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脚内侧踢地滚球教学反思(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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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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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内侧踢地滚球教学反思篇一

《足球脚内侧踢地滚球》的整个准备过程及上课过程中，我
深深体会到体育课堂教学目标的制定，决定了课教的流程、
步骤、甚至是学习的效果。

从课的准备阶段，我根据初一新生的特点，特别是女生，几
乎都没有用脚去碰过足球，更不用说怎么去踢，因此，我根
据我们学校初一新生的学情，设计教学的环节，能够很好的
调动学生练习的积极行、降低练习的难度。这节课的目标、
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能够了解并掌握足球脚内
侧踢球的动作方法，培养他们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感受足
球的魅力。

在动作技能教学中，我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多多体验足球脚内
侧踢球的方法，并有所掌握。如果从完整的动作技能教学上
来说，这节课还要注意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如对传球是停球
方法，踢地滚球是重心的把握，踢球后动作的固定或保持，
踢球的教学运用耍猴或者几个人对传，我觉得都不是我这节
课要来解决的问题。学生连怎么用脚去踢这个球都不知道，
如何做到以上几个方面，第一节课的教学中不可能完成，因
此我安排了无球摆腿、踢固定球、两人对传、小组学练、传
放球接力等几个环节，让学生通过由易到难、由接触、到学
习、练习，到运用。通过几个环节的学习，初步掌握动作技
能动作方法。我深深体会到体育课堂教学目标的制定，决定



了课教的流程、步骤、甚至是学习学习的效果。

在教学中，我有几点做的不够好。1、教学中，学生练习时，
我在安排小组练习中，分组过少，不利于学生多次进行练习。
2、在两个人对练中，安排的练习比较单调，应该从练习时停
球的形式、两人距离上进行变化，将会给学生更多的发展空
间，提高课堂的练习效果。

这节课我处理的比较好的几个方面。1、教学场地的安排，能
够充分利用两个同心圆，解决了讲解、示范、练习时队伍的
安排及调动。2、教学个环节安排得当，有利学生很平稳的掌
握动作方法。3、充分利用音乐，设置场景，提高学习练习的
积极性。

这次教学，我在课堂教学安排上，考虑到教学中很多细节问
题，比如，场地如何安排，器材放那里，圆究竟画多大合适，
我的讲解示范如何做到精讲易懂，每次排课都发现很多的问
题，并用心去解决。课无法是完美的，但是重要的是通过上
课、反思、去发现课中我处理不好的地方，加以改进，提高
自己的思想认识，从而提高个人的教学能力，同时在上、听、
评课的过程，也是我与科组老师在一起共同进步。

脚内侧踢地滚球教学反思篇二

通过本次活动的各项锻炼，让我对如何提高课堂实效性有了
更进一步的认识与感悟，同时也促动我及时的反思与总结，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自身能更快的成长，更好的进步，下
面就这节课反思如下：

《脚内侧踢球》一课选自水平三，其作用是，增强学生的体
能，改善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
达到了解简单的足球常识；掌握脚内侧球，熟悉球性的目的；
运用足球做多种练习（游戏），在游戏中体验集体运动的乐
趣；增强学生热爱足球和主动参与足球运动的意识，让他们



把足球作为强身健体的一种手段。

1、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良好的情景创设犹如抛砖引玉，使学生上课伊始就兴趣盎然，
让他们沉浸在愉悦的气氛中，可以大大的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所以，我以一个纸足球、一只足球鞋，贯穿整节课，使整节
课都围绕纸足球这一内容，进行练习与游戏。调动起了学生
的积极性，从而激发了兴趣。

2、重视过程，巩固兴趣

准备部分慢跑足球热身操、既起到热身的做用同时也起到了
巩固与复习的作用；介绍新朋友使学生在短时间内的得到了
充分的热身，也为下一节教学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基本部分，原地无球模仿（辅助练习）-有球原地（两人）-
两人移动传球（男生加动作）激发了学生想要尝试与探究的
热情，分组练习，两人互相纠错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进
行了男、女生分组教学，男生加大难度，分组分层教学。由
于女生生理条件的影响，运动量较大、竞争较为激烈的运动
项目，大部分女生不愿或不敢参加，所以由我设计了脚内侧
射门练习，脚内侧踢保龄球等项目，使全体女生的积极性都
被调动了起来，从而得到了锻炼，体验了快乐。掌握技术好
的男生用脚内侧踢球小场地比赛。

3、精心总结，提高兴趣

结束部分的目的是将学生迅速地组织起来，使学生更好地由
紧张的运动状态过渡到安静状态，进而轻松愉快地结束一堂
课的学习；同时还是教师总结讲评，渗透德育的良好时机。
本课的结束部分采用放松自我按摩与他人按摩，切西瓜等游
戏方式放松。最后引出纸足球的开发与利用。（一物多用，
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



