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段学生体育教学反思总结 体育课也要
给学生减负体育教学反思(通用5篇)

总结，是对前一阶段工作的经验、教训的分析研究，借此上
升到理论的高度，并从中提炼出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提高
认识，以正确的认识来把握客观事物，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
际工作。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总结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低段学生体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在我教授李庄五年级学生少年拳的时候，我认为学生已经掌
握了基本的动作却怎么也做的不是很规范，于是我大胆给学
生配上了音乐《精忠报国》，在音乐的伴奏下，学生的积极
性又上来了，打的课带劲了，动作也规范了、协调了、美观
了。

在大家的眼里，体育课是单调的、重复的练习来锻炼身体的，
这是很多人给体育课下的定义。在这里我想对大家说，体育
的锻炼可以不这样的。在体育课上我们仍然有美的享受。这
就是让音乐走进课堂。

比如：随着教师的讲解、示范，播放轻音乐，在学生练习过
程中配播儿童轻快乐曲，在体育课结束部分用放松性质的音
乐舞蹈的形式来结束课程。这样除了增加课堂的愉快气氛外，
还能减轻学生运动的疲劳和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这不
仅是优质体育课的需要，也是未来体育课的需要。因此，针
对体育活动的单调乏味，体育教师一定要创设欢乐轻松的教
学氛围，调动学生锻炼的积极性，让他们以最佳的心理状态
进行各种活动，寓教于乐。



低段学生体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体育活动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因
此，我们每一个教师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在
教学实践中，改变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和“教师示
范，学生练习”的教学模式，大力创设让学生自主探索、动
手操作、合作交流的平台，让学生大胆尝试，使体育学习变
成学生的主动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的过程。只有这
样，才能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促使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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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段学生体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运动心理学告诉我们，注意是人体对于客观事物进行走向反
射的一种心理活动，它能保持人体清晰地感受周围环境的刺
激，使人体能做出相应的反应，体育教学集中学生注意力的
探讨。正象一些心理学家所说：注意是打开人们心灵的唯一
门户。在体育教学中“注意”同其它认识活动中的“注意”
一样，也是由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两大类组成的。体育教学
中学生的注意力集中与否是一堂课能否成功的重要环节，目



前学生所学的课程比较多，学生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专业学
习，所以在体育教学中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就显得很有必要
了。如何在体育教学中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我认为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来考虑。

1、针对无意注意的特点，把握直观性原则。

学生常常对他们感兴趣的教学内容表现出集中的注意，在体
育教学中能够引起学生无意注意的形式、内容、方法很多，
体育论文《体育教学集中学生注意力的探讨》。例如在课的
开始部分用师生之间的问候语或下达口令的方式都可以使学
生注意力得到相对的集中。

因此，在体育教学中必须针对学中年龄特点和心理特征，经
常变换教学手段使教学方法充满新意，经常交替采用诸如竞
赛法、游戏法、分组练习法和互相纠正法等手段使组织体育
课的传统方法得以奏效，成为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方式。

2、启发学习自觉性，加强对有意注意的引导。

有意注意是一种有自觉目的，必要时还需经过意志努力的注
意，有意注意同间接兴趣相联系，是在个人意识控制下的注
意现象。因此，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明确学习目的，培养自
觉性，是教学中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3、把握注意

注意与无意注意的交替转化无意注意是由刺激物的直接兴趣
引起的，而有意注意是对刺激物的间接兴趣引起的，两种兴
趣的转化必然导致两种注意的交替。如果在教学中只考虑学
生的无意注意，单纯让学生凭兴趣出发，既无法体现教学的
真正意图，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既无助于教师教
学能力的提高，更难以维持正常的课堂秩序。



如果教学中片面强调学生的有意注意，就会冲淡教师改进教
学方法的热情，也难以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作为教师应该
尽可能地把握学生的兴趣变化，研究摸索学生两种注意的反
映规律，因势利导，提高教学效率。

低段学生体育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在农村小学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要学会给予学生主人翁意识，
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的编排中。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同学做的游戏很多都来自于他们自身
的发明创造，如“老英雄”、“冰糕猫”等等。如果在教学
中，我们让学生参与到游戏的.构思上，让他们思考在已有工
具和场地的基础上，如何编排游戏，他们会想到我们所不能
想到的方法。而用他们的方法进行游戏，他们会在活动中表
现得更加投入，更加兴奋，从中不但发展了学生思维的广度
和深度，同时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更
有兴趣参加体育活动，真正体现了把课堂和活动还给学生。

在教学中要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来，让学生真正成为学
习的主人，着就需要体育教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采用学
生主动参与教学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
让学生在参与的同事获得体育技能。

低段学生体育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在一节体育课中，准备活动虽然不是课内的主要部分，但它
直接关系到一堂课的质量、安全和效果。因此，体育教师必
须高度重视体育课的准备活动，注意培养学生养成在激烈运
动前做准备活动的良好习惯。准备活动作为体育课不可缺少
的一个部分，一直被大多数体育教师忽视。然而对于教师来
说，它不仅能调动学生上体育课的兴趣，为体育教师设计的
教学内容服务，而且也能作为挖掘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
种手段；对学生来说，准备活动的目的是使他们在生理和心



