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体育教案(优秀8篇)
高三教案是教师为了指导高三学生的学习，制定的一种教学
计划和工作安排。科技课程：《电子科技应用》教案。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一

体育课是体育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主要使学生掌握体育与
保健基础知识，基本技术、技能，实现学生思想品德教育，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学生体育课的安
全教育教案吧!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为确保体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预防在体育课上出现人身
伤害事故，特制定本预案。

　

在体育课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出现意外事故，启用本预案。

组 长：学校校长

副组长：副校长(分管安全)、副校长(分管教学)、体育教研
组长

成 员：体育教师、各年级组长、各班班主任

　

1、在每一学期开学的第一节课即室内课上，应对学生进行体
育活动方面的安全教育，阐明各项体育活动中所存在的危险
性和相应的防范措施，并对所教班级的所有学生进行体质健



康调查，对于有严重疾病而不能参加剧烈活动的学生进行登
记，并确保其不参加剧烈的体育竞赛活动。

2、体育教师要严格按照“学生体育课课堂常规”的要求，认
真细致地向学生讲清各种注意事项。同时，严格按照要求上
课，杜绝上体育课的随意性，严禁上课脱岗。

3、在实践课当中，必须充分做好准备活动后实施新的活动项
目，并教育学生严格遵守体育课课堂纪律，严格按教师所要
求的练习方法进行练习活动。在教授体操、球类等有器械性
活动时，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制定相关的保护帮助和安全防
范措施，并提前对场地、器材的`安全进行检查。避免教学事
故的发生，安全要求和防范措施应按要求在预案中体现出来。

4、体育课堂教学中，要加强学生课堂行为规范，教师要观察
学生的动态，了解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组织教学要得当，
内容合适，练习强度科学合理，按规定学生体操、长跑等课
程项目必须事先做好防护工作。。

5、高温时段学生体育课因地制宜，或安排到室内，以防学生
中暑。

　

　

1、体操课：学生在运用单杠时抓不稳，容易从上面掉下来。
联系双杠时，上肢支撑不稳，容易摔杠。

2、球类课：可能场地不平，学生活动不够，易出现摔倒或扭
伤现象。

3、田径类：实心球等投掷项目，投掷时可能损伤其他人，跳
跃、跑步时易损伤关节。



1、坚持实施落实体育教师岗位职责，学校安全小组定期检查。

2、体育教师备课教案中必须体现出不同的项目活动中的安全
防范措施。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

3、体育教师必须学会体育课中出现的可能性安全防范技能。

4、对技术方面的要求一定让学生弄清、弄懂，掌握要领。

5、球类：场地平整好，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

6、对周围人员进行隔离，选择较软的场地，充分活动好学生
的各个关节。

体育课中如果出现上述风险，应采取如下措施：

1、体操类：一旦学生从器械上摔下来，就具体情况进行救护，
关节扭伤时，教师就扭伤情况给学生推拿救护，情况严重者
可迅速送医院治疗。如果学生失去知觉，赶紧掐人中穴位，
使其苏醒，结合情况赶紧送医院进行抢救。

2、球类：发现学生摔伤或扭伤，情况不严重者，体育教师自
己可对学生进行冷敷、加压包扎，或送医院进行处理，情况
比较严重者就立即送医院进行救治。

3、田径类：教学中一旦发生有器械碰撞人的现象，就立即就
所碰撞的人进行检查，情况严重的立即送往医院进行全方位
的检查。

4、教学过程中若出现上述突发事件必须及时通知班主任和家
长，并第一时间报学校安全领导小组。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二

本课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围绕《新课标》三维总目
标的要求，力求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发展学生的多种活动能力。在教学中我们既要发挥教师的主
导地位，又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始终以学生的发展为中
心。以求使学生了解上体育课的方法，为今后上好体育课打
下基础。同时养成团结协作的习惯，并发展其力量、灵敏和
协调性素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体育游戏这一体育教
育的好途径，通过游戏规则要求，教师言语激励，评价反馈
等，培养学生团结协作，公平竞争，实事求是，顽强拼搏的
优良品质和优秀的体育道德作风，在锻炼身体的同时，潜移
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体现体育的教育性原则。

四年级的学生处于水平二阶段，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
他们普遍存在已经懂得学习和锻炼的态度与行为，但对课堂
常规未养成良好习惯的现象。他们一般具有依赖性强、模仿
力强、好奇心强且自我约束能力差、精神不易集中的年龄特
征，对于相对直观、易模仿的体育课兴趣较高。

