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耐力跑教学反思不足(模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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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力跑教学反思不足篇一

“圆的一般方程”一节课是高一数学中圆锥曲线的一个重要
内容。通过对这一节课的学习，既可以让学生接受、理解圆
的一般方程的求法及圆的一般方程圆的特点,又可使学生加深
对圆的一般方程同圆的标准方程间的相互转化，还为日后解
决解析几何综合题的教学做好准备,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
用。

根据本节课的内容及学生的实际水平，我采取提出问题引导
发现式教学方法,提出问题让学生思考得出答案,并让学生自
己动手操作解决问题。

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点拨的方法，启发学生通过主动思考、
动手操作来达到对知识的“发现”和接受，进而完成知识的
内化，使书本的知识成为自己的知识。课堂不再成为“一言
堂”，学生也不会变成教师注入知识的“容器”，通过自己
动脑和动手解决了问题,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和喜悦.采取这种
形式，可以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目标更完美地
体现。

本节课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强调圆的一般方程的判别式,用其判
断曲线是否是圆,应该同时指点学生将方程配方也可以.而这
一点能很好的树立学生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观点。



总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抓住学生的“主体”作用作文
章，不浪费任何一个促使学生“自省”的机会，以积极的双
边活动使学生主动自觉地发现结果、发现方法。培养了学生
的观察分析能力和思维的全面性。具体教学中，教师创设问
题情境，学生在这一情境中去讨论分析、探究发现，以符合
学生思维的形式发展了学生的能力，达到了教学目标，优化
了整个教学。

耐力跑教学反思不足篇二

我先检查一下鞋带，因为我不想在跑步时，它突然赐我一
个“狗啃泥”，然后后面给我一个“泰山压顶”。

开始跑了，我如逃离人类手中的野马，跟着队伍飞驰而去，
精力十足，呼吸平稳。可刚跑了两圈就气喘吁吁了，呼吸杂
乱无章，我的脚似乎想脱离我，因此跑的弯弯曲曲，速度明
显慢了下来。

又跑了一会，我以为已经跑到了第四圈，便努力向前冲，并
在心里说：“就一圈了，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当跑完时，队伍不停下，我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了，问林柏滋
说：“不是到五圈了吗？怎么还跑？圈数又增加
了？······林柏滋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光看了我一会
说：“才跑三圈呐！”这句话如晴天霹雳，我的.精神支柱瞬
间崩塌，脚软绵绵的，似乎在一个无重力环境下，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只会跑。正想倒在地下美美地睡一觉。呼吸就像
断气的狼，上气不接下气，我终于体会到度秒如年的感受了。

五圈终于跑到了，我用最后一丝力气到了教室，趴在桌子上，
犹如失去骨架，连动都懒得动，只感受到那无节奏的心跳。

耐力跑真累人啊！真希望这是一个梦！梦，只需要掐一下自
己就可以醒来的梦!



耐力跑教学反思不足篇三

一、指导思想

依据新课标的要求，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在教育方式，教学
内容，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和侧重点，以促进学
生身心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科学健身的能力，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提高学生的体育素养，使学生快乐
学习。

二、教学内容

本课的教学内容是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必修模块田径中
的一项内容—耐力跑，田径是一切运动的基础，身体素质的
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整体素质，因此，身体素质练习在教
学中占重要地位。其技术动作并不复杂，主要是通过练习，
促进学生的正常发育，提高心血管、呼吸系统等机能，比较
全面地发展身体的力量、速度、灵敏等素质，增进健康，增
强体质，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等优良品质和良
好的心理素质，为今后的教学打下基础。

三、教材分析

本次课的内容是高中《体育与健康》课中的必修模块田径的
一项，是学生身体素质的基础，也是一切运动的基础，能培
养学生吃苦耐劳、积极进取的精神。

四、教学目标

根据教学内容可确定以下教学目标：

1、使学生掌握耐力跑的基本知识，形成正确的概念。



2、通过练习，使大部分学生掌握耐力跑的技术动作，发展学
生身体素质。

3、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等优良品质和良好的心
理素质。

五、重点和难点。

根据耐力跑的技术特点和学生实际情况，可确定本课的重点
是：正确掌握有氧耐力跑中的技术。

难点是：动作协调、自然，体能分配合理。

可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练习突破重点和难点。

六、学情分析。

生理方面：本节课是针对高一年级的学生设计的，学生的运
动系统、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的功能日趋完善，与初中阶
段相比，骨骼变粗，硬度增加，抗压抗折的能力提高。心脏
容积、输出量，肺的容积、肺活量、最大通气量、吸氧量的
绝对值都有所增大。

心理方面：认知方面：这一时期的学生已有自己的见解，在
授课时对学生的见解和建议要认真对待，尊重学生的正确意
见。情感方面：这一时期的'学生情感易波动，心理压力较大，
教师通过教学使学生融入音乐和动作中，减缓压力，树立自
信心，提高学习效率。对在练习在出现的自卑心理、挫折心
理等要正确引导、鼓励。对调皮不守纪律的学生批评时要注
意语言和方式，避免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七、教法和学法

本课采用教师启发指导，学生反复练习的教学策略，利用讲



解、示范、启发、问答和纠正错误等教学方法，充分发挥学
生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作用，利用循序渐进的练习过程，使
学生掌握耐力跑的技术，努力完成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身
体素质。

