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普通体育课说课稿(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高中普通体育课说课稿篇一

一。教学内容：篮球竞赛的主要规则(违例及其罚则)

教学任务：学生认真听讲，认真作好笔记。

一。组织：教师讲解，示范裁判手试。

一。裁判员的职责与权力。

裁判员包刮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各一名，计时员记录员和24s
计时员各一名为其助理。

二。违例及其罚则。

违例是违反规则的行为，罚则是发生违例的球队失球，由对
方在最靠近发生违例的地点发界外球。(直接位于篮板下后面
的地点除外)

1.持球移动违例(走步)

中枢脚的确定

持球移动

2.球回场后违例



(1)判断球回场的三个必备条件。

必须是控球队才能出现。

必须是控球队使球进从前场进入后场。

必须是控球队的队员在后场首先接着球。

(2)球回后场违例的几种情况：

前场发界外球，直接将球传给或球碰篮圈或篮板后反弹回来。

队员骑跨中线运球时停球后。两名队员骑跨中线相符传球时
一脚踩在中线上静止接后场同队队员传来的球时。

(3)不算球回场违例的情况：

运球队员在中线附近由回场向前场做后转身运球。

控制球队在前场进攻投篮出手后，球碰篮圈或篮板弹回后场，
该队队员又获得球。

(4)干扰球违例。

在投篮时，当球在飞行中下落，并完全在兰筐水平面上时，
进攻或防守的队员都不能接着球，但在接着兰筐后或明显不
会接着兰筐时除外。

违反以上规定即为违例，进攻队员违例，球既使投中也无效，
防守队员违列，球既使没投中也要判给对方2分或3分。

(5)球出界与发界外球违例。

当队员身体的任何部分与界线或界线外的地面接着时，既为
队员出界，当球接着界外队员或任何其他人，线上或界线外



地面或任何物体，蓝板柱或背面，球出界前，最后接着球的
队员是使球出界的队员。

发界外球，发球队员应站在裁判员指定的离违例地点最近的
界外发球入场。蓝板后面除外，在球为出手之前他不能横向
移动超过正常的一步，但他可以向后移动。

(6)踢球与拳击球违例。

篮球是用手进行的运动项目。踢球或用拳击球为违例，故意
地踢球或用腿的任何部分拦阻球为违例，脚或腿偶然地碰到
是正常的。

(7)时间类违例。

3s违例——某球队控制球时，该队队员在对方限制区内停留
不得超过3s.

5s违例——罚球队队员在裁判员把球交给发球队员后，在5s
没有投篮出手。发界外球在裁判员把球交给了发球的队员后
或以将球放在他可处理球的地点后，5s没有将球发如场内。

持球队员被严密防守时，在5s内没有将球传。投。滚或运球
时，5s违例。

8s违例——在后场控球，8s内没有进入前场。

24s违例——当一个球队在场上控制一个活球时，该队必须
在24s内完成一次投篮，投篮时必须篮球要接着兰筐，否
则24s违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3篇《高中体
育课活动说课稿优秀范文锦集》，希望可以启发您的一些写
作思路，更多实用的范文样本、模板格式尽在。



高中普通体育课说课稿篇二

二、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羽毛球运动规则，帮助学生学会观赏羽毛球比
赛，进而激发他们对羽毛球的学习兴趣。

2、强调课堂教学秩序，培养良好组织纪律性。

三、课的部分：

[准备部分]：

1、上课依常规要求进行(特别强调课堂教学秩序)

2、慢跑600m

3、徒手操6节

[基本部分]：

一、羽毛球运动规则简介：

1、挑选场地或发球权

2、局数和分数

3、发球权、得分和交换发球权

4、交换场地

5、发球和接发球

6、单打的发球和接发球的方位及顺序



7、违例

1、发球时的几种违例

2、接发球时的几种违例

3、击球时的几种违例

二、分组教学比赛

要求：6—8人一组，自定规则和裁判

教学方法：

1、分组比赛6—8人一组

2、教学比赛过程中，教师旁观、了解学生实际水平，以便于
今后教学能有的放矢。

三、课课练：移动步法练习

[结束部分]：

1、整理放松

2、小结、讲评、宣布下次课内容地点

3、器材收拾

4、下课

高中普通体育课说课稿篇三

一。教学内容：篮球竞赛的主要规则(违例及其罚则)