认知：使学生了解上体育课的方法，为今后上好体育课打下
基础。

技能：使学生身体在灵敏、力量、柔韧、协调等方面得到全
面的发展；

情感：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合作意识

1、体育课常规习惯的养成

2、保护与自我保护的方法

根据教材的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本节课我采用语言诱导
法、



讲解示范法、分组练习法和游戏比赛法来组织教学。

这节课因为学生活泼好动，好奇心强，兴趣和爱好非常广泛，
注意力不集中，又对单调持久的动作容易感到疫劳和厌倦，
为了能把这节课上的更好，我运用了电教手段，音乐进课堂，
下面我通过三个部分来加以说明这节课的内容。

2、基本部分：良好的体育课常规习惯的养成是本课的重点。
在教学过程中我采取了讲解和游戏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新课
的教学。这样可以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达到突破本课的教
学重点和难点的目的。本部分分为一注意安全；二服从老师
的指挥，认真观察老师的示范动作；三做好保护与帮助和素
质练习等几个方面。

3、结束部分：学生边放松边听讲解，在轻松愉快的情绪中结
束本课。

多媒体设备、录音机。

本课的平均心律：80——100%

练习密度：30——35%

一、注意安全（详）

（1）衣服口袋里禁止装钥匙、小刀等坚硬、尖锐锋利的物品。

（2）不要佩戴各种金属的或玻璃的装饰物。包括发卡、项链、
手镯等。

（3）患有近视眼的同学，如果不戴眼镜可以上体育课，就尽
量不要戴眼镜。如果必须戴眼镜，做动作时一定要小心谨慎。

（4）衣服要宽松合体透气吸汗，最好不穿钮扣多、拉锁多或
者有金属饰物的服装。有条件的应该穿运动服。不要穿凉鞋、



拖鞋或皮鞋，应当穿球鞋或布鞋。

（5）上课的穿着要合体。合身的服装才能便于运动，拖拖挂
挂运动受影响。

（6）体育课上要严肃纪律性，教学活动紧然有序，教学活动
无序存在安全隐患。

（7）跑步时严禁互相推、拉、拌、追逐、打闹，跑步中如果
有事情需要停下，应逐渐减慢速度，并在场地旁边停下。

（8）未经允许不得随意移动老师布置过的场地、器材和校园
内的各种体育设施。

（9）只能在空旷地区活动，严禁在花坛、台阶、楼梯等不适
合运动的地方运动和游戏。

（10）体育课中严禁故意推拉他人和作各种危险动作。体育
课自由练习时必须在教师指定场地下练习，不得进入其他场
地。

二、服从老师的指挥，认真观察老师的示范动作（略）

三、做好保护与帮助（详）

随着我们年级的增长，我们学习的体育运动技术动作将存在
着一定的难度和危险性，因此自我保护非常重要。

自我保护是练习者自己由于意外原因或在动作失败时，独立
运用自我保护和自我解救动作摆脱危险。常用屈臂、团身、
空翻、下蹲等方法进行自我保护。自我保护是自身采用缓冲
技术避免伤害，是练习中常用而有效的保护方法。练习者应
根据失误时身体所处的状态果断地作出反应。其要点是：防
止头、颈直接冲击地面；避免直臂后撑；应该颈肌紧张、头



内扣、屏气、顺势做滚动。如：从高处跳下落地时必须双腿
屈膝并拢。前脚掌着地；当重心不稳快摔倒时，立刻低头，
屈肘团身，以肩背着地顺势翻滚，切忌直臂撑地，以防手腕
或前臂骨折、肩和肘关节脱位等损伤。

体育课是我们进行体育锻炼、学习体育知识的主要方式。但
是，如果说上体育课时不注意自我保护，忽视安全，就很容
易出现运动伤害。轻微的如擦伤、拉伤，扭伤等，严重的会
造成骨折、脑震荡，甚至还会造成终身残疾以及死亡。因此，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掌握自我保护、预防事故的方法，对我
们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三

1、二年级学生心理水平还停留在不随意性和具体形象阶段；
心理活动的随意性和目的性虽有所发展，但仍以不随意性为
主。

2、二年级学生参加集体活动时的集体意识比较模糊，还不能
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集体的关系；意识到班级是一个集体，
意识到班级的荣誉。

