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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体育教学质量提升改进的方法探析 
◆凌  琳 

（简阳市养马镇中心小学  641402） 

 
摘要：自“阳光体育”运动开展以来，体育课程在小学教育中的地位显

著上升，体育教学的核心目标也从 初的“传授学生运动技巧”转向“培

养学生运动习惯”，以带动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本文针对小学体育教学

质量提升改进的方法进行探析，旨在为读者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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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是小学教育中为数不多的室外课程之一，该课程的
教学内容、形式与文化类课程差别较大，不光注重体育运动知识
的讲解，同时也看重学生身体素质方面的训练，是帮助学生建立
良好生活习惯与运动意识的重要途径。小学生正处在启智开蒙的
关键阶段，其行为意识将在小学阶段的学习中形成雏形，因而小
学生格外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因此，体育教师应不断思索如何
改进体育教学的质量，让小学生在扎实掌握体育运动技巧的情况
下，对体育运动产生浓厚的兴趣，继而发展出体育运动爱好，养
成体育运动习惯。 

一、转变教学理念，注重课前准备 
在素质教育改革之后，各学科的教学内容都依照学生的实际

情况发生了调整，体育也不例外，现阶段的体育课程标准已经充
分考虑到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及年龄特点，为体育教师推荐了许
多运动强度适中的教学内容，供教师安排具体的课堂教学[1]。为
了 大限度地激发小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兴趣，体育教师首先要
做的就是充分备课，并且在备课时不光要考虑到课程任务有哪
些，还要知道学生感兴趣的学习方式是什么样的。因此，体育教
师要充分把握住体育教学的未来方向，明确体育教学的实质性目
标，设计出趣味性与教学性得宜的课堂教学。 

例如，在准备《传球运动》的教学设计时，体育教师应考虑
到“球类运动深受小学生喜爱”与“传球是一项简单重复的运动”
等正负两方面的因素，并加以调节，使课堂教学刚好契合学生的
兴趣点。备课时，教师一方面要为本次教学制定出详细具体的规
则，以免学生将“传球”完全当作游戏，而不愿按照标准动作进
行训练，另一方面也要准备多种练习形式，如将双人传球、三人
传球、四人传球等形式互相搭配，避免学生在单纯的传球练习中
陷入枯燥情绪。当教师在备课时充分考虑到教学要求与学生实
际，并努力中和二者的矛盾时，课堂教学的质量自然可以得到提
升。 

二、优化师生关系，灵活驾驭课堂 
由于体育课程带给学生的学习压力要比文化类课程小很多，

因此体育教师在优化师生关系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许多学生都愿
意将体育教师看作自己的“盟友”。然而，这种现实因素带来的
却不只有好处，还有可能导致“学生不接受教师指导”的情况发
生，这时就需要教师通过教学技巧来提升自身对于课堂的驾驭能
力，让学生心甘情愿地对教师“言听计从”，跟随教师的节奏进
行体育训练[2]。 

例如，在《篮球运动》相关的教学中，喜爱篮球运动的学生
都更愿意直接开始五对五的篮球游戏，不愿进行枯燥的技巧练
习，一些平时与教师较为亲近的学生还可能会缠着教师百般“撒
娇”，而另一部分不太喜欢篮球运动的学生就会期盼着快点开始
“自由活动”，也会以自己的方式向教师表达“不愿训练”的想
法。这时，如果教师切换到强硬的态度不顾学生的想法勒令其立
即训练，只会让学生的逆反心理更强，师生关系也会遭到破坏。
因此，教师应该采用“软硬兼施”的做法，将自己的安排毫无保
留地告知学生，让学生知道教师已经为其预留了篮球游戏或自由
活动的时间，并且只有高效完成训练任务，才能开启这部分内容。
这样一来，学生在技巧训练时就会带着完全不同的积极心态，其
训练的效率也就得到了提升。 

三、开展小组合作，创新训练方式 
体育课程中有许多训练项目是学生可以单人完成练习的，如

仰卧起坐、立定跳远、单双杠运动等，体育教师在过去的教学中

也确实倾向于让学生在不接受外力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训练[3]。而
然，体育教师若是在此类训练中多观察学生一些，就会发现许多
体育基础并不是很好的学生，在训练中通常会“浑水摸鱼”，这
部分不认真训练的学生一方面是本身对体育运动怀有抗拒情绪，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独自训练缺乏及时的教师一对一指导，其做不
到位的动作也只能等到教师巡视到自己这里才能被纠正，训练的
效率低，成果不显著，因而很容易产生灰心丧气的心理。因此，
即使是在组织这类看似不需要学生合作的训练时，体育教师也可
以人为地为学生创造合作机会，使小学生在互相鼓励的过程中提
高训练效率。 

例如，在组织学生进行“仰卧起坐”的训练时，体育教师就
可以使用分组教学法。首先，合理分组是学生小组合作取得成效
的基础；在平时的教学中，体育教师已大致把握班级学生各自的
体育素养，对学生的仰卧起坐水平基本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因此
分组时就要注意尽量将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分到一个小组里，让
能力高、技巧强的学生带动不熟悉仰卧起坐运动的学生。随后，
在仰卧起坐的练习中，体育教师还可以在小组间设置竞争机制，
如按照“小组成员一分钟内仰卧起坐的平均次数”的标准，对各
小组的成绩进行排名，并给予名次靠前的小组一定的奖励等。
后，在评价各小组的训练效果时，体育教师也不能只关注学生
终的仰卧起坐成绩，应该将评价的权利分一部分给学生，设立“友
爱之星”等奖项，让学生投票选出小组训练中帮助他人 多、
热心的学生，以此来激发学生互帮互助的团结精神，将“友谊第
一，比赛第二”的奥林匹克体育精神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如此一
来，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学习到了体育运动的知识与技巧，提高了
身体素质，还能够在精神层面上领悟体育运动的精髓，懂得运动
竞技的魅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学生参与度与配合度是关乎体育课堂质量的重要

因素，若想搭建高效的体育教学模式，体育教师必须要站在“生
本”的角度设计创新型课堂。为显著提高体育课堂的质量，教师
可从备课、师生相处、学生互动与评价几方面入手，逐个击破体
育教学所面临的困境，让全体学生都热情地参与到体育学习中，
继而完成体育教学的综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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