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体育课程教案营养与健康(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教案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范文，仅
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中体育课程教案营养与健康篇一

1.了解本节课的主题和内容。

2.掌握本节课所讲授的知识和技能。

3.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爱好。

4.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

二、教学内容

本节课的主题是“篮球”。教学内容包括篮球基本技术、篮
球规则、篮球比赛的基本要素等。

三、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教师的讲解和演示，让学生了解篮球的基本
技术和规则。

2.示范法：通过教师的示范和学生的`模仿，让学生掌握篮球
的基本技术。

3.练习法：通过练习和比赛，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四、教学步骤



1.导入环节

教师介绍本节课的主题和内容，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

2.讲授篮球基本技术

教师讲解篮球的基本技术，包括运球、传球、投篮等。

3.示范篮球基本技术

教师进行篮球基本技术的示范，让学生模仿练习。

4.练习篮球基本技术

学生进行篮球基本技术的练习，教师进行指导和辅导。

5.讲解篮球规则

教师讲解篮球比赛的规则，包括比赛时间、得分规则、犯规
规则等。

6.比赛

学生进行篮球比赛，巩固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7.总结

教师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让学生对所学知识和技能有
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五、教学评价

1.观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进行指导和辅导。

2.通过练习和比赛的形式，评价学生的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



3.通过学生的表现和反馈，评价本节课的教学效果。

六、教学反思

教师对本节课的教学效果进行反思，总结教学经验，为下一
节课的教学做好准备。

高中体育课程教案营养与健康篇二

根据高中学生思想较成熟，对运动技术的掌握能力增强，对
自身运动项目具有一定的选择性这一特点及体现“健康第
一”、发挥“双主”优势这一指导思想，较为灵活地安排该
节课，旨在创造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愉悦身心，曾强体质，
提高技术。

该节课是三级跳远单元的第一节课。教学目标是要求学生初
步掌握三级跳远的技术动作，体会出三级跳远的三步节奏。
三级跳远的技术对于高中生来说已不再是高难度的运动技术，
关键是学生愿不愿学和教师如何去引导其学的问题。解决了
上述问题，该目标就不难实现。另外三级跳远对下肢的爆发
力及人体的协调性和心理素质的要求较高，所以采取各种方
式的跳跃练习来增强体质、发展力量、提高跳跃能力、增强
协调性、锻炼意志品质、愉悦身心是这节课的又一重要目标。

1、通过“五官移位”这一趣味性的游戏，将学生注意力集中
到课堂，然后听着音乐根据个体差异选择做四肢、腰腹及牵
拉韧带的徒手操，这样会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克服以
往徒手操的整齐划一的教学模式，避免了单调、呆板的缺陷，
以调动学生的运动兴趣。通过竞赛的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跨
步跳和单足跳练习，在为主要内容作好准备的同时又调动了
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和积极性，同时还培养了学生争强好胜，
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

2、因该节课为三级跳远的第一节课，所以就将场地设在宽阔



的跑道上进行。由示范讲解、出示教学挂图开始，使学生对
三级跳远有个完事的初步认识。原地跳跃练习和4—6步行进
间跳跃练习，促使学生掌握三级跳远的基本技术，再通过跳
过实心球练习来掌握“三步”的节奏，最后进行完整的动作
练习。另外，期间要多注意学生的反馈信息，适时加以引导。

3、设置各种跳跃练习的场地，要求学生自由分组和选择运动
项目，发挥个人跳跃特长，提高特长项目的技术水平和终身
体育能力，提高下肢爆发力，增强协调性。通过自主组织些
跳跃游戏（斗鸡、跳绳等）来增强体质的锻炼和培养学生群
体意识及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达到愉悦身心，增进健
康的目的。

高中体育课程教案营养与健康篇三

本课以新课程标准为指导方针，坚持“健康第一”为指导思
想，以启发思维、观察体验、合作探究为主线，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学练结合为主旨，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
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通过对三级跳远技能的
学习，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
神，树立勇于战胜困难、挫折的信心和勇气，培养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意志品质。同时在练习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安
排不同强度的训练，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身心上得到发展。

这节课的授课对象为高一（2）班，该班学生身体素质整体一
般，男生好动，女生对体育运动的理解能力比较低。该节课
是三级跳远单元的第一节课，由于三级跳远对下肢的爆发力
及人体的协调性和心理素质的要求较高，所以采取各种方式
的跳跃练习来提高跳跃能力、增强协调性、锻炼其意志品质。
因此在教学设计中针对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在授课前利
用游戏的形式，有效的激发团队精神、合作精神，使学生在
参与活动中获得成功，体验成功的喜悦，正确引导学生的心
理倾向。