3、二年级学生还不具备自我评价能力，对活动的成功与失败
不会放到心上，但喜欢听表扬的话，对批评的话语不放在心
理，一会就恢复到原始状态。

二、教学目标：

1、进一步了解上体育课和锻炼身体的好处，

2、知道一些保护身体健康的简单常识和方法。

3、进一步学会一些队形队列基本运动、游戏、健美操的方法，
发展身体素质和基本活动能力。



4、体验参加体育活动的乐趣，

5、遵守纪律，与同学团结合作。

三、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

结合教学常规，进行队列队形教学。二年级的体育教学重点
侧重于趣味游戏游戏、健美操、短跑、投掷、跳远等项目，
因此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进行这些方面的练习。

（2）教学难点

二年级的学生理解老师要求相对较慢，在进行一些协调性方
面的练习时，学生可能不容易接受。

四、教学措施

1、认真备课，创设课堂情境，提高课堂趣味。

2、抓好课堂常规，多给予学生表扬、鼓励。

3、多培养体育骨干和学生组织能力，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

4、采用直观教学方法，精讲多练，搞好自主、综合、拓展研
究。

5、教师处处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五、教学进度

第1-2周课堂常规

第3-10周健美操一、二级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四

学习目标：

基本掌握侧向投掷动作的要领；能做背后过肩、自然挥臂、
侧向投远的动作；能敢于发表意见，善于帮助别人。

学习内容：

掷轻物

学习时间：

第十八周

学习步骤：

一、统一规章、身体力行

教师活动：

1、集合队伍，组织学生进行基本队列练习，重点练习：走成
圆。

2、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

3、组织学生进行协调性小游戏活动：“抓耳抓鼻子”，讲解
游戏方法及规则，并示范动作。

4、教师与学生一起游戏。

学生活动：

1、乐于反复练习，动作规范到位，练习时思想集中。走成圆
练习中，能按老师的要求去完成。



2、及时纠正错误，认真进行练习。

3、仔细观察老师的动作，积极参与模仿，按照游戏方法及规
则，有序开展游戏活动，能快速做出反应。

4、积极参与活动，主动交流，相互合作。

组织：四列横队走成圈散点

二、积极参与、认真完成

教师活动：

1、引导学生利用沙包创编游戏，教师巡视指导。沙包游戏：
抛接沙包、连续踢沙包、喊数接沙包等等。

2、分成八组开展创编游戏活动，巡视时注意各组学生的活动
安全性，积极引导学生创编有意义的游戏。

3、及时总结点评学生的活动情况，并提出要求。

4、邀请小组上台展示创编游戏，及时评价学生的表现。

5、组织学生复习投掷徒手动作，教师先讲解示范，再邀请学
生示范动作，并提出要求。

6、组织学生徒手做投掷动作，教师巡视指导。

7、及时评价学生的练习情况，并提出要求。

8、邀请学生进行动作交流展示，引导学生相互观察、相互学
习交流，对学生的展示及时鼓励表扬。

9、组织学生持沙包侧向投掷动作模仿练习，注意动作的连贯
性。



10、组织学生侧向投掷沙包练习，分成四组进行，听统一信
号进行投掷练习。

11、邀请较好的学生展示投掷沙包动作，引导学生积极观察
动作，及时评价学生的表现，并提出练习要求。

12、组织学生反复练习投掷沙包。

学生活动：

1、积极投入到活动中去，发挥自己的想象，相互合作，科学
合理地开展游戏活动。

2、小组内先讨论游戏方法，再开展活动，注意安全。

3、对照自己的情况，纠正错误。

4、积极参与展示活动，能把自己小组内的游戏充分地展现给
大家看，组与组之间相互学习交流。

5、仔细观察老师的动作，注意脚的站立方式及手部动作。

6、侧向站立，左手伸向前上方，右手肩上屈臂，用力蹬地挥
臂。

7、积极改进自己的不足，努力向目标迈进。

8、能大胆的展示自己，把自己自信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积
极参与交流展示活动，相互交流学习。

