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体育世界教学反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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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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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世界教学反思篇一

《体育世界》是个开放性单元，以 “体育”为主题，引导学
生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单元的主要内容以看图认识各
种运动项目，学习相关的字词，通过插图后面的“认一认”、
“读一读”学习关于体育的生字新词及有关体育运动的名言；
教材还设计了 “向同学们介绍游戏”、“听故事”、“做光
荣榜”、“制订个人锻炼计划”等语文实践活动。安排
了“读写运动歌谣”、“自读知识短文”等内容。真可
谓“大运动量”！

我很喜欢这个单元的内容，因为去年的奥运会已经让我们的
孩子对运动产生了兴趣，我相信孩子们一定像我一样喜欢。

这个单元文字内容很简单，没有“主体课文”，教材中插图
占了很大篇幅，画了22种运动项目，既生动又形象，是儿童
常见常做的游戏，所以孩子们学起来没什么难度。

文本中第一个“模块”a“认一认”里有四组词，第一组五个词
语：“体育、运动、比赛、锻炼、意志”这些词语学生归纳
起来有点困难，我就用具体的“运动”例子来诠释每个词语
得出：是体育运动的“大概念”词语。第二组词语：“参与、
竞争、公平、友谊、规则”也是五个词语，学生归纳得出来：
是关于体育运动一些“原则”的词语。第三组：“跑道、球
场、垫子、沙坑、终点线”这也是五个词语，学生带部分人
能归纳出来这是“体育用品”一类。第四组：“运动员、教



练员、裁判、观众”只有四个词语，当然学生也很容易归类：
体育运动中的“人”。但问题出来了：第四组为什么只有四
个词语？是故意少了，还是只有四个词语呢？难道第四组就
只有四个词语？如果想变成五个词语，什么词语最合适呢？
根据这组词语的主要类别，我在备课中加了一个词语：啦啦
队！是呀“啦啦队”这个词语让我很兴奋了一会儿！现在世
界上有哪种体育比赛没有“啦啦队”呢？学生的积极性也被
调动起来了，纷纷想着有没有比“啦啦队”更好的词，课堂
气氛非常热烈。

教学参考书中没有提及“冬季奥运会”以及“残奥会”的内
容，我想既然是“开放的单元”，那么我就立足文本，
引“活”水，发动学生去课外搜集，走访、整理、查阅资料
等活动，再回到课堂上交流。真正做到寓教于乐，在生活中
学语文、用语文。

体育世界教学反思 4

体育世界教学反思篇二

本单元是个开放的单元。以“体育”为主题，引导学生在生
活中学语文，用语文。刚好08年8月，奥运会在我国首都北京
举行。奥运的余热还没有散尽，孩子们从奥运会中或多或少
的了解了奥运及体育活动的知识。所以在导入时，我从奥运
导入，从他们喜欢的奥运项目，运动员导入，在一开始就充
分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从而来更好地学习课文。

教材插图中画了22种运动项目。其中跳绳、下棋、滚铁环、
踢毽子、荡秋千、跳橡皮筋、滑滑板、打羽毛球、打乒乓球、
转呼啦圈等，是儿童常做的游戏。其中有些现在已不大流行
了，如滚铁环、跳橡皮筋，但是它们对增强儿童体质，增进
儿童之间的交往，激发创造精神，培养遵守规则的品德都有
好处，而且简单易行，花费极少，值得提倡，因而依然画在



图中，促使儿童去了解，去效仿实践。因此我是这样来进行
主体课文教学的。首先，请同学们通看教材中的22种运动项
目，从中找出自己最喜欢的，或者玩过的一种运动项目，用
一两句话向同学们介绍其游戏规则，并适当地加入自己的形
体表演，然后当“小老师”带读，学习此词语。

从学习效果来看，孩子们非常喜欢这样的学习方式，用自己
的话来介绍运动项目，并说出自己在玩时的`感觉，最后还当了
“小老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学习写字方面，我采用了理解字义，准确识字的方法。教
学时不仅让学生“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如教
学“跳”，“踢”“绳”时，我让学生思考：为什
么“跳”“踢”的部首是“足”字旁，孩子们立刻思考认识
到：“跳”“踢”一定要用脚，所以才是“足”字旁。

这样，孩子们在喜闻乐见的形式中识字，既有趣，又有效，
其间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更加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提
高识字的能力，达到较好的效果。

体育世界教学反思篇三

本单元是以“体育”为主题，旨在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学语文，
用语文。本课的教学设计体现了语文与体育课程的沟通，与
信息技术的融合，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开阔了
学生的眼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热爱体育，
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思想。