本课达到了教学目标，初步了解了足球常识，递进式的教学
模式：原地无球模仿（辅助练习）-有球原地（两人）-两人
移动传球（男生加动作）使全体学生掌握了脚内侧足球；通
过游戏练习使学生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也浓厚了，练习、
游戏完成都较好；实行了分组、分层教学，全体女生参与游
戏，并且近距离接触足球，做到“人人有事干”。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在课堂上要关注每一名学生，而我在这
方面做的还不够好，在学生练习的时候指导还有漏洞，这就
需要在日后的备课中多加注意做好课前预设。

再就是在进行脚内侧踢保龄球的时候女生由于力量小纸球轻
效果不是很好，我没有及时发现，我想这是课堂生成问题，
这就需要老师的应变能力。老师的应变能力哪里来，这是要
靠平时的积累和学习得来的。

最后希望自己能够在经验教训中积累和沉淀，在教学中迅速
成长，能够获得长足进步！为推动小学体育教学的发展献出
一份力量。

脚内侧踢地滚球教学反思篇三

本节课在教师的引导下进入主题，通过行进间徒手操充分活
动身体各关节为主教材打下基础，预防运动损伤，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

脚内侧踢球是足球技术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一种动作方法，
根据学生的特点，我采用模仿练习，先是无球的模仿练习，
接着是有球的练习。体会摆动腿以髋关节为轴，大腿带动小
腿的摆动方法。

但是有些学生对动作的完整概念往往不能理解，这就导致不
同错误的发生。如：踢球腿的膝盖和脚尖外转不够，踝关节
放松，脚尖没有翘起；身体不会协调用力；脚型控制不好等



等，鉴于这些错误的发生。我让学生两人一组，一人用脚踩
球，另一人做原地或上一步的踢球练习。

并且踢球力量不要过猛，主要体会支撑脚的站位和摆动腿的
摆动动作。采用这些方法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对
学生的要求，不应过急，练习应循序渐进，打牢基本功，才
会取得技术方面的更加进步。通过师生展示提高学生对自己、
对他人评价的能力，让学生感知获得进步的喜悦，调整与改
进学习活动。虽然比较好地完成了教学目标，但也存在着一
些不足，基本部分有些同学活动不积极，在传接球练习时，
个别学生有散漫现象，不过后来的迎面传球接力和抢圈游戏
中，解决了这些不足；再就是教学场地过大，在练习中因捡
球浪费时间。

因此在以后教学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学生的个体差
异、合理设置教学场地等，不断变换教学方法来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脚内侧踢地滚球教学反思篇四

足球是少年儿童非常喜欢的体育活动。足球运动能全面发展
人的身体素质，增强人的体质，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抓住
足球运动的特点开展教学，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本节课的准备部分为慢跑结合变向跑，热身操，起到热身的
做用，为本节课教学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基本部分，教
师的讲解，有球原地练习(两人一人踩球一人踢)，两人相互
传球，促使学生有一个动作概念;脚内侧射门练习，移动中传
球等项目，使学生得到提高，体验了快乐。

本课达到了教学目标，初步了解了足球脚内侧踢球，递进式
的教学模式使全体学生初步掌握了脚内侧足球，通过多种练
习方法促使学生积极性提高，学习兴趣也浓厚，实行了分组、
分层教学，做到“人人有事干”。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在课堂上要关注每一名学生，而我在这
方面做的还不够好，在学生练习的时候度可以关注到学生，
但有个别学生的错误动作还不能及时的指导，这就需要在日
后的备课中多加注意做好课前预设。另外，值得我注意的是，
学生具有个体差异性，不能按照统一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而
是应该以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去要求他们，制定符合学生
发展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这样才能因材施教，得到最好
的教学效果。

最后希望自己能够在不断实践中中积累和沉淀，在教学中迅
速成长，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为推动校园足球的发展尽一
份自己的力量。

脚内侧踢地滚球教学反思篇五

本节课我在课前就让学生观看了“脚内侧踢球”技术视频，
并让他们进行了讨论与自我感悟练习。教学时我通过对“脚
内侧踢球”技术视频问题的提出，让他们在动脑思考的氛围
里，自然地融入到学习氛围之中。并利用足球热身操，激发
他们对“脚内侧踢球”的兴趣。

在老师恰如其分的引领下，“无球练习”、“有球练习”逐
步让学生掌握“脚内侧踢球”部位与技术要领。在练习中还
采取不同方式与不同要求的变换让不同程度的学生得到不同
的发展。在“脚内侧踢球踢准”游戏中，随着距离的远近及
准确性的不断提高，让他们充分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在学生能较好地掌握“脚内侧踢球”技术后，我还引导学生
进行“脚内侧踢球”自我或小组合作创编游戏的设计，大胆
的开发、尝试、探索，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

通过本节课我还深深的感知到，作为一名非体育专业出身的
体育教师，或者说作为一名体育专业出身但非自身专业的体
育教师在进行体育“技术“教学中，必须吃透教材，利用一



切可利用的资源准确把握技术要领，并将其行之有效的传授
给学生。

另外，“技术”教学中的“技术检验”也很重要，一节课上
得怎样就是看学生“成果”。而“技术”层面如何“检验”，
就要看我们体育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与把握了。根据不同“技
术”的要求，采取诸如比赛、游戏、问卷等方式加以正
确“检验”，为后阶段的学习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