9、乐于反复持沙包徒手练习，在练习时能相互帮助，有序开
展。

10、原地做好准备投掷的动作，听统一的哨声投掷，在统一
要求下捡沙包，捡沙包后快速排好队伍。



11、积极参与投掷沙包动作展示活动，把正确地动作展现出
来，能判断出动作的对与错。

12、乐于反复练习，认真对待每一次练习。

组织：体操队形站立

三、活跃身心，快乐比赛

教师活动：

1、组织学生进行“运沙包接力”比赛，请学生示范，输的小
组进行原地蹲跳练习。

2、组织学生进行尝试性练习一次。

3、及时评价学生的练习情况，并提出要求。

4、组织学生进行比赛。

5、及时鼓励表扬各组的表现。

学生活动：

1、掌握游戏方法及要求。

2、尝试体会游戏的乐趣。

3、对照自己的不足之处，及时纠正。

4、遵守游戏规则，积极完成任务。

组织：四路纵队

四、快乐放松，总结评价



教师活动：

1、带领学生做柔韧放松练习。

2、评价整节课，及时解决课中问题并提出要求。

3、宣布下课。

学生活动：

1、积极投入到放松活动中。

2、相互交流评价。

3、师生再见。

组织：四列横队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五

所在班级情况，学生特点分析：本班有学生32名，其中女
生18名。优秀学生占30%，合格学生占60%，后进生占10%，学
生有课前预习得习惯，学习自觉性较好。

运动参与：通过让学生主动参与运动动作的学习，培养他们
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态度。

运动技能：在游戏找了个进行各种移动，跳跃的练习，说出
不同方式跳跃的术语，使100％的学生掌握基本跳跃的方
法，80％的同学掌握不同方式的跳跃方法。

身体健康：发展学生身体的协调能力及跳跃能力。

心理健康：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精神。使学生体会到
体育的乐趣。树立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社会适应：培养学生独立和他人合作完成活动的意识。

：先摆臂，后蹬地

双脚用力蹬地迅速向前上方跳出

双脚落地，落地时脚尖先落地，同时两腿自然屈膝，维持平
衡。

一、准备部分

1、课堂常规

a、体委集合整队，清点报告人数

b、师生问好，宣布本课的教学任务

组织图形

xxxx要求：快静齐

xxxx声音洪亮、精神饱满

2、准备活动

按图形跑成“龙”的队形，（教师将画好的图形展示给学生，
找出领头人带队跑出队形）

图形分别为：四边形、螺旋形、s形、t形

要求：

a、学生手持藤圈放在头顶上，跑出队形，队伍整齐，步伐一
致



b、“相反口令”小游戏

要求：动作迅速，学生邀请听课的老师一起进行游戏。

二、基本部分

1、游戏“梅花桩”

在教师的引导下，利用“梅花桩”这个游戏，让学生自主学
习，体验双脚蹬地向前跳动作技术要领，获得运动技能。

2、“青蛙过河”

学生利用藤圈想象出不同的跳法

a、教师引导

跨步加双脚跳，先单脚再双脚跳，单脚或双脚跳

b、学生尝试练习，教师指导。

3、袋鼠接力

组织学生用已掌握的基本跳跃方法进行一场接力比赛，然学
生在竞争中进一步巩固技术要领。通过比赛，对优胜组进行
激励性评价。

三、结束部分

1、教师让分成的两个小组的学生分别利用小组的藤圈摆出图
形，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冲分发挥学生的想像力，由学生自
编自创出不同的图形或字（奥运图形、花环图形等）

2、教师总结本课，冲分表演肯定学生的能力，以笑脸结束本



课。

3、师生再见，收还器材。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六

1、玩陀螺

2、游戏：抽陀螺比赛

1、在玩中学生了解陀螺发展的历史和传统的玩法；

2、玩中锻炼学生身体，培养学生的动脑思考、动手操作的能
力。

陀螺，鞭子若干

1、抽陀螺是一种民间传统游戏，俗称“抽汉奸”，“抽贱骨
头”，它的历史久远，据《帝京景物略》一书记载，此游戏
从明代就已经流行，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距今红
五六千年）中曾出土陶制小陀螺。

2、认识陀螺的构造特点、种类。

传统陀螺是一漏斗样的上圆下尖的一个锥形体，种类很多，
有陶制、木制、竹制、石制多种。常见的是木制的，在尖头
上安有一个小钢珠。

3、学生玩陀螺

组织：散点站立

教法：生自由玩，师指导。

要求：散开进行，注意安全。



1、你都是怎么玩的，展示给大家看。

2、大家评选出玩的最好的，展示。

3、你还能怎么玩？（几个人玩同一个陀螺；一个人同时玩几
个陀螺……）

1、比一比，看谁玩的时间最长；

2、看谁的陀螺玩得最有意思；

3、老师介绍一种玩法：看谁的陀螺最听话？

方法：在地面上画一个直径120－150cm的圆圈，中央再画一
个小圆圈。然后每一个人轮流往圈子里打，a、以使陀螺能进入
小圆圈内，能进入的就算胜。

b、能把别人的撞出来的算胜

1、说说本节课的收获；

2、师小结，补充：贵阳陀螺走出国门，移居海外，成为相互
追求健康的见证，架设友谊的桥梁。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七