理上做好准备，克服神经机能惰性，使人体尽快地由安静状
态进入工作状态，并能起到防止运动伤害事故发生的作用。

教学中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及对策：

一、准备活动要具有小学特点

小学生由于年龄不同，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着的差异，这就
决定了小学的准备活动应具有起独特的特点。但在体育教学
中，准备活动区别不大，小学成人化，中学公式化，一套操，
一个游戏，小学用，中学也用，甚至把高级运动员的专门性
练习也拿来用。这种毫无区别，毫无特点的准备活动，违反
了教学规律和小学生的生理特点。小学生的准备活动应根据
身体发育特点，以游戏或简单易学动作为基本，再结合教材
特点，提出不同的要求。

二、加大宣传力度，让“认真做准备活动”在学生中形成共
识

体育教师应巧妙地把学生在体育课上或者在课外活动时遇到
的一些伤害事故设计成问题，如跑步时的腹痛、肌肉痉挛、
脚扭伤等常见的运动损伤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但在这里要注
意，就是体育教师在提问时，最好是问班上曾经受过伤的学
生，或是他们比较熟悉的学生，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得出运
动损伤的主要原因，最终让学生明白做准备活动的意义和作
用，使学生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然后再把运动解剖和运
动生理的相关知识告诉学生，做准备活动不仅仅使他们在生
理和心理上做好准备，克服神经机能惰性，加快运动神经传
导作用和反应速度，使人体能尽快地由安静状态进入工作状
态，避免运动伤害事故，最主要的是把他们的身体机能调整
到最佳运动状态，从而更好地学习体育技能。

三、勇于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接手新的教学班级时，体育教师要利用
机会向学生了解以前上体育课时他们的准备活动是怎么做的，
从而为自己设计准备活动打下基础，尽量避免重复，并认真
研究学生的生理、心理、年龄等特点，从电视上、资料里汲取
“营养”。更主要的是体育教师之间要相互协作，共同研究，
努力编排出适合学生的.各种准备活动。

2.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参与到准备活动中来，如果要做到每一
节课的准备活动或者游戏都不尽相同，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
的事情，恐怕这也是每一位体育教师感到头疼的事情。那么
怎么办呢？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那么多
的学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能源库。我们为什么
放着那么多的资源不利用呢？也许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忽视
了这一点，也许是我们低估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信
息化时代和经济比较发达的今天，学生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
一点。假如我们在开学上课的第一天，跟学生们讲清楚准备
活动的编排原则和方法，要求学生们按照学号顺序轮流带准
备活动，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去收看电视中健身、文艺表演、
健康节目p体育等，引导学生去查阅体育类相关书刊，帮助并
指导学生把所看、所学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动作有机组
合起来。在一开始学生们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取得的
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这时候体育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甚
至对学生所犯错误要给予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要多帮助学生、
多鼓励学生，切忌采用简单、粗暴的口气对待学生，更不能
讽刺、挖苦学生。相信用不了多久，经过充分的准备，学生
准备活动中就可能会出现诸如健美操、搏击操、徒手操、各
种各样的小游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
会感觉到，学生编排出来的东西出乎你的想象，它不仅充分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得到
加强，同时，我们教师从中也得到不少启发，真可谓“教学
相长，相得益彰”。

3.采用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学生大都好胜心较强，
体育教师们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心理，在开学的第一节室内课



上，就向全班学生宣布设立如“最佳体育委员组织
奖”、“最佳体育委员创意奖”、“最佳体育委员表演奖”、
“学期最佳体育委员”、“年度最佳体育委员”等相关奖项，
并与校团委合作，把学生的获奖姓名、班级在橱窗内、校报
上予以公布，或在每学期的体育课成绩计算上根据相应奖项
实行加分制，从而激发学生的成就感、成功欲，让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形成良好的竞争意识，有利于他们今后更好地走向
社会。

四、准备活动内容要丰富多彩

一套基本体操，一个游戏长期使用，久而久之，会让学生感
到厌烦。在教学中，选择准备活动的内容应全面、丰富、形
式多样。既要有徒手体操，又要有器械操；既要有原地的、
也有行进间的；既有单人的、也有双人或集体的；既有一般
练习，又有模仿、诱导或辅助性的专门练习。这样使学生才
能感到新颖有趣，才能在提高神经系统兴奋性的同时激发学
生的运动欲望。

五、注重一般性准备活动与专门性准备活动的结。

准备活动不只是做个游戏，做几节基本操。一般性准备活动
主要是使全身各主要肌肉群、关节、韧带都得到充分的活动。
准备活动是为教材服务的，因此要有的放矢，使与完成基本
部分主要教材有关的肌肉群、器官以及各主要系统机能得到
充分活动。它是在一般性练习基础上，采用动作性质相似和
结构与基本部分教材相类似的专门性练习。专门性练习是一
般性练习无法代替的。因此上课时必需合理地安排一般性和
专门性准备活动练习的比重。

作为一名一线的体育教师，我们要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只有
我们对准备活动重视起来，才能带动学生对准备活动的重视。
我们在积极研究如何做好准备活动的同时，一定要充分考虑
到准备活动的强度、难度、时间、次数等与学生的实际年龄、



水平、气候等之间的关系，并充分考虑到一般准备活动与专
项准备活动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利用学生的
心理，采用各种激励机制去鼓励学生，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保护学生的积极性，更要放手
大胆地让学生去干。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准备活动
就一定会得到体育教师和学生们的高度重视，从而更好地为
上好每一节体育课和预防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起着积极的作
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