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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是在一段时间内对学习和工作生活等表现加以总结和概
括的一种书面材料，它可以促使我们思考，我想我们需要写
一份总结了吧。那关于总结格式是怎样的呢？而个人总结又
该怎么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
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年级体育支撑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刚入学的小学生天真活泼，具有好动的天性。他们对体育活
动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们把体育看成“玩”，只要能活动就
感到满心欢喜，表现兴趣盎然，不知疲倦，但整个学习阶段
兴趣不够稳定，对呆板单调的活动容易产生厌倦情绪。

在复习《希望风帆》1—3节后，我就发现学生对广播操的复
习失去新鲜感和好奇心，于是产生厌学情绪，即使做了，也
是马虎了事，心不在焉，情绪低落，动作有气无力，应付课
的任务。因此，我告诉学生新的广播操不但使身体柔和优美，
还使身体结实健美。而且每复习一节，我就鼓励学生：看谁
做得好，做得好的同学就请他来当大家的小老师，在队伍前
面带领大家做；或者看到学生情绪低落时，就与学生一起喊
口令，看谁的声音最响亮。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就大大地
提高了。

我体会到：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下的体育教学中，依据学生的
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创设出有助于
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的“情境”非常重要。它能让学生
通过观察、操作、模仿、交流等活动获得基础知识和技能，
它能进一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增强学生学好体育的乐趣和



自信。

一年级体育支撑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游戏比赛在小学体育教材中占有相当的份量，通过游戏教学
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团结合作、热爱集体和
遵纪守法等优良品质。而这些优良品质正是一个人健康心态
的集中体现。游戏深受学生的喜爱，也为教师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提供了良机。

如：在本节课“障碍赛跑”游戏比赛中一些个性较强的.学生
因不服输而与对方发生争执，甚至“动武”；也有失利组的
学生互相埋怨，导致受指责的学生产生怯场心理而退出比赛。
这样一来，不仅影响了游戏教学的正常进行，而且还伤了同
学之间的和气。

这时，教师就要抓住这一契机，耐心地教导学生特别是有偏
激倾向的学生认识游戏比赛的意义，正确看待比赛的成败，
批评有碍团结的不良倾向。

一年级体育支撑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对于教学我还在摸索和学习的阶段，低年级的教学工作，无
论是哪个科目，我觉得首先认识到小学生们对于什么事物都
比较好奇，模仿能力强，好动，但是注意力很容易分散，学
习持续时间不长。如何在有效时间里教会学生们良好的课堂
常规，在体育游戏里找到乐趣，应该是我要追求的目标。

一、二年级大部分是6—8岁左右的孩子，很多生活习惯与学
习习惯都处于启蒙阶段，需要老师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认为
老师在这群可爱的孩子面前需要更多地耐心与爱心，在与他
们打成一片的同时，更需要树立自己严格的教师形象。欲速
则不达！从常规和排队抓起，教会孩子们记住自己上课的队
形，然后才能慢慢教孩子们学习立定跳远，学习武术操，学



习短跑，学习其他内容。教会孩子们走，他们才会慢慢学跑，
走都没有学会，就去学跑，确实是难为他们了，这就需要老
师把握好主体方向。

有些班级队伍总是站不好，安静不下来，特别在室外就象放
飞的鸟儿。老师上课发脾气，对于孩子们来说也许只能镇住
几分钟，一会他们又忘记了，玩得忘乎所以。实践教学更需
要的是经验和方法，一个老师的人格魅力并不是在于这个老
师多么严厉，有多高的学历，关键在于如何教书育人，如何
传授知识，能够寓教于乐，让学生轻轻松松学到知识。平时
我试着去接触和了解孩子们，试着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希望
可以更利于自己的教学。

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因为学生的天真可爱自己也感到
很开心，但是当学生不听口令，玩的忘乎所以的时候也会很
失落，从中会思考应该采取怎样的教学方法，选取怎样的游
戏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更多的首先还是需要训练
好他们的课堂常规，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有了良好的课堂
纪律才能更好地展开体育活动。

总的来说，在任何教学中，我认为就是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
对学生要有爱心更要有耐心！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学习，
取得更大的进步。

一年级体育支撑课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教学内容：

1、跳短绳

2、踩绳

3、抓尾巴



教学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跳短绳和踩绳的基本技术。

2、发展臂力和协调性等身体素质，促进上肢肌肉的发展，锻
炼关节韧带；

3、培养勇敢顽强，团结互助，克服困难的集体主义精神。

教学重点：学习跳短绳和踩绳的动作要领；

教学难点：甩绳子的.方法以及跳绳时双脚起跳并脚；

教学反思：跳绳对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由于学生的身体协调
能力，以及掌握跳绳的能力稍差，所以在教学生跳绳时，我
注意学生以上的特点，一步步慢慢的进行教学，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还是出现了问题，就是手耍的节奏和脚协调不起来，
所以有些学生就抱怨说自己跳不起来，准备放弃，后来我就
一个个动作进行分解示范，让学生做小老师去教不会的学生，
这样学生稍微有些进步，因为老师不可能照顾到每个学生。
踩绳子和抓尾巴，由于以前曾经接触过，所以做起来很轻松，
学生也玩的开心，从烦躁的跳绳当中解脱出来。

一年级体育支撑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动作示范是体育教学中最常用的一种直观教学法。体育教学
中正确的动作示范，不仅可以使学生获得必要的直接感受，
以提高掌握动作要领的效率，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有利于形成正确的动力定型。可见，
教师的示范对于取得优良的教学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目的的示范可以使学生在头脑中建立起正确的动作概念。
教师示范的目的，是要使学生通过对教师形体动作的观察，
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记忆表象，并使之“内化’，经过思维



的加工，建立起正确的动作概念。因此，教师的每次示范都
应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示范什么，怎样示范等都要
根据教学任务，教学步骤，以及学生可能接受的具体情况而
定。例如教授新教材时，为了使学生建立完整的动作概念，
一般可先做一次完整的示范，让学生先观察，了解整个动作
的形象，结构和过程，然后结合教学要求，把动作分解，用
慢速或常速做重点示范。

这样，完整的示范就为重点示范作了必要的铺垫，并使重点
示范的动作更加鲜明、突出，以帮助学生较快地理解教师讲
授的内容，达到预定的教学目的。

所以说正确的示范动作可以造成学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心理，
引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对某种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欲求倾向，
并力求积极参与该事物的心理特点并由此而产生学习体育技
术动作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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