增添一些游戏乐趣。能更好的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

希望学校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公开课中历练的确能使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多组织组内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对知识点的
把握，以组织有效高效的教学。



蹲踞式起跑公开课教学反思篇四

蹲踞式起跑的教学内容，通过参加这次讲课。主要表现在教
学的过程中，能紧贴教学对象，突出学生这一主体；紧贴所
教内容，把提高学生的技能作为目标；紧贴教学环境，把营
造活泼、愉悦的课堂氛围作为手段，从而达到了师生互动、
共同参与、相互提高，大家始终在和谐愉快的气氛中完成了
教学过程，但与新课标的高标准相比较，本节课还从在诸多
差距：

一是对课的设计还不够完美，主要是自己讲的多，组织练习
少，学生活动强度达不到要求。纠正问题多对学生的启发诱
导还不够，如在做蹲距式起跑练习时，可让学生自己体会，
然后讨论讲评，这样效果会更好。

二是对个别学生参与练习不积极的问题，不能及时激发鼓励。

三是有些教学内容还是第一次尝试，时间把握上有些不合理。

四是对教材的挖掘不够，蹲踞式起跑还应包括起跑后的加速
跑一技术环节。这样才能更好的练习短跑的起跑技术。

五是安全问题虽然强调了，但在练习中的安全因素考虑不够。

六是对待课堂管理重视不够。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自己要在今后的教学中，会认真总结，
加以改正。

经过这节课的蹲踞式起跑，学生在反反复复的练习中，或多
或少都有一些进步，但在各技术环节的处理和衔接上，还有
许多的不足。



蹲踞式起跑公开课教学反思篇五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课堂教学应该充分解放学生的头脑、
双手、嘴巴、眼睛、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多种感官，全方位
地参与学习，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

这节课我改变了以往上课的先讲解，后示范，再练习的教学
模式，而是利用学生这一年龄段，观察能力、模仿能力特强
的特点、跃跃欲试的心理，让学生观察动作，模仿动作，然
后分组练习。分组练习以后，我巡回观察、指导，发现学生
比我想像的要聪明的多。小组中间同学们讨论、示范、讲解、
纠正错误动作，进行的热火朝天，个个俨然是一位“小老
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中一个组的一个同学在做“预
备”动作时，小组其他同学就帮助他“臀部稍抬高一些，要
稍高于肩”

“后腿不能蹬直了，脚要踏实，不能打滑”

“不要低头，要抬头看着自己的跑道前方”在起跑的教学中
发现学生练习时，有几种常见的错误及纠正方法：

（1）眼睛不看前方

教师对于这一现象应该在练习中教师出示手指1、2、3、4等
数字，让学生不断的报出数字，教师采用这种方法使学生眼
睛看前方。

（2）学生不按口令

学生不按口令“各就位”时，学生早以做好了动作，在这种
情况下教师首先要强调，如果再发现这种情况，应该发口令
时，注意不要喊“预备”应吹哨或让学生站起来说说错误的
地方。



（3）起跑中人先站后再跑

学生是先站直以后再向前跑，在教学中教师应该用2种不同的
起跑慢动作来演示给学生看，让学生观察及分析，找出错误
的地方，这样的教学效果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