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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运用体育游戏 
◆张  杰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幸福路小学  236000） 

 
摘要：体育是小学教学体系中的重点和基础学科，其教学的目的不仅仅

在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坚强的品格，磨炼学生

的意志，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意识和习惯。教师通过在小学体育教

学中应用体育游戏，能为学生营造轻松地教学氛围，激发学生参与学习

的积极性，并且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感受到体育学习的乐趣。

鉴于此，本文就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运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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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体育在小学教育阶段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小学生通过参

加体育运动锻炼，能够从小就具备强健的体魄，为以后的健康成
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在以往的小学体育教学中，很多小学生都对
参与体育运动不感兴趣，或者是不敢参加，怕因为表现不好而受
到同学的嘲笑和教师的批评，从而影响了教学的有效性，限制了
学生体育能力的提升。因此，小学体育教师要做到与时俱进，将
体育游戏灵活运用到教学之中，从而为学生打造轻松、愉悦、充
满趣味性的课堂教学，帮助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一、小学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首先，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的指导和干预力度过大，近乎全

过程的安排了学生的体育学习各个环节以及运动项目，使得学生
主体地位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只能按照教师的规划进行学
习，缺少自主运动的活力；其次，体育教学方式缺少创新，显得
过于单一和固定，体育运动项目和知识技能的讲解、学生的运动
锻炼以及教师的评价构成了小学体育教学的主要模式，课堂教学
氛围显得缺少活跃积极性； 后，小学生性格过于好玩好动，在
体育课堂教学中经常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影响到了高效课
堂的构建。 

二、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1、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 
小学生活泼好动，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教师通过在教学中运

用体育游戏能有效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学
习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有效的提高了教学的质量
和效果。教师通过结合学生的发展特点和兴趣爱好，将一些体育
训练设计成游戏的形式，让学生充分的参与进来，在游戏中掌握
体育技能，提高学习效率，实现体育教学的目标。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的重要阶段，此时如果让学生进行大

量的体育训练，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还会影响学生的正常
发育。而教师通过运用体育游戏，使学生在游戏中得到身体锻炼，
能有效的帮助学生缓解学习的压力，为学生营造出轻松、愉悦的
体育氛围，同时还能活跃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
一些自主性较强的体育游戏中，学生需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动
脑筋、想办法，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共同完成，这就使学生成为了
学习的主人，有效的发挥了学生的想象力，树立了学生团队意识。 

三、小学体育教学中体育游戏的运用 
1、合理设计游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使用游戏教学法，可以通过游戏的设计来修改游戏的评定，

对指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在兴趣的引导下，使小学生可以更好地坚持下来体育技能的
训练。通过游戏，它还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在训练过程中的兴奋
感。对于激发学生的潜力，短期内取得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设
计体育运动游戏时，要充分了解教学内容，以实现体育知识与教
学内容的整合，鼓励学生通过游戏掌握运动技能和知识，提高小
学生的身体素质。要求教师在成功开展体育比赛的同时，有效地
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游戏的针对性，完善运动技能。如小
学生在进行高抬腿训练时，可以先进行高抬腿动作训练，教师将
学生分成若干个十人小组，各小组成员进行高抬腿接龙。小学生
排成“一”字形，自第一个学生开始完成 20 个高抬腿，一个接

一个完成，首先完成的小组获得胜利。 后一个完成的小组则需
要进行唱歌、跳舞或其他表演。整个过程中可以利用小学生的好
胜心激发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关注个体差异组织体育游戏 
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每个学生之间都会存在一定

的差距，比如身体素质、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
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时，要充分的了解每个学生的真实情况，对
学生进行层次的划分，进而做到有针对性教学，实现对学生的因
材施教。例如，在进行跑步训练时，教师可对体育能力较强的学
生进行速度上的练习，对一般的学生则可以要求他们完成规定的
跑步距离，锻炼学生的耐性，对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则可以设置
一些活动量不大的游戏活动，这样即实现了因材施教，又能帮助
学生缓解学习的压力，使课堂成为学生放松身心的场所，有效培
养了学生的体育兴趣。 

3、游戏中做好游戏的组织和裁判工作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和组织者，要及时的发现问题并

进行解决。在进行体育游戏时，难免会有学生因为各种原因不遵
守游戏规则，对此，教师要及时的进行正确的引导，给予学生教
育，使学生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游戏活动中，进而实现体育游戏的
作用。教师要做好观察，及时发现学生体力上的变化，对游戏的
强度进行调整，并且要重点关心体弱和病残的学生，要将其区别
对待。例如：教师在锻炼学生身体素质时，要根据所锻炼部位的
不同，分别设置不同的游戏内容，根据实际的需求进行选择应用，
如锻炼腿部力量时，可以让学生进行“蛙跳接力”、“立定跳远”
等，锻炼学生反应时刻进行“听号令抱团”等游戏，锻炼学生上
肢力量可进行“跳山羊”“推人”等游戏。教师要做好安全措施，
防止学生因为过于投入到游戏中而出现事故。 

结语： 
总之，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不断探索，结合学生个人身体

素质情况，通过灵活组织、合理设计、精心安排，激发学生自觉、
主动地参与到体育游戏过程中，这样，对促进学生掌握动作技能、
提高学生创新意识、促进师生关系等各方面，都有较好的积极作
用，也是体育教学任务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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