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后教学反思总结
(优质5篇)

写总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要点写清楚，写明白，
实事求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写总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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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后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为了激发学生的活力，体验到体育锻炼的乐趣，针对八年级
学生的身心特点，由前滚翻开始，让学生轻松愉快得氛围中
热身。针对垫上运动的特点，还有意识地将鱼跃前滚翻一些
技术动作与垫子操相结合，为学生进入主教材的学习创造了
良好的基础。鱼跃前滚翻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教材，教师能
根据学生的实际，把动作的要领口诀化，以加深学生的领悟
和记忆；利用图解分析给学生观察与思考的空间，提示观察
点，指导学生如何观察与分析，发现和改正存在的问题；创
设问题的情境，针对教学的重点与难点，本课的教学特色采用
“三自”教学模式即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学生的实际，自
己选择练习的手段、练习的.难度、练习伙伴，学生自主的练
习，依据本课设计的评价标准，由学生对自己的技术水平、
运动能力、学习效果进行评价，通过评价反馈及时调整练习
手段、练习难度和评价标准。

自我设计提高鱼跃高度与远度的方法（如跃过重叠的垫子，
解决鱼跃的远度；跃过一定高度的垫子，解决鱼跃的高度；
跃过三个一定间隔和高度的垫子，解决鱼跃的高度与远度）
等；给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让学生利用现有的器材，发挥
小组的集体智慧，创设练习的方法，在提高动作质量的同时，
享受鱼跃给他们带来的乐趣。练习过程中倡导观察体验—探
究思维—合作互助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在主动体验、交流探
讨、相互指导、合作练习领悟和掌握动作要领，使学生的思
维与身体活动相结合。挖掘教材内在的因素，让学生体验运



动的乐趣，是实现学生自我提高的动力。教学中，我通过让
学生自我设计多种有效的练习方法与手段，让学生在不断挑
战中提高自我。在跑跳练习中，让学生通过交流、展示，认
识自我。我通过创设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的平台上进行尝试与体验、思维与活动、
自主与互动，实现能力的提升。

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后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1、体验与同伴参与体育游戏的快乐。

2、锻炼钻的运动技能。

3、能动作协调的钻过山洞。

1、音乐：蚂蚁去旅行；洗刷刷。

2、山洞（拱形门八个）、铃铛八个（系在拱形门正中），沙
包若干。

教师带领学生跟随音乐“洗刷刷”做热身运动。（重点活动
学生的腰部及腿部）

1、出示游戏道具，引起学生兴趣。小朋友，你们看！山洞的
上边安装了什么？（引导学生发现拱形门上挂有铃铛）教师：
这个铃铛就是报警器，钻山洞的时候，如果超高了，铃铛就
会响起来报警的。我们钻山洞的.时候，一定要弯下身子，不
要碰着报警器啊。

2、请个别学生示范钻的动作。

（1）请个别学生示范，其余学生仔细观察动作。

（2）教师讲解钻的动作要领：弯腰屈膝、低头，身体全部钻



过后再站起来。

3、教师介绍游戏玩法。“小河对面的果树林丰收了，请小朋
友去收果子好吗？但是，果树林里有一只正在睡懒觉的大灰
狼，我们在钻过桥洞的时候可要注意不能碰到上边的铃
铛！”规则：四组学生听指令出发，钻过山洞，不能碰到铃
铛，取完果子原路跑回。

4、游戏开始。学生分成四组参与比赛，钻过拱形门运完全
部“果子”后统计每组总数，数量最多者获胜！可组织3-4次
比赛。要求：学生钻山洞时，身体和手避免碰响铃铛吵醒大
灰狼。

1、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表扬，并鼓励其余学生加油努力。

2、学生与教师一起做放松练习，活动结束。

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后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我经过近一个月的教学实践，对于低年级踢毽子教学有了新
的深刻认识。

首先，低年级踢毽子教学拉绳踢环节可有可无，可以直接进
行标准的踢毽子动作练习。

我执教的二年级几个班，在一年级体育课上只上过几次拉绳
踢练习，当时只注重培养兴趣，没重视踢的质量。所以可以
说，二年级的.踢毽子练习是从零开始。

开始教学踢毽子内容时，我先进行拉绳踢练习。但是，我发
现学生兴趣不高，练习没有积极性。并且发现拉绳踢动作与
标准踢毽子动作相差很大。同本组老师商量后决定直接进行
不拉绳踢练习。



这个动作对二年级小学生来说很有难度。为了增强他们的练
习热情，我制定了许多奖励方法。如：能连续踢5个的，奖励
一张喜报；能连续踢10个的，再奖励一张喜报，另外还有一
份小奖品，还可以奖励玩新鲜的推铁环游戏等。

许多学生的积极性高涨起来。但一些学生练习一会儿就没了
兴趣。怎么办？于是我给学生规定一定的数量，如踢够100个
毽子，就可以玩小篮球游戏（小组长负责）。这一下，所有
学生就象是看到了希望，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喜欢玩篮球
的男孩子也有了兴趣。

