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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数学知识在体育课堂中的应用 
◆陈  政 

（湖南省常德市一中柳叶湖学校）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作为一名体育教师，

应当具有丰富的综合知识，不管是听的研究课、观摩课、还是自己的体

育课，除教法新颖外，构想一节素质教育体育课堂应注入的东西,涉及到
方方面面，数学知识在体育教学的必要性，只有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

体育课堂才会有生机有活力,学生的学习氛围就会在 “汗”“会”“乐”“美”

中进行，这样学生才能学到所学的体育技术、技能、理论知识、社会知
识、道德修养、品质等方面的知识，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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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数学无处不在，体育课堂中处处可见数学的影子。我们的体

育教学就越接近素质教育的要求，为了更加体现素质教育的改革
成果、更加强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数学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
它解决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并且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实
践中，逐步积累相应的经验，以反过来促进数学研究的提高与发
展。在体育教学中，运用相关的数学知识，可以更为有效也更为
便捷地帮助我们化难为易，一节素质教育的体育课堂就会体现的
更加完美、真正体现素质教育的优越性，也更为科学。 

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把数学的意义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使学生明确学习数学的目的，理解数学的实际意义，调动学
生的求知欲。教师要根据体育教学的项目，在教学中将数学知识
与体育专业知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结合体育专业知识的实际应
用进行数学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数学知识作为一门计算
工具的重要性，真正体会到数学是“有用”的，从而激发学生对
数学知识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 

2、数学知识在体育课堂中的应用 
数学既是一门重要的学科，通常我们对它的理解更多地停留

在作为一门基础学科的价值，殊不知数学在各个行业和领域被广
泛的运用。以体育教学为例，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就设计和关
联到非常实际的数学运用。比如在各种不同的体育教学中，经常
会用到小组循环比赛这种比赛的形式。因此，如何计算和确定每
个队伍或个人的得分情况和出线情况，就与数学计算有着密切关
联。在足球比赛中，惊心动魄的点球大战，命中概率的计算，就
可以给球迷带来很多兴味。也就是说，体育教学在某种意义上与
数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在体育教学中，利用数学知
识，创设适宜的教学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事
半功倍的教学效果。（1）在 50 米快速跑的教学中，在课的开始
就创设一种情境，让学生去扮演“解放军”去抢占阵地，途中要
穿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这样把 50 米快速跑的 4 个技术部分
巧妙的融入到活动中，待学生基本掌握了技术动作后，再经过重
点难点的练习，这一情境的创设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2）让学生了解角度对投篮的影响，当他们投篮时告诉他们
要注意三个因素：角度、视野和手臂位置。投篮前要摆正姿势，
持球时右手为主，左手为辅（习惯用左手人相反），右手手掌托
好球，五指自然分开。腋窝处、肘部内侧、右手背和小臂交接处
都要成直角或接近直角。左手稍微用力放在篮球侧面，保证篮球
平稳。上身摆正，不要耸肩，双脚自然落地，两脚间的距离与肩
同宽。当有人在面前防守的时候，要从 45 度角或更大的角度投
篮，这将有助于球轻松干净的进入篮筐。肘部应该尽可能接近脸，
这样球的路线就可以形成一条直线轨迹，手臂也可以更有力量。
（3）记录学生比赛数据，分析学生表现；记录每一场比赛中抢
了多少个篮板，投了几次篮，有几次抢断，发动了几次进攻，用
这些数据找到他们自己薄弱的地方，不断运用科学的研究来加以
改进和提升。（4）投铅球时，理论最佳出手角度（小于 45 度）
疾行跳远时发力方向还有 NBA 中常用的各项技术统计等等利用
这—方法，可以较好地克服在成绩量化过程中存在着评价因素难
以用精确数据来量化的问题。  

数学知识渗透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中在教学方法上，力求
“新”，“变”，“趣”，以激发学习兴趣，心理学研究表明：新颖、
变化、趣味的刺激最容易引起儿童的兴趣，有了兴趣就容易产生
发射性探究。在实际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从学生的心理特点
出发，积极改进教学方法，使教法新颖、变化、有趣味，从而进
一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如：跳绳因为锻炼身体的价值大，
在小学现行教材中占有一定的课时比重，同时也是小学生比较喜
爱的体育活动，对学生有很大吸引力。这种教学方法有利有培养
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学生对整齐的队形和新颖的组织方法产生了
兴趣，从有自觉、主动、积极的参加观察激烈的竞赛中。又如在
投掷轻物练习时。常用的队形和站位一般采用横队，学生单向或
双向投掷队形站立。这样的队形重复次数多了，学生会感到腻烦，
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导致教学效果差。“教人未见
乐趣，必不乐学。”可见，浓厚的学习兴趣，是学生主动学习的
心理前提。我根据小学生具有好胜、好强的心理特点，用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受到了很好
的教学效果。 

体育和数学是可以很好的结合的，特别是小学的数学，我小
时候没有学习的乐趣，上学只是上学，和生活无关，上学是我在
家长要求下必须完成的工作。最近要带孩子的数学，我去好好学
习了一下小学数学。发现数学和生活的结合很多，很容易找到学
习的乐趣，我带的二年级的数学课，有对长度单位的认识，这节
课和体育课就可以完美的结合。用自己的步子去量操场的长和
宽，没有尺子的情况下划出我们要的活动范围，排队的时候左右
前后距离的把握。我喜欢带学生在外边上数学课，他们好像更容
易掌握，把数学的知识点从书本上搬下来，让他鲜活起来，最终
成为孩子自己学到掌握的东西。这也是体育老师的优势。 

3、结论 
综上所述，数学在各学科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体育

教学作为一个小小的视角，来窥测数学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所发
生的深刻影响。随着新课改的推进，数学作为工具的价值在人们
的头脑中也会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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