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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放”与“收” 
夏红兵 

（竹山县楼台九年一贯制学校   湖北省十堰市   442200） 

摘要：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让学生成为学习和课堂的真正主人。新
的体育课堂教学必须遵循适度“放”与“收”的原则，达到导与讲、教与练的有机统一，使课堂结构趋于合理，从而取得理想的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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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新的课程理念指导下的
教法设计和学法指导。“放”意味着让学生能尽量自学；意味
着让学生在尝试中自行摸索学习方法；意味着让学生在摸索中
发现问题。那么，“放”应该怎样去做呢？我将从以下三个方
面来谈： 

一、放之有“纲”。 
“放”不是指体育教师放手不管，任其自流，而是体育教

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放。一方面在学习目标和思维方式、练习
方法上加强指导；另一方面是对学生思想教育上的正确引导。
比如，凡是学生自己能够掌握、学懂的地方要放；学生自练虽
然存在一定的困难，但通过集体、小组合作练习能达到教学目
的的地方要放；某一知识、技术技能或某一问题，经教师点拨
后需要加深理解或需要完善、巩固时要放；对某一问题，学生
求同多，求异少，教师点拨后要放；为了调节学生情绪，培养
主动性、创造性和互相交往的能力，如游戏教材，我可以给学
生较大的自由，使其能充分表现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放手
让学生在自主练习过程中去思考、分析、质疑解难，引导学生
一步一步地走进未曾到达过的知识境界，实现整个体育课堂教
学的目的，达到教学目标。 

二、放之有“情”。 
“放”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追求体育知识、技术技

能的内驱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学生在获取新知识、
技术技能过程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使学生对学习体育产
生浓厚的兴趣。体育教学实践证明，兴趣能有效地引发学生处
于活跃、兴奋状态，强化学习动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意识倾向，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要
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
教师必须根据学生当时情况或教材内容，不断设计、变换教学
方法，以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使之积极地探究未知的知
识、技术技能，从而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三、放之有“法”。 
教师在研究体育教学方法，不断改进体育教学方法的同时，

要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变要学
生“学会”为学生“会学”，授学生以“法”，从而让学生在
接受新知识、技术技能的道路上脚踏实地，练有所得，学有所
获；切忌满天撒网，无头无序，纵不能拉，横不能收。比如，
教师在给学生纠正错误动作时，总是先看正确动作，再把正误
二者加以比较，然而让学生自己通过对比，弄清问题产生的原
因，再有目的地去练。这样做，要比教师直接把问题的答案交
给学生要好得多，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思维起着
主动作用，学生真正理解了，掌握问题将更准确、扎实，同时，
学生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可以独立地学习有关新的知识，
对知识运用起来就会“准、快、活”。 

新的体育课堂教学的“放”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变，有“纲”
是根本，有“情”是关键，有“法”是保证，要把三个方面有

机地结合起来。 
当然，要想一堂体育课上得理想成功，还必须处理好教学

过程的另一方面----“收”。“放”是前提，“收”是目的。
所谓“收”，是针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疑难问题，
教师进行必要的归纳和纠正，使学生学到的知识、技术技能准
确、系统、完整。 

四、收要照顾到点和面的结合。 
体育课堂教学要从实际出发，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体

育教学质量。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
学生实际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根据教材的份量和难易程度，
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由于学生的知识水平有高有低，这就决
定了他们接受新的体育知识、技术技能的快慢不一致。教师要
根据学生不同的体育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提出不同的教学要
求，并在安排教学内容、教学速度以及教学方法上有所区别，
使之符合学生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符合学生实际学习的可能
性。而要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学生，就必须彻底抛弃“一刀切”，
注重点面结合，分层讲解、练习。教师把预定的知识目标放下
去以后，要把握学生认识和理解的过程，针对实际，个别指导、
矫正。若是普遍问题，要进行统一点拨，指导迷津，导引方向。
通过个别指导和统一指点，使全体学生人人有兴趣，个个有所
得，得到最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素
质。  

五、收要有高度。 
一堂体育课对教师来讲可能有几个教学重点，对学生来说

可能会遇到几个难题。教师收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生学习的体育
知识上升到知识、能力、运用统一的高度，揭示知识的内在联
系，通过科学合理的传授，并对学生提出能力方面的要求，从
而形成这堂课的主题观点，做到繁而不乱，放收有序。收的过
程切忌东拉西扯，支离破碎，模糊不清。教师抓不住重点，讲
解半天，不入主题，学生就会感到茫然，困惑不解，就收不到
好的效果。 

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喻：一位好的教师，应当是一位出
色的“导游”，他既为“游人”领出一条最快捷的路径，又能
抓住每一处胜景予以指点评价。因此我们老师既要把学生导入
知识的新境地，放手让他们探幽揽胜，又要做一名合格的“解
说员”，从而达到导与讲、教与练、放与收和谐的统一，收到
最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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