1、要求学生初步掌握三级跳远的技术动作，对三级跳远的完
整技术有初步的了解，能体会出三级跳远的动作节奏。

2、通过各种跳跃运动来培养学生的协调性，发展下肢力量及
爆发力。

3、培养学生勤守纪的自觉性及跳跃特长，提高运动锻炼的兴
趣。

教学重点：第一跳和第二跳的结合技术。

教学难点：积极的“刨地式着地”和第一、二跳结合技术。

教法：讲解法、分解法、示范法

讲解法：通过讲解三级跳远的各种类型、特点及三级跳远的
完整技术，对三级跳远有个初步认识。

分解法：通过对三级跳远的各个环节逐一分解，使学生对三
级跳远的各个环节有一定的了解，加深他们对三级跳远技术
结构的理解。

示范法：通过教师对三级跳远完整动作技术的示范，使学生
亲身目睹完整的三级跳远技术动作，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提高运动技能。

学法：

1、通过课前进行徒手操和专项练习以及游戏运动起到热身运
动，调动和激发学生的练习情趣，并逐渐导入新课，进入教
材。

2、强调教学过程以学生体验与实践为主，让学生带着问题学，
有针对性的练，以演示、激励、指导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进
行练习。



3、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安排不同强度的练习，使每一个学
生能够进行适合自己身体素质的训练，提高运动兴趣，激发
技能的提高。

4、在教师的带领下做自上而下的放松活动，力求生理和心理
彻底放松。

5、课后小结，对同学们的体会和练习进行讲评。

高中体育课程教案营养与健康篇四

弯道跑

1、学生能够基本掌握弯道跑的技术动作。

2、学生能积极主动参与练习，在练习中锻炼下肢力增强身体
素质的发展。

3、学生能在练习中学会合作、学会评价，体验运动的乐趣和
成功的愉悦。

4、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协协作的
集体主义精神；能在课堂内自觉、自律、自强，并不乏个性
的张扬。

重点：合理的倾斜角度，正确的摆臂动作，两脚的着地方法。

难点：控制重心，克服离心力，保持身体的平衡。

（1）开始阶段

热身运动,预防伤害事故。

（2）激发运动兴趣阶段



以游戏的方式把学生引领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从而为
学习主教材做好准备.

（3）掌握运动技能和提高阶段。

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在学是掌握弯道跑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自主实
践的能力,为学生的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4）结束调整阶段。

上述练习学生的身体负荷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强度指数身体机
能开始下降,通过放松练习,让学生在欢快中结束本课。

高中体育课程教案营养与健康篇五

1. 认知目标：使学生理解体育课安全的重要性。

2. 技能目标：使学生树立在安全的环境中参加体育锻炼。

3. 情感目标：学生乐意听讲，并能积极提问，课堂气氛活跃。

体育课要注意的事项

1、上体育课时，学生着装要适宜运动，要求穿运动衣、运动
鞋，不携带小刀、钥匙、别针等尖锐、硬质物品，不佩带徽
章、胸针等饰品。

2、进行运动前必须充分做好准备活动，以免在运动过程中造
成肌肉拉伤、扭伤、骨折等伤害。

3、学生必须遵守课堂纪律，听从教师的指导，学会正确的运
动技术，掌握自我保护的要领，不准离开教师自行开展有危
险的活动。要服从体育教师和体育委员的安排，根据规定的



教学练习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内进行练习和活动。严
禁学生在课堂上打闹，禁止学生在课堂上的不安全行为。凡
不按要求进行活动而造成自伤或他伤者，后果自负。

4、不到有危险的场地去活动，不用有危险的器材设施，不做
有危险的动作。

5、学生进行体育活动前，需认真检查体育设备，对已损坏或
不符合要求的.设备严禁使用，同时报体育老师。

6、在进行投掷项目练习时，学生要严格按教师发出的投掷和
拾拣器材信号进行练习。严禁相互对掷练习。无器材的学生
应远离投掷区，拣拾器材时，应持器材返回投掷区，禁止抛
掷回投掷区。

7、学生生病或者体质特异不能参加体育运动时，要主动报告
老师，同时不得参与跳远、跳绳、打篮球、足球、掷铅球或
田径赛跑等体育活动。

8、在进行体育活动过程中或中途休息期间，如有学生受伤或
感到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运动并马上报告老师。

9、全体同学都要发扬相互尊重、互助友爱、相互包容的风格，
严禁打架斗殴的事情发生。如果违反将严格按照学校的相关
规定进行处理。

10、讲究运动卫生，养成良好习惯。上课前后一小时不饮食，
不大量喝水;运动前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做好放松活动。剧
烈运动后，不要立即坐下休息，应积极整理、放松。 教学小
结：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要在体育课活动中注意自己
的行为，确保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安全，避免意外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