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跑的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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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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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跑的教学反思篇一

本堂课,我教学内容是蹬踞式起跑,大部分学生都能完成教学
任务,能记住蹬踞式起跑的口令和方法,动作协调,起跑迅速,
小组合作讨论的意识较强,学生的思维敏捷.组织过程严密,学
生运动的负荷和密度适中,运动量安排合理.但课堂常规执行
情况良好,教师在“放”与“收”的处理上有点欠妥,游戏
时“放”出去后“收”的不是太及时.在游戏过程中,教师如
果能积极参与与学生的活动效果会更好.在教学中,教师在队
形的调度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如果能想出更合理,调度上更简
单的方法,节约时间,那么学生活动的时间会更充裕.

起跑的教学反思篇二

通过一节课的教学，开始设计好的教学内容，问题都显露出
来。同时通过和组内老师的交流，请教。反思一下自己的本
节课，自己觉得以下几方面要反思：

一、教学内容。首先，教学内容的口令有问题，蹲踞式起跑
的口令是“各就位、预备、跑”，而不是学生喊得“各就各
位、预备、跑”，学生没有统一的口令，必须根据现实情况，
及文书的资料，来正确的表达教学内容。

二、队伍的调动及老师站位。队伍调动的把握，是本节课是
否连贯的关键。如果调动的好，就能很好的把本节课串在一



起。调动时用一些平时常用的口语，而不是体育教学中的专
业术语。老师的站位也非常重要，必有让所有学生看到你在
做什么，说什么，而不是只要有大多数学生看到了就可以。
有时候也参与到学生中去，积极的调整自己的站位。

三、练习的密度和强度。本节课让学生练习站立式起跑，四
个学生一组进行练习，按二十秒练习一组，一个班练完也要
近三分钟左右，练习密度和强度太小，效率太低，如果能改
成以排为组进行，那练习的次数会更多，练习动作、巩固要
领是本节课学生的重点让学生要有知识“生成”过程，只有
通过有效的练习。学生才能较好的掌握动作。

四、自主学习的组织。课堂教学是动态的，学生是课堂活动
实施的主角，激发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在教学过程我
发现几个较好学生，让他们来做小组长，负责整个小组的练
习。但学生毕竟能力有限，而且口令什么的，基本不会。导
致整个小组有瘫痪的感觉，这些小组长学习的能力比较强，
但教的能力却不一定强。作为小组长应该给这些学生培训，
如口令怎么叫，技术动作的关键。掌握了这些，这些小组长
才能发挥作用。

总之，要真正提高体育课堂的教学质量和课的效率，还有许
多值得我去反思的东西，如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将是我追
求的目标。通过这样的形式，提高自己的能力，提高教学质
量。

起跑的教学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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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跑的教学反思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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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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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跑的教学反思篇五

从本节课教学流程的设计、教学目标的达成来看，还算成功，
尤其是热身操与放松操的创编与音乐使用结合效果比较好。
但是也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改进，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
的问题需要重视起来。

本节课基本部分的教学流程。首先教师提问，结合奥运会短
跑运动员的短跑动作引出课题。随后教师设计了一个小游
戏“石头剪刀布”，由站立式玩游戏过渡到双手撑地，双脚
做石头剪刀步动作，目的让学生体会手脚着地的感觉。第三
步，讲解示范蹲踞式起跑的动作要领和口令，这个地方采用
四列横队的`方式设计，不利于学生观察和练习，教师边讲解
边示范效果不好。第四步，指导学生集体练习各就位、预备



动作，这是本节课的重点环节，学生掌握各就位、预备动作
就能达成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手脚的位置图、口令示意图等
不可少，这个地方要注意先教脚上动作，再教手上动作，预
备时重心要前移，后腿不能伸直。这个环节没有运用挂图、
骨干学生的协助来教学，导致浪费了时间。接着进行分组合
作练习，并且邀请学生展示，点评。最后进行两人一组推肩
练习，并且运用蹲踞式起跑进行快速跑20米。游戏部分是一
个接力比赛。这个游戏效果比较差，组织的不好。

仔细分析了这堂课，主要有以下不如。第一，教案要与上课
一致，杜绝上课环节与教案不一致。第二，本节课组织队形
不合理，练习效果不够好，骨干学生利用少，一定要重视骨
干学生对于教学的帮助。第三，语言生硬，不够灵活，不够
清楚，激情不够，这是需要改进的地方。第四，游戏部分需
要好好设计，要练习两次，同时能激发学生的兴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