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双人跳小绳教学反思(汇总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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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人跳小绳教学反思篇一

玩是小学生的天性，小学体育课中如果没有“玩”，那么这
节体育课肯定不能吸引学生，不能体现“寓快乐于体育教学
之中”的教学目标。因此，我在课的一开始就设计了语言情
境导入，使学生一下就进入了上课角色。（但准备部分应该
设计活动游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上课的热身准备
活动，我没有做好这一点。）在教学中，我应该改进教学思
想，无论是各种姿势的起跑技能，还是知识延伸，或是放松
身心我都应该做到全力以赴。我只设计了一种游戏，没有彻
底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让学生始终在玩并没有彻底的收
获，获取更多的知识，进行创新实践，愉悦身心。从整节课
的情况来看，学生还是十分喜欢多种练习方式的游戏，（我
在最后又加了小组比赛形式的游戏），整节课几乎每个人都
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乐于参加各种教学实践活动，
并敢于在活动中表现自我。

在新课标中怎么样上好体育课，我觉得并不是简单的玩或者
是做游戏。因此无论教师设计了怎样的课，其目的都是让学
生能在玩中有所收获，即玩中学。

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让学生掌握跳绳方法，即掌握如何
才能跳的更多，有些同学能在实践练习中运用，达到了较好
的效果，许多平时体育不是太好的学生也轻意的理解技术动
作。这种教学方法要比教师直接讲解示范的效果要好，而且
在这种教学实践中，学生接受技术不是通过教师的直接传授



获取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获得，较好的体现了新课
标的强调探究性学习的思想。我在课的结束部分设计的不好，
学生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没有那么活跃。

双人跳小绳教学反思篇二

新课程强调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在
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意培养
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自
主学习中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探究学习中培养解决问题能力，
合作学习中提高合作交流的能力。

《跳短绳》一课，过去教师一般采用传授式教学法和学生反
复练习的方法来完成教学任务。目前，在教法上我改用激趣
法和鼓励法进行教学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课前，激发
学生模仿小兔、袋鼠等动物跳，然后，布置小动物学跳绳，
比一比谁学得快的任务，让学生自由练习。练习过程中，一
些基础好的学生很快就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为了保持学生
的练习兴趣，一方面，引导学生学习花样跳绳，一方面，让
学生当小老师教不会的同学。每当发现学生微小的进步，我
都会不失时机地给予表扬，有时作出惊呀的表情，有时有意
输给学生，在我的激发和鼓励下，学生对跳绳充满了兴趣，
不仅体育课上跳，回家跳，课间十分钟也在跳，学生只要一
见到我，就拿着跳绳跑到我跟前，让我数数，面对学生的进
步，我深感成功的快乐。体育教学方法层出不穷，有情景教
学法、愉快教学法、游戏竞赛法、动机迁移法、成功教学法、
创造思维法、兴趣教学法等，从而改变单一的传授式教学方
法，在教学实践中在灵活运用各种教法和学法，是新课改对
教师的基本要求。

双人跳小绳教学反思篇三

跳绳项目是孩子们成长运动中不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不管是
在学校还是在生活中经常看到孩子们在跳绳，跳的好与坏暂



且不说，就是这根小小的跳绳能带给孩子们无尽的快乐。值
得我们去探究，去完善跳绳的方法。

我校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展了以“跳绳”为主特色体育项目。
全校一到六年级班班有跳绳，每位学生至少掌握了两种以上
的跳绳方法。在课间、午间休息时，到处都能看到孩子们跳
绳的身影。看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容，是那么的幸福可爱，深
深地触动了我，今后的体育教学应怎样上跳绳课，是按教材
内容授课？还是不断的创新跳绳的新跳法？思前想后我决定
一定要深挖跳绳这项目。

今天刚好有一节高年级体育课，我尝试的去挖掘孩子本身的
创新潜能。课中学生们练习并脚跳、单脚跳、各种方式跳玩
不亦乐乎，课程过半发现有些学生开始兴趣不浓了，有的学
生在蹲下聊天，甚至有的学生拿起跳绳挥舞着玩起来了，我
一看这样不行，很容易出现伤害事故，还容易使学生对跳绳
失去兴趣。我看这情况机会来了，我马上集合队。做了学生
思想工。询问了为什么不跳了呢？孩子胆怯说太累了没意思。
还有的说跳来跳去就是哪几种跳法。我说大家想学习新的跳
法吗？学生异口同声说想，想学得自己去创新，两人一组用
一根跳绳合作创新。