孩子的能力真是无法想象。他们只练习了三节课，虽然是一
个一个的踢，但发现了省事的办法，能很快完成100个的任务。
可是这对练习标准的踢毽子动作却是无益的。于是我及时改
变对策，踢够100个，再到到老师面前连续踢2个，就可以玩
篮球了。

这招又很灵。这是一个跳一跳就可以轻松达到的目标，许多
学生很快就又达到了。

就这样一步步提高要求，经过近一个月的练习，多数孩子们
已经能够连续踢3―5个了。有的已经拿到了喜报，新的目标
在向他们遥遥招手。而他们也在练习中找到了踢毽子的乐趣。

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后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我在体育课《前滚翻》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关键的原因在
于低头团身。于是，我在教学设计时，安排了两个游
戏。“高人与矮人”的游戏，让学生体会团身要求。“胯下
猜拳”让学生体会低头。在这样的初步体验的基础上，我尝
试让学生滚翻以后能站起来。刚刚有些学生低头能滚翻过去，
但是由于团身不紧，无法很好的站起。我让学生做到“一蹲
二撑三团身”动作要领，在后来的练习中，自然而然的在滚
翻中团身，力求在滚翻过后能站起。超过一半的学生能在滚



翻后站起，还有部分学生就差一点点就成功，这时候，我又
引导学生双脚用力蹬地。我请两个学生展示比较，动作快的
学生很容易就滚翻过去，而动作慢的学生尽管滚翻过去了，
但是站起来很艰难。通过对比引导，超过90%的学生利用低头、
团身、蹬地等动作要领，出色的掌握前滚翻的技巧。

在这节课上，我觉得我有两个成功的地方。一是在技能教学
上，我采用发现问题——对比分析——改进方法——成功的
方法，学生对技能的掌握较出色。大部分学生通过体验，或
是观察老师、同学的示范，逐步掌握低头、团身、蹬地的要
领，最后掌握前滚翻的技术要领，出色完成动作。在技能指
导上，我充分强调要低头、团身、蹬地等要领，或通过动作
比较，或通过动作演示，使学生理解动作要领，突破重点，
克服难点，最后顺利掌握前滚翻技术。

二是学生在自主练习时，我给予学生明确的目标。比如一开
始有的学生团身紧，但是滚翻不过去，我就引导学生要低头。
通过前面的.准备活动“高人与矮人”“胯下猜拳”游戏，使
学生理解前滚翻中低头的重要性，强调在前滚翻时要先低头
才能滚翻过去。在学生滚翻过去后不能顺利站起时，又通过
分析比较，让学生理解要滚得快，双脚就要用力蹬地。在练
习时给予学生明确的目标，学生对于动作的掌握就更容易。

小学一年级体育课后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我觉得本节课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上的非常的开心，
课堂气氛很活跃，但是“活”而不乱，并且很好的完成了教
学目标，更令我感动的是，同学们下课时恋恋不舍得离开操
场！我想这一次课我基本做到了《新课程标准》所提倡
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教学理念。
所以通过这一次课我获得的宝贵的教学经验，课后我作了深
刻反思，把经总结如下：

1、创设情境，引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于是本课设置了“单脚跳接力”情境，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让学生学到感受到了比赛
的气息，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假如单纯练习跳远内容，
学生会觉得很枯燥，为了让学生既能掌握运动技能，又有兴
趣练习，就设计了“单脚跳接力”这一教学环节。通过接力
比赛，学生的积极性和注意力一下子提高了，把学生带入比
赛激情之中，使学生激发起集体荣誉感，这样，学生人人都
主动参与，自由的发掘课堂乐趣，创造气氛，触景生情，入
境动情，凭借进入情景的内心感受情绪愉快，自觉地去完成
学习任务。

2、赛中学，学中赛，赛中创。

让学生们自由地在草坪上练习比赛，不正是新课标里提出
的“改变枯燥的以‘竞技体育为目的的体育教学方式”，的
让学生们喜欢体育，更喜欢‘竞技体育把‘竞技体育作为展
示自己的舞台，让孩子们坦然面对挑战，竞争，远离胆怯自
卑的心理！这种改变，还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了学生，教师
只是他们的“伙伴”在“伙伴”的引导下，使学生玩出更多
的、更有锻炼价值的方法，在练习中进行自主探索，让学生
在相互合作、相互交流、相互竞争中学习，扩展学生的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除外，通过这种“赛中学，学中赛，
赛中创”的形式根据学生个体差异给予不同学生不同的鼓励
和表扬，这点也体现了新课标“关注个体差异”的原则，所
以很好的增强了每一个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了学生
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3、德育渗透，促进学生良好思想品德的形成。

在体育教学中应教育学生做人、求善、养德，培养学生优良
的品德。本课的思想教育贯穿于全课堂之中，“单脚跳接
力”的教学环节不仅培养了学生积极动脑，团结协作的良好
品质，而且教育学生良好的集体荣誉感。



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在每一次成功的课堂中总结出经验并
做好反思，在“反思”中乐，在“反思”中学，在“反思”
中练，在“反思”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