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术的教学反思与总结(优秀5篇)
总结不仅仅是总结成绩，更重要的是为了研究经验，发现做
好工作的规律，也可以找出工作失误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
是非常宝贵的，对工作有很好的借鉴与指导作用，在今后工
作中可以改进提高，趋利避害，避免失误。那么，我们该怎
么写总结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总结怎么写才比较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武术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一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和健身项目，不仅在我国有着广
泛的群众基础，也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欣赏和欢迎。武
术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项具
有民族风格的传统体育健身项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具有以攻防技击为内容，以套路和搏击为运动形式，注重内
外兼修等特点。从小学开始进行武术教学体现了传承我国优
秀文化遗产和民族体育的要求，也是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
义和武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它对于从小认识、学习、掌握祖
国的传统武术强健筋骨、锻炼意志，激发热爱祖国体育文化
的激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适应未来社会发展与身体，心
理和谐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在小学阶段开展武术教学，是
对这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
同时也受到学生们的普遍喜爱。特别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
点。它能够通过小游戏发展身体的柔韧性、灵活性、协调性，
培养学生美感和节奏感，提高动作的速度和连贯性，同时。
通过武术套路的演练能使学生了解武术的攻防含义，培养崇
尚武德的精神。使学生养成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的优良
品质，增强学生的武术兴趣。

我认为作为一名称职、合格的体育教师不应该使学生成为应
试教育的牺牲者，而应该让他们在小学阶段能接触到武术，
培养他们自觉锻炼身体的意识，使学生对体育锻炼产生由衷



地热爱，并掌握至少一项的健身手段和方法。《小学体育与
健康上学期《简单的武术套路》教学反思》这一教学反思，
来自网！

武术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二

武术对学生而言这两个字本身就充满好奇思想。每当我在课
前宣布本课学习内容是武术时，所有的学生都尖叫了起来，
个个兴奋的表演出自己以往看到过的动作，所有学生的注意
力都已放在了各自的表演上了，看到学生们的精神如此充沛，
想到自己在课堂上如何引导孩子学习武术动作，在授课中给
我带来了好的持教方向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困扰，因为基本
动作本是一项比较枯燥无味练习，如何为了能让学生的注意
力持久保持做了一些思考。课前把所要教的手型动作都一一
起了名字，在教手型时，我分别把三种手型拳、掌、勾比喻
成武术电影中所演的名称如流星拳、降龙十八掌和鹰爪来引
领学生的兴趣，之后以竞赛的形式把男女生个各分成四小组
来进行练习，看哪一组纪律好学得快动作做的又好，那一组
先做好那一组就先玩游戏，把学生的兴趣提高的同时，再有
序的进行巡视式的施教，在巡视中发现同学们做得很认真，
但还是有一些学生的动作做得不够规范，由于动作不好掌握，
也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手型的标准动作，我就把标准动作
的技巧告诉学生，让他们回家再根据技巧熟悉一下动作，并
让他们表演给他们的家长看，接下来我便以老鹰捉小鸡的游
戏，把学生从紧张的练习中引领到愉快的游戏中去，让他们
在愉快的游戏中结束了今天的课程。

武术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三

这节课与传统的教学相比，充分展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原则。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采用自主学习，
分组学习，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
来；游戏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游
戏中学，在游戏中思考，在游戏中提高；用多种情景模拟的



方式，让学生整堂课保持活跃状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但在课堂上，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由于学生武术学习基础
差，课时短，没有很好的武术基础，在快速的学习情况下，
只能学会如何串联武术基本功，不能良好的展现武术的精气
神。武术的精髓没有深入学生观念，这是败笔。我会在今后
的教学中，注意这一点。

整体上看目标达成度较高。而且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的理
念充分的体现出来了。这一点更是令我喜出望外。不足之处
就是这节课时间太短，教授内容较多，学生不能很好地学习
更深的东西，在此我应该在学生自主练习时，对学习快的同
学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让学生教学生，一传二，二传四，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武术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四

对初学者来说，首先应知道三种手型六种步行很重要。什么
是勾、掌、拳及弓步、马步等，先学会手形变换、步型和手
法变换等基本功，然后才能顺利学习套路。例如，简化少林
拳的教学，其动作表面看似简单，但实质上该套路具备了少
林拳的穿、蹦、跳、跃、方向变化等运动特点。其实教学时
应该先教学生五步拳，因为五步拳包括了武术的主要步型和
手法、动作少而简单、方向变化少，初学者易掌握，也有利
用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所以必须先教武术基本功以及相
关的组合动作练习。最后进行简化少林拳的完整教学。只有
对基本功有针对性地进行强化练习，才能清理在套路练习中的
“绊脚石”，学生也会轻而易举地掌握少林拳等武术套路。

武术教学首先用分解教学法，分解法是把一套完整的动作进
行分解形成一招一式，再完整连贯的教学。教师在做动作时
也可以先示范领做上肢动作，再领做下肢动作，然后再上下
肢连贯做。其次，学习武术套路前先学会基本功，如弓步变
马步，马步变弓步，推掌，勾拳，冲拳、大跃步前穿、击步



腾空飞脚等等这些动作学会了，再学套路时就更加容易掌握
动作。

武术的教学反思与总结篇五

这是一堂常态体育课，课的内容是武术基本手型与步法。本
课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灵活掌握运用已知的知识，并能在
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的学习品质。

在本节课开始，我就把本节课的内容告诉学生，学生一听到
武术，兴趣马上来了，左右嚷嚷，指手划脚的做着他们从电
视看来的各种各的样武术动作，看着他们的兴奋劲儿，真不
忍心打断他们，但我还是告诉学生：“我们不可能象电视里
的明星那样，我们学习的是最基本的武术动作，是为我们打
基础的啊……”学生很快进入了状态，听的异常认真，
把“拳”都握的相当标准，并能一次就指出拳心、拳眼、拳
背、拳面；虽然讲解练习期间，学生还是唧唧我我的说个不
听，但通过这样的同学间的交流，使学生能记得更牢，这也
是一大进步。对于手型这方面，学习比较容易，而脚上步法
练习，学生可不行了。

站成马步，六成的同学都会错，尽管我已经强调了好几遍，
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做着自己喜欢的马步姿势，在我
的“愤怒”与呵斥中，学生逐步改正了脚型。通过讲解与练
习，让学生了解武术上的基本动作，并进行自主练习，让学
生的主动性得到充分体现。通过学生自我互评的教学手段，
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评价能力，增强学生自我参与意识。
在课的最后，通过游戏石头、剪刀、布，让学生的身心在轻
松诙谐的气氛中，得到愉快的休息调整。

本课主题是武术，所以要让学生体会武术的精、气、神，能
够使学生举一反三，模仿出动作的形、神、意。通过课上学
生了解了武术的含义，懂得了练习方法，培养学生认真学习
的品质，配合教师完成学习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