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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趣味田径教学法在小学田径课程中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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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的不断发展、创新在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发展，

双减政策颁布以来，我国小学教学的体育环境发生了改变，小学

生的体育课堂也逐渐进行转型，转向多元化教学模式，丰富了体

育课堂的创新性。新时代开设趣味体育课程对推动体育现代化发

展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现阶段的小学体育教学发展中的现状，当

前体育教学中依旧存在着传统守旧教学模式的弊端，小学阶段的

学生其年龄都比较小，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大多都充满好奇心、

精力旺盛但对事物的认知能力还是有限的，因而对自身的认识程

度和了解程度都不高，因而对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并没有很明确，

并且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非常喜欢游戏的，所以小学

阶段的体育教师要结合这个年龄学生的具体特点通过他们喜欢的

体育游戏的方式，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喜爱上体 育课。

随着体育各种赛事在国内以及各个县市的普及，对于体育运动也

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学校、家长们也更加关注学生的身体素

质和体能方面的情况，而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的推动不但能提高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和积极性，更能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和集体荣誉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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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目的

本实验通过实施趣味田径教学法在小学体育田径课堂中的应

用，探讨趣味性田径游戏对于小学生在新开设的课堂当中体育学

习兴趣水平、主观锻炼、对学生身体素质在融入趣味性游戏之后

的影响效果。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贵州省黔西南州湖南路小学四年级学生中抽取两个基础水

平相当的教学班作为实验对象，调查结果显示实验前两班各方面

并无明显差异性，并将一个作为实验班，采用趣味田 

径教学法进行教学；另一个作为对照班，以传统的体育教学

法进行教学。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网络和图书馆的国内外休闲体育理论方面相关的文献、

新闻等资料的整理收集，根据在知网上以“体育游戏”“趣味田

径”“体育趣味游戏”等词进行搜索到文章资料，结合趣味体育

教学方面的相关理论，分析当前小学阶段体育课堂教学的发展现

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田径的体育教学中趣味游戏相关的理论

知识去定向对湖南路小学田径体育课堂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并展开相关的研究。

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对专家进 行访谈拟定问卷内容，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确

定问卷的真实可靠性。本次问卷发放 120 份，回收 120 份，回收

率为 100%。本次问卷的调查形式通过纸质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统计。

3. 实验法

本次实验通过对学生的体能和对学生体育知识相关掌握程度

以及学习开展的意愿度进行实验前后的对比研究，得出相应的结

果。

4. 控制变量法

为使得数据有效可靠，本次实验的课程均由本人亲自进行授

课，实验班级和对照班级分别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趣味教学实

验法对学生进行授课。控制班级课程进度一致，实验组和对照组

的实验方法分别一致，减少无关变量的影响。

5. 数据分析法

数据主要通过 Excel 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验前数据统计

1. 实验前对两个班级的体能与技能测试

表 1 传统班、实验班实验前体能测试成绩表

 测试项目（3

项共 60 人）

性 别（ 男

35，女 25 人）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优秀（90 分以上）
良 好（80~89）

分
中等（70~79 分） 及格（60~69 分）

不及格（60 分以

下）
平均成绩

50 米
男 3 3 5 4 16 15 8 9 3 4 78.9 78.9

女 2 2 4 3 12 13 5 4 2 3 74.6 75.2

跳绳
男 2 2 6 4 15 18 8 7 4 4 75.6 75.3

女 2 2 4 5 11 10 5 5 3 3 74.3 74.9

跳远
男 5 5 5 5 16 16 6 6 3 3 76.1 75.8

女 3 3 4 4 11 11 5 5 2 2 73.8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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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明显看出两个班级的各个测试项目上面的成绩

人数与平均成绩大致相同 ，并无明显差异因此两个班在体能测试

上具有实验的可行性。

（二）实验前对两个班级的体育知识了解情况测试

测试传统班平均成绩：男 70、女 77，实验班平均成绩男

73.29、女 75.80，看出两个班级在对体育知识了解的各个项目上面

的成绩所占人数与他们的平均值大致相近，由此说明该次实验对

于知识上面的研究具有可行性。

（三）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1. 从实验结果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得到，使用传统教学方法的