教学任务：学生认真听讲，认真作好笔记。

一。组织：教师讲解，示范裁判手试。

一。裁判员的职责与权力。

裁判员包刮主裁判员和副裁判员各一名，计时员记录员和24s
计时员各一名为其助理。

二。违例及其罚则。

违例是违反规则的行为，罚则是发生违例的球队失球，由对
方在最靠近发生违例的地点发界外球。(直接位于篮板下后面
的地点除外)

1.持球移动违例(走步)

中枢脚的确定

持球移动

2.球回场后违例

(1)判断球回场的三个必备条件。

必须是控球队才能出现。

必须是控球队使球进从前场进入后场。

必须是控球队的队员在后场首先接着球。

(2)球回后场违例的几种情况：

前场发界外球，直接将球传给或球碰篮圈或篮板后反弹回来。



队员骑跨中线运球时停球后。两名队员骑跨中线相符传球时
一脚踩在中线上静止接后场同队队员传来的球时。

(3)不算球回场违例的情况：

运球队员在中线附近由回场向前场做后转身运球。

控制球队在前场进攻投篮出手后，球碰篮圈或篮板弹回后场，
该队队员又获得球。

(4)干扰球违例。

在投篮时，当球在飞行中下落，并完全在兰筐水平面上时，
进攻或防守的队员都不能接着球，但在接着兰筐后或明显不
会接着兰筐时除外。

违反以上规定即为违例，进攻队员违例，球既使投中也无效，
防守队员违列，球既使没投中也要判给对方2分或3分。

(5)球出界与发界外球违例。

当队员身体的任何部分与界线或界线外的地面接着时，既为
队员出界，当球接着界外队员或任何其他人，线上或界线外
地面或任何物体，蓝板柱或背面，球出界前，最后接着球的
队员是使球出界的队员。

发界外球，发球队员应站在裁判员指定的离违例地点最近的
界外发球入场。蓝板后面除外，在球为出手之前他不能横向
移动超过正常的一步，但他可以向后移动。

(6)踢球与拳击球违例。

篮球是用手进行的运动项目。踢球或用拳击球为违例，故意
地踢球或用腿的任何部分拦阻球为违例，脚或腿偶然地碰到
是正常的。



(7)时间类违例。

3s违例——某球队控制球时，该队队员在对方限制区内停留
不得超过3s.

5s违例——罚球队队员在裁判员把球交给发球队员后，在5s
没有投篮出手。发界外球在裁判员把球交给了发球的队员后
或以将球放在他可处理球的地点后，5s没有将球发如场内。

持球队员被严密防守时，在5s内没有将球传。投。滚或运球
时，5s违例。

8s违例——在后场控球，8s内没有进入前场。

24s违例——当一个球队在场上控制一个活球时，该队必须
在24s内完成一次投篮，投篮时必须篮球要接着兰筐，否
则24s违例。

高中普通体育课说课稿篇四

为了能进一步的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升课堂质量，我规
划了以下说课稿。

1.教学内容（1）技巧：鱼跃前滚翻；（2）基本体操：负重
搬运。

2.教材分析：

（1）上述两项内容，分别选自省编《体育》高一教材中的第
五部分＂技巧＂和第九部分＂基本体操＂，这二项教学内容
均具有协调，灵敏，力量等自身特性，安排在一起进行教学，
符合高一学生的身心特点，也符合＂全面发展＂的教学原则。



（2）技巧---鱼跃前滚翻是在《体育与保健》课的教学基础
上，提高动作质量，为以后学习联合动作作准备，通过学习＂
鱼跃前滚翻＂，能有效地提高身体的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
接受美的教育。

（3）负重搬运是基本体操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学习，发展
学生的速度，力量，灵敏等身体素质和协调性，负重搬运本
身具有实用性，可直接为生活，劳动和军事服务。

3.教学目标：

（1）认知目标：理解本课内容的动作概念和技术结构。

（2）技能目标：学会鱼跃前滚翻和负重搬运动作，发展滚翻
和负重搬运能力。

（3）情感目标：初步具有开拓创新，勇敢果断，互帮互助，
团结合作的优良品质。

4.教学重点，难点：

制定好教学目标是上好课的前提，而教学重点，难点确定是
否得当，是上好课的关键。

a.鱼跃进前滚翻的重点：跃起远撑；难点：屈臂团身的时机。

b.负重搬运的重点：创造，协作，安全；难点：协调，配合。

（1）教学观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挖掘能引起兴趣的
因素，激发学习的热情，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
本课以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目的，采用＂
创造式教学模式＂，通过教学，使学生既懂又会，掌握灵活
的运动学习方法，提高体育教学的＂智育＂因素，为终身体
育服务。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和失败，