学习目标：了解蹦跳步的动作方法；能积极参与不同动物形
象的蹦跳步练习，敢于自我表现。

学习内容：舞步——蹦跳步

学习时间：第十四周

学习步骤：



1、集合队伍，组织学生进行基本队列练习，重点练习：踏步、
向左、向右转。

2、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

3、组织学生进行小游戏活动：喊数抱团，讲解游戏方法及规
则。

4、教师与学生一起游戏。

1、乐于反复练习，动作规范到位，练习时思想集中。

2、学会提出问题，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3、明白游戏方法及规则，有序开展游戏活动，能快速做出反
应。

4、积极参与活动，主动交流，相互合作。

组织：四列横队围圈

1、讲解示范“蹦跳步”动作方法。组织学生进行模仿。

2、列举几种不同动物形象的蹦跳步，如兔子跳、青蛙跳、袋
鼠跳等动作，指导学生模仿练习。

3、及时总结点评学生的练习情况，提出要求。

4、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模仿不同动物形象的蹦跳步。

5、邀请学生进行动作交流展示，引导学生相互观察、相互学
习交流，对学生的展示及时鼓励表扬。

6、组织学生分组展示动作，进行小组比赛。



7、及时评价学生的比赛情况，并提出要求。

8、播放一段活泼的音乐，激发学生的自我表现欲。

1、通过听教师讲解和看教师示范，领会蹦跳步的动作方法。

2、跟随教师模仿兔子跳、青蛙跳、袋鼠跳蹦跳步动作。

3、对照自己的情况，改正自己的'错误动作。

4、自行组织学练，模仿不同动物形象的蹦跳步。

5、积极参与交流展示活动，把自己的动作大胆地展示给同学
看。

6、在比赛中，能大胆的展示自己，把自己自信的一面展现给
大家看。

7、积极改进自己的不足，努力向目标迈进。

8、在音乐伴奏下，自编自演不同动物形象蹦跳步的组合动作。

组织：体操队形？八小组分散

p

1、组织学生进行“角力”游戏，围圈进行先小组游戏，后集体
“角力”比赛。

2、组织学生进行尝试性练习一次。

3、及时评价学生的练习情况，并提出要求。

4、组织学生进行比赛，教师指导学生游戏。



5、及时鼓励表扬各组的表现。

1、明确比赛方法及要求。

2、练习时能认真对待，按要求进行。

3、对照自己的不足之处，及时纠正。

4、遵守比赛规则，相互合作，积极完成任务。

组织：围圈八小组

1、带领学生做简单放松操。

2、评价整节课，及时解决课中问题并提出要求。

3、宣布下课。

1、积极投入到放松活动中。

2、相互交流评价。

3、师生再见。

组织：四列横队

小学生体育教案篇八

能掌握投掷的基本动作及方法；学会互相尊重以及如何在活
动中避免危险。

投掷：掷轻物（纸飞机）

第七周



1、加强学生的队列队形练习及广播操，注意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

2、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

3、通过比赛的方式和相互指导的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4、及时评比，让学生有榜样学习。

1、乐于反复练习，动作基本规范到位，练习时思想集中。

2、学会提出问题，把自己的想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或者肢体语
言表达。

3、积极参与活动，主动交流，相互学习指导。

4、注意观察，及时交流。

组织：四列横队(体操队形)四路纵队

1、通过情景式倒入主题，引导学生想象。把自己的纸飞机准
备好。

2、提示学生学习掷轻物，不限形式，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进行，
自由分散在规定的场地内。

3、让学生比一比谁掷得最远。

4、然后把飞机揉成纸团当作垒球，摆放固定架子，让学生对
准目标投掷。

5、及时与学生交流，并指导学生正确的投掷方法。

1、跟着老师去想象，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2、用自己的方式来进行，想怎样投就怎样投，活动中注意安
全，有序地进行。

3、用自己的方法投掷。

4、对准目标，掌握方法进行投掷。

5、及时听取教师的意见或建议，提高投掷效果，让纸团投得
更远。

组织：篮球场散点

1、组织学生进行掷远比赛，分八小组，组内先进行比赛，然
后推选出最投得最远的一位，代表小组比赛。

2、及时评价，要求学生相互学习交流。

1、积极参与，认真练习，争取做得最好。

2、及时交流评价，有问题及时提出。

组织：

1、带领学生做放松操。

2、评价整节课，及时解决课中问题并提出要求，要求学生回
家练习广播操。

1、认真地放松各部位。

2、认真完成练习任务。

组织：四列横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