班级在实验前，有 25 人非常喜欢上体育课，有强烈的体育学习欲

望，其中没有学习兴趣的学生占班级 35% 有 20 人之多，而实验

后的数据在传统教学方法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提升甚至有出现下滑

的趋势。

2. 使用兴趣教学法进行教学的实验班在实验前与传统教学班

级大致相同，其中非常喜欢上体育课的学生有 24 人，占到总人数

的 40%，而实验后的数据在兴趣教学法下非常喜欢学习的提升到

61.67%，没有兴趣学习的已经清零。因此说明教学方法改变之后，

教学效果大幅度的改善，学生们也更加愿意主动进行体育课的学

习。

3.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使用有趣的体育游戏可以减少学生的心

理问题。有趣的体育游戏，形式丰富，组织形式各异，帮助提高

和建立自信心可以大大减少小学生在小学教学中出现的心理问题。

（四）实验后体能测试与学生知识与技能掌握 对比分析

通过表 2 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班实验之后与实验班实

验之后的数据进行对比，他们之间的平均成绩实验班大致提升了

将近 10% 左右，而且他们的成绩有很大一部分有中等提升到良好，

不及格的学生也基本上清零。

表 2 传统班、实验班实验后体能测试成绩表

测试项目（3

项共 60 人）

性 别（ 男

35，女 25 人）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传统班 实验班

优秀（90 分以上） 良好（80~89 分） 中等（70~79 分） 及格（60~69 分） 不及格（60 分以下） 平均成绩

50 米
男 3 6 5 18 18 10 7 1 2 0 77.8 88.1

女 2 4 4 12 13 6 4 3 2 0 74.6 85.2

跳绳
男 2 4 7 16 14 12 9 2 3 1 75.6 87.1

女 2 3 4 14 12 6 4 1 3 1 74.3 86.8

跳远
男 5 8 5 15 17 6 6 5 2 1 76.1 87.5

女 3 4 4 7 13 11 3 2 2 1 73.8 86.4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通过数据表明在传统教学方法上面为期 12 周的教学，对于

提升学生兴趣与提升学生成绩并无明显提升，实验前后学生们的

积极性也相差不大，部分比较低迷；

2. 通过实验前后的问卷调查传统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吸引力

较低不能使大部分学生主动自觉的学习而且也无法提高学生的运

动兴趣；而实验班的学生的兴趣程度大幅度提高，有效地降低了

学生们的消极心理与厌倦心理；

3. 根据对实验班的趣味教学能够看出，该方法能显著提高学

生的运动学习兴趣并提升他们的体育运动成绩和学习氛围，让学

生主动自觉地参与游戏与任务当中来，并能高效地完成该任务；

4. 据论文实验数据表明，趣味教学法对于学生具有明显的吸

引力，能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反思能力，提升学生的自我

认知能力和他们的自信心，在娱乐中提升自我的快乐与运动的幸

福感。

五、建议

（一）本次实验由于个人实验与研究对于实验样本以及测试

项目选取较少，建议后续实验能够增加实验对照组，使实验更加

细致化和可视化。实验当中由于测试的只是小学四年级，建议后

续实验多选取各个年级进行实验，以便于实验更加的完整和具有

说服力并在田径教学学习当中希望各位体育教师对于学生能够多

采用趣味性体育教学方法为学生们授课，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和自主学习的好习惯。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们应多熟悉孩子们的

思想以及他们爱玩，好奇的心理，学会树立一个模范的榜样，让

他们在健康的课堂中得到锻炼和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二）在教学中正确处理趣味性游戏的教学方法和传统教学

的区别，在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的表现及时进行好的表扬，不好

的及时鼓励，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心，鼓励孩子们拥有挑战自己的

信心；在传授技能时，学生在学习时教师不要过度强调动作的完

全规范，先让学生去学习，多鼓励他们尝试，让他们在娱乐当中

得到更好的学习；采用趣味游戏的方式方法进行教学，让学生们

快乐健康上好每一节课，教师要充分做好课前准备，为学生们带

来高质量的课程，让孩子走出低沉、厌倦、抵触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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