八、教学过程。

根据人体生理机能活动变化规律，可将本课教学分为引入情
境阶段、激发动机阶段、技能学习阶段、总结整理阶段。

激发动机阶段包括

1、课堂常规，包括整队、检查人数、师生问好等，使学生进
入上课状态。

2、向学生宣布本课教学内容、目标和要求

激发动机阶段包括：

1、学生热身，进入运动状态，防止运动损伤出现。

2、（新内容的辅助练习）进一步热身，激发学习兴趣，活跃
课堂气氛，为新技能的学习奠定基础。

技能学习阶段：

1、教师向学生讲解示范动作，学生模仿教师动作。讲解时注
意重点和难点，示范时注意分解动作和示范速度，以侧面示
范为主，正面示范为辅，使学生看的更清楚。

2、徒手练习，使学生初步体验动作和初步形成动作。

3、分组练习，教师指导、观察学生练习，发现错误并纠正错
误，通过提问，了解学生练习感受。使学生基本形成动作。



总结整理阶段：

1在音乐的伴奏下，教师指导学生做放松操，使学生身心。

2教师总结学习情况，回收器材，宣布下课。

九、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需要，本课需要场地为一块田径场

十、本课的练习密度为35%，学生平均心率为140/分钟。

十一、本课遵循客观事物认识规律和动作技能形成规律，课
堂教学合理，气氛活跃，能完成教学目标。

耐力跑教学反思不足篇四

下午第二节课，八四班体育，准备活动慢跑时有打闹现象，
我训斥并罚跑八百米，队形整齐，然后放松一会儿就跑两千
米。我们的操场是十圈，我的要求是前五圈保持好队形，后
五圈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跑。最后全部完成，有九人在十一
分钟以内完成，最慢的十三分钟多。但是拖堂了，下一节课
生物王老师反映说孩子们太累，最后一节课华老师也说学生
很累，有部分学生还说自己头有点晕。

第三节八三班则做了调整，慢跑六百米，拉伸大约五分钟，
然后再跑两千米。全部完成，有十六人在十一分钟以内跑完。
但是张苗苗，吕雅如，周燕，崔婷婷，汤冬梅，陶育超六人
在十五分钟左右完成，他们跑的几乎是变速跑，走一段跑一
段，他们感觉很累，也没有体会到极点，更没有二次呼吸的
体验。

耐力跑教学反思不足篇五

1、教学内容：



（1）发展耐力跑；

（2）游戏：搬物赛跑

2、教材分析

本节课的内容是发展耐力跑，通过学习，使学生在活动中掌
握跑的基本活动能力，并在跑的游戏中体验参与体育活动的
乐趣，促使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因此，发展耐力跑是小学三
年级体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3、教学目标

（1）、认识目标：能较快地掌握用均匀的速度、轻松的步伐
参与奔跑活动，初步体会跑时的动作和呼吸节奏。

（2）、技能目标：培养跑的正确姿势，发展耐力素质和持久
跑的能力，提高集体协同动作的水平。

（3）、情感目标：培养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坚毅、
顽强的意志品质。

4、教材重点

根据教材内容、特点，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本课教学重点
是：

（1）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耐力跑。

（2）让学生在趣味性中体验发展耐力跑的身体感受。

5、教学难点

教会学生在奔跑中发展速度和能力的方法。



二、说学情

本课的教学对象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们具有一定的竞争意
识，争强好胜，爱玩好动，爱表现的特点。因此在教学中针
对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灵活的安排多种多样的游戏，就是
为了让学生在游戏欢乐的氛围中，忘却疲劳或推迟疲劳的出
现。在课堂上还要让学生掌握耐力跑的方法和调节跑的速度。
同时。还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的意
志品质。通过学习发展耐力跑的游戏内容，有助于发展学生
的身心健康，有助于全面达成领域目标。

三、说教法、学法

1、教法

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我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游戏方法，
使学生对本课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在活动中体现出较
高的学习欲望，态度积极。主动参与。

2、说学法

（1）在游戏活动中，能找到不断加速的感觉，能体验到发展
耐力水平时的身体动作感受。

（2）能通过游戏活动，感觉到位移速度能力和耐力水平的发
展和提高，并能运用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改进跑的动作，
形成身体正确姿势。

四、说教学过程

（一）课堂常规

师生问好！

（二）热身运动



1、头部运动

2、肩部运动

3、体转运动

4、腰部运动

5、膝关节运动

6、踝腕关节运动。

（三）展开

这一阶段是课的主要部分，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整节课的关键。

（1）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我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游戏
来引导学生，让学生对本课的活动充满热情和兴趣，体现出
较高的学习欲望，态度积极、主动参与。

（2）能找到不断加速的感觉，能体验到发展耐力水平时的身
体动作感觉。

（3）能通过游戏活动，感觉到位移速度能力和耐力水平的发
展和提高，并能运用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不断改进跑的动作，
形成身体的正确姿势。

（4）在游戏活动中，充满竞争和拼搏意识和行动。表现出良
好的团结协作、集体主义精神和勇敢顽强、不怕困难、刻苦
耐劳的意志品质。

（四）、游戏活动

能自觉地遵守游戏中的有关安全活动的要求和规则。



五、放松活动

1、舞蹈放松。使学生得到全面的放松。

2、小结：师生互评。

六、场地器材

篮球场地、录音机一台、排球8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