因为单元内容较多，较复杂。课前我理清了思路，先让学生
对体育有初步的了解。我让学生回家查找资料，了解田径比
赛的项目、规则，以及我国的奥运冠军。学生们准备得充分，
课堂交流气氛活跃。对他们没有查找到的，我在课堂上利用
手机及时查找，解决难题。不仅借助书中的插图了解运动项
目，还结合学生平常玩的项目进行交流。然后结合课本进行



教学就轻松多了。

面对着这以“体育”为主题的开放式单元，教学的侧重点要
定在什么位置？二年级仍以识字教学为主，我发现孩子们对
本课中的19个体育项目识记非常清楚。因为这些体育名词来
源于生活，学生在生活中常见，所以在教学中想通过创设情
境与信息技术的融合，让学生深入了解体育知识，增强体育
意识。但在教后确实感觉到对识字教学不够细致，以致于在
本堂课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对于开放单元的教学，我也一直
在努力地追寻更完善的教学。希望自己能在遗憾中拾取些许
点滴，以促进今后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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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世界教学反思篇四

二年级下北师大版八单元的教学内容，是个开放性的单元，
教学内容通过整合分为几个部分：

1.通过看图，运用多种识字方法，学习生字、新词，知道一
些体育运动名称。



2.在认一认、读一读的学习活动中了解体育知识，感受体育
魅力。

3.利用办板报、制作“光荣榜”等活动，培养学生收集、处
理信息的能力。

4.通过听故事、讲故事、制订锻炼计划等活动，增强学生的
锻炼欲望。通过对以上教材分析可以发现：《体育世界》这
个单元，内容多、容量大、识字量大，需要处理的信息很多，
必须对教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深度的挖掘才能完成任务。于
是我从以下几点着手：

面对这么多的教学任务，必须对教材进行整合、合理安排。
于是，以体育为线索对整个单元的教材进行重新组合，选取
需要的部分进行合理的规划使用，然后分成了四个板块：体
育名言、精彩赛场、奥运之窗、奥运英雄，用内容把四个板
块连接在一起，用体育名言引出运动的重要，用重要的体育
运动引出体育项目的分类，用体育项目的分类引出奥运之窗，
再由奥运之窗引出奥运英雄，环环相扣、内容递进，使整个
教学显得严谨有序、井井有条，而不是杂乱无章。这样，整
堂课容量大、信息多、效率高，顺利完成教学任务。

二年级低段仍然以识字教学为主。这堂课总共教了二十四个
词语，其中包括九个会写的字、三个句子，按照常规的教学
任务是无法完成的，通过方法的指引，更多地让学生靠自学
来完成任务。方法分四个步骤：

1.认、用猜一猜、问一问、查一查的方法来认字。

2.想、拿到一个字要学会分析这个字的字形，它是怎么组成
的，形旁是什么，声旁是什么。

3.写、写字时注意什么地方容易错，怎样写才好看。



4.用、用这些字组词、造句、写话、写文章。

以上四个环节就是识字的四个步骤，整个教学过程一直贯穿
着方法的总结和指导，同时这也是小学二年级下期一至八单
元的识字方法的一个小结，从九单元开始就要培养运用这些
方法培养学生自己识字的能力，及时地总结方法才能够培养
学生的能力，给他们方法的指导。

小学二年级学生的思维以形象直观为主，这堂课制作了精美
的课件，辅之以视频和音乐，把课文上的插图和精美的图片
配以文字展示给学生，给学生以感官的刺激。学生看图和识
字结合在一起，以图促识字，以画求认字，丰富直观的多媒
体教学深深地吸引住了学生。

1.整堂课虽然设计精美，容量大，但学生接受起来显得比较
吃力，一部分学生的思维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对课堂内容消
化不良。

2.由于一部分学生的消化不良，他们的.情绪就没有被及时调
动起来，课堂发言不够踊跃，气氛还不够活跃。

体育世界教学反思篇五

表现为多渠道收集信息，在教学中适当增加了一些课外内容，
拓展学生的视野。如：有关奥运会知识的收集等。

教学过程采用游戏闯关的方式，用“游乐园的门票”、“争
分夺秒——贴一贴”、“开心分类”、“记者行动”，这些
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学习方式，使课堂教学做到玩中学，学中
玩。

教学中让学生自主选择识字方法，自主选择学习伙伴，并且
创设游戏活动情景，让学生玩中求学，乐而好学。



教学中让学生自主识字，当小老师教大家学生字。采用小组
合作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合作贴词卡，合作给体育运动分类。
在读懂短文和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小记者的形式自己设计
问题，自己寻找采访对象。实现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