新的跳法，自由结伴注意安全，开始练习。话音刚落学生们
活跃起来了，快速的找到伙伴开始练习，看到学习氛围有活
跃起来了，我想我的目的达到了，学生的想象力超出了我的
想象范围，不一会儿有的学生把握叫过去，老师，看我们两
个跳的怎么样，我说好啊，能不能让全班的学生欣赏你们新
的跳法？学生愉快的答应了，我立刻鸣笛把全班学生召集过
来，看他们表演，看完后很多学生说：老师我们也会几种新
的跳法，我说：你们敢不敢也展示下？“敢”一个一个来，
于是在我的鼓励下，好几种新的跳法出来了，铃声这时想起
来了，很多孩子还在喊“老师看完我们的在下课好吗？老师
下节课一定先让你们展示，看看下节课谁是我们班的创新大
王。



课后我反思了下，不是学生不爱玩，是我们扼杀了学生的想
象空间。是我们教育者没有尽到义务。今后教学中还要不到
的总结经验，不断的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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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跳小绳教学反思篇四

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对整个教学
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审视，才能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自
我监控的能力，才能不断丰富自我素养，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逐步完善教学艺术，以期实现教师的自我价值。做为一名年
轻的教师，更应该懂得这点。

玩是小学生的天性，小学体育课中如果没有“玩”，那么这
节体育课肯定不能吸引学生，不能体现“寓快乐于体育教学
之中”的教学目标。因此，我在课的一开始就设计了语言情
境导入，使学生一下就进入了上课角色。（但准备部分应该
设计活动游戏，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上课的热身准备
活动，我没有做好这一点。）在教学中，我应该改进教学思
想，无论是各种姿势的起跑技能，还是知识延伸，或是放松
身心我都应该做到全力以赴。我只设计了一种游戏，没有彻



底提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让学生始终在玩并没有彻底的收
获，获取更多的知识，进行创新实践，愉悦身心。从整节课
的情况来看，学生还是十分喜欢多种练习方式的游戏，（我
在最后又加了小组比赛形式的游戏），整节课几乎每个人都
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态度，乐于参加各种教学实践活动，
并敢于在活动中表现自我。

在新课标中怎么样上好体育课，我觉得并不是简单的玩或者
是做游戏。因此无论教师设计了怎样的课，其目的都是让学
生能在玩中有所收获，即玩中学。

本课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是让学生掌握跳绳方法，即掌握如何
才能跳的更多，有些同学能在实践练习中运用，达到了较好
的效果，许多平时体育不是太好的学生也轻意的理解技术动
作。这种教学方法要比教师直接讲解示范的效果要好，而且
在这种教学实践中，学生接受技术不是通过教师的直接传授
获取的，而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获得，较好的体现了新课
标的强调探究性学习的思想。我在课的结束部分设计的不好，
学生表现出来的创造力没有那么活跃。

以上是这节体育课上完后的一个教学心得，当然还存在着许
多不足之处，如课堂密度的掌控、学生掌握技术的反馈评价
的及时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双人跳小绳教学反思篇五

本课在教学设计上，教师播放《春天在哪里》歌曲，教师引
领学生做热身练习（伸展运动、扩胸运动、体侧运动、体转
运动、全身运动、整理运动）。接着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踩
蛇头》的短绳游戏。在教学中我是先利用无绳跳绳法对学生
进行教学，让学生跟着我的节奏进行跳短绳的动作练习。主
要是让学生熟悉跳跃、摇绳的练习，体验跳的节奏、高度和
摇绳时手臂地动作以及手脚的`配合。练习两到三组（50次/
组）后，让学生分开练习，让学生们充分体验到了跳绳的乐



趣，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又熟悉了绳子的性能，激
发了求学欲望。

在学习过程中，有个别学生出现双脚跳起过高，落地重，摇
绳时双臂紧张，手脚配合不协调等错误动作，针对这些现象
给予及时帮助纠正。通过辅助练习，这些学生基本掌握正确
的动作要领。采用循序渐进地学习办法，慢慢来提高学生跳
绳次数的提快速度，同时也达到良好的教学目标。

在课的结束部分，我布置了课后练习，加强学生身体协调性，
增强学生体质，以及为下次学习花样式跳绳打下扎实的基本。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在对个别协调性非常差的学生教学上有
些操之过急，有放弃心理，这点我需要改正。对待他们应该
要慢慢来，体育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好的，还是应该耐心
的从头再教过，或者利用别的方法教学，总会收到意想不到
的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