敢于竞争，敢于拼搏的精神，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的团队精
神。

（2）教学方法：

采用＂创造尝试法＂，鱼跃前滚翻采用＂自由组合，分组不
轮换的教学方法：＂听讲解---看示范（教师，学生）---分
组练---纠动作＂。

负重搬运采用＂四环递进教学法＂。其方法：＂听清问题---
独立思考---分组讨论---创造动作---尝试练习---集体练
习＂。

（3）教学手段：

教学中注重学生的基本活动能力为主体，给学生多肯定，多
鼓励，多启发，多引导，多比较，增信心，使学生产生积极
主动的学习动机，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愉快地学习。

在教学的过程中，采用讲解法，示范法，提问法，对比法，
以及分组练习等方法，使学生掌握动作要领，突破难点。

（4）场地器材

设计一个简洁，合理，美观，实用的场地，是完成教学任务，
达到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保证。

本课场地设计是：篮球场中画直径为15米左右的圆一个，中
间放置大垫子9块，小垫子9块，完成鱼跃前滚翻后，撤掉垫
子，在篮球场两边线之间做负重搬运练习，做到一场多用，
在负重搬运练习中利用大垫子当＂担架＂进行练习，做到一
物多用。

使用器材：大垫子9块，小垫子9块。



高中普通体育课说课稿篇五

【知识与技能】

能够说出背越式跳高的动作要点，70%的学生能做出跨越式跳
高动作。

【过程与方法】

通过背越式跳高的练习方法，发展速度、协调、灵敏等身体
素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积极乐观，勇敢果断和不畏困难的心理素质和体育精神。

二、教学重难点

【重点】

助跑和起跳的衔接，过杆的技术动作。

【难点】

上下肢的协调配合以及克服心理恐惧。

三、教学过程

(一)开始部分(3分钟)

课堂常规：体委整队，报告人数，师生问好，教师简要介绍
教学内容，检查服装，安排见习生。

今天呀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下背越式跳高。



组织教学：四列横队。

要求：快、静、齐。

(二)准备部分(7分钟)

1.单腿跳接力游戏热身

方法：学生平均分成两组，两组组间又平均分开成两队相对
而站进行接力比赛，一组一个赛道，组间相隔一个赛道。两
边间隔为15米，第一名同学单腿跳过去与对面第一名同学击
掌接力，直到最后一位完成。游戏过程中，悬空脚不能落地，
否则返回起点重跑。

2.配乐韵律操：伸展运动、下蹲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
腹背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

组织教学：四列横队体操队形，教师边做示范，边提示动作
要领，语言激励学生，及时表扬鼓励。

要求：拍节准确，动作到位，节奏感强。

(三)基本部分(30分钟)

1.示范

组织教学：四列横队，前两排蹲下。

2.讲解

动作要点：助跑有直线助跑和弧线助跑两段，动作放松有弹
性，最后一步要快速有力，垂直向上充分腾起，腾空后在杆
上身体要成背弓，屈髋收腹，下颚迅速引向前胸，同时双腿
补偿地高举两小腿积极向上甩起。应注意，落地前的收腹举
腿，以背先着地，或团身以肩先着地，然后再做一个后滚翻。



3.练习

(1)丈量步点以及助跑的练习

组织教学：两路纵队分别在两侧进行练习

(2)起跳的练习以及助跑加起跳的练习

组织教学：两路纵队分别在两侧进行练习

(3)过杆动作的练习以及落地练习

组织教学：两路纵队分别在两侧进行练习

(4)完整动作的练习

组织教学：两路纵队分别在两侧进行练习

纠错：助跑的节奏以及助跑起跳的衔接，过杆时坐臀以及身
体没成背弓，落地时头后仰下颚不收紧。

4.检验—优生展示

(1)游戏：以体育小组为单位，分别推荐出两名代表进行展示。

(2)评价：表扬做得好的，鼓励有不足之处的，帮助其改正。

(四)结束部分(5分钟)

1.放松活动—配乐放松操

组织教学：四列横队体操队形

要求：放松活动，身心充分放松



2.课堂小结：教师总结学练情况，表扬先进，激励全体学生。

3.宣布下课、师生再见、回收器材。

四、场地器材

横杆2个、跳高架两对、跳高垫两个、录音机1台、磁带2盒、
田径场。

五、预计负荷

练习密度：33%～40%;平均心率：128～136次/分；运动强度：
中等偏上。

六、课后反思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