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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很多学生对体育课教学缺乏兴趣，一部

分原因是由于学生存在态度问题，另一方面还是因为体

育运动现状不合理，要想改变现状，只有通过体育教学

来提升学生对课堂的兴趣，从更深的层面和更广的视角

出发，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中存在的兴趣。目前学生处理

事情有本身的特殊性，为培养学生的兴趣，教师应对教

学内容展开调整，教师要积极探索教学态度，在应该坚

持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要让器械设

备成为限制体育教学展开的关键。

一、体育器材对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体育器材是学生完成体育任务的重要基础，但是也

是影响体育教学展开的重要因素，日常体育教学中很多

教师在教学上很容易忽视体育教学本身，导致最终的运

动效果一般，进而影响到教学质量。在教学中，我们都

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没有兴趣，教学的展

开将十分困难。体育教学的展开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

际情况，要让学生自愿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并且获得良

好的体验。时间是前提条件，投入更多的时间参与体育

锻炼可取得更好的效果；学习结果则是关键，学业进步

和学历提升不仅仅可以提高学习效果，也可以增强学生

的体验。积极的态度和学习体验能够让学生乐于学习，

在教学中三者相互统一、相互关联，同时也相互制约。

在以往的发展中，可以看出体育器材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如同学们看到操场上摆放整齐的体育器材时会

更乐于参与到教学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所以可以看

出体育器材能够让课堂更丰富，点燃学生对体育运动锻

炼的学习兴趣，也可以激发学生勇敢的挑战自我，敢于

竞争对抗。对于体育教学而言，器材能够帮助学生发展

生活技能，让学生具备基础运动素质，如跑、跳、攀爬、

翻滚，学生要学习并且掌握基础运动素质是根本，要锻

炼核心力量、速度、平衡等，这些都是运动教育中人们

掌握基础能力的关键，使用适当的体育器材能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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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技能，试想如果没有体育器材的辅助，那么类似羽

毛球、调高、投标枪等运动就会成为形式上的名字，并

不会起运动锻炼的效果。掌握体育器材的体育教学能够

拓展体育教学本身，日常锻炼中利用器材展示动作技巧，

提高学习深度、强化本体感觉，如负重练习、拓展极限

运动等都会显著提升。如我们使用标枪和皮筋组合，形

成简易的跳高架让学生可以轻易锻炼，后续则可以通过

升降高度来缓解学生的恐惧心理，让学生可以放心大胆

的展开体育训练，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1]。

体育教学器材在体育教学中的使用，还有利于养成

竞技文化，竞技运动是运动文化精神的凸显，人们将运

动文化上升到更高的舞台，激励无数人为了梦想而努力

的奋斗。学生通过器材进行学习，直接感受到竞技运动

的展开，这不会限制学生的发展，还有利学生通过锻炼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器材是重要的纽带，没有任

何一项运动的展开不需要器材或者是场地的支持，区别

在于支持的强度和力度。体育器材关系到教学目标的实

现，体育器材教学目标的实现能够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

炼，所以体育器材是体育教学的一个关键，只有重视体

育器材的教学，才会让教学充分展开。体育场地和器材

是影响学生对体育课兴趣的重要因素，如下表：

表1　场地与器材对学生体育课兴趣影响的调查

（n=590）

场地与器材 塑胶场地 水泥场地 器材充足 器材破旧

人数 490 6 502 0

百分比（%） 83 1 85 0

由上表可以看出，场地器械是影响学生对体育课兴

趣关键，超过 85% 的学生希望器材充足，有 83% 的学生

希望场地完备，没有人喜欢器材破旧。

二、体育器材的认识

2.1 体育器材

新时期人们健身意识不断提升，体育运动逐步大众

化、生活化，让体育器材和体育运动之间相互依赖、相

互影响 [2]。现代化发展中人们意识到高质量高精度的设

备能够激发人们参与到运动项目中，更有利于提高运动

水平的前提。

2.2 体育器材的分类

体育器材的分类方式很多，由根据器械使用场所划

分，也可以根据适用对象划分，也可以按照年纪和性别

划分。理论上体育器材可以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按照用

途、运动项目、器械性质进行分类。

2.3 器材质量差异

球类运动项目对速度要求较高，身体接触很多，对

反应力和核心力量的要求很高，设备的质量也很关键，

如篮球，篮球表皮是由橡皮、PVC 以及牛皮材料缝制组

成。由于市场制造厂家较多，不同厂家制作的材料有差

异，所以球类最终起到的效果也有区别，学生进行运动

的时候手心会出汗，真皮篮球有很好的吸汗效果，在保

持运动手感的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橡皮

篮球的材质不吸汉，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很容易滑手，造

成运动失误的情况，会影响到学生的运动兴趣。

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无身体接触，但是对器械设

备的要求比较高，比如羽毛球拍材质大部分是由碳铝、

碳纤维、玻璃纤维等制作成。这属于小球，拍子重要的

同时球也重要。如果球的制作不过关，拍子再好也不能

发挥作用，学生的运动水平也不能发挥出来。球的制作

中，不同的禽类羽毛制作的羽毛球飞行速度和击球节奏

都有差异，也会影响到学生的使用。

瑜伽、健美操和形体韵律这一类的体育运动项目会

因为播放器材的质量受到影响，优质的播放器材音效圆

润、感应力强大、表现力丰富，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共鸣，

让学生能够保持学习兴趣。低劣的播放器嘶哑、呱噪，

很容易让学生急躁、厌倦，影响到学生的锻炼效果 [3]。

三、体育器材的使用情况

3.1 课间锻炼所选择的器材

目前学校中常见的体育运动项目有健美操、瑜伽、

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等，这些项目都需要有器材的配

合来完成。

3.2 体育运动项目

体育运动中器械是运动锻炼的重要条件，除了健身

跑步需要器械之外，其他的运动项目基本上都需要器材，

羽毛球、篮球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需要使用的器材有

枪、刀、棍与扇等，如果没有器材，体育运动很难实现。

所以本质上来看器材和体育选项内容息息相关，整体上

密不可分。

3.3 对器械的选择

体育项目中学生对器械的选择很重要，体育运动最

大特征就是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开设课程，选择合适的教学方式达到教学目标。所以学

生选择合适的器械之后，就要对应的器械设备作为支持。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有超过 28% 的学生会使用教师准备

好的器械，有 43% 的学生会选择一般的器械设备，有

29% 的学生对器械的使用无任何的要求。学生选择体育

器材会受到身边同学或者是广告商的影响，也会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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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竞技情况，如有 19% 的学生会选择价格偏高、品

质保证的器械材料；有 35% 的学生会选择价钱合理并且

质量良好的器材；有 26% 的学生会选择价格偏低的材料，

19% 的学生会选择价钱便宜且质量比较差的器械设备 [4]。

四、体育器材在体育教学中运用的建议

4.1 应重视对器材与场地的投入创新体育教学

整体上来看器材投入会影响到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

兴趣，学生在锻炼的时候希望有更好的场地与器材的支

持，也可以看出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器材完善是

很大一部分原因。这要求学校应加大在场地和器材方面

的投入力度，为学生提供齐全的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只

有完善器材才可以保证体育教学效果。目前在终身体育

目标的影响下，体育课程建设已经成为高效发展内容的

一部分，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首先强调教育主管部分在政策上足够重视体育教学，只

有以政策为引导，为学校体育教育投入足够的财力、物

力，就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其次，政府要加大对体育

教学经费的投入。学校经费源于教育部门的拨款，政府

是学校教学经费的主要源头，在经费的发放和管理方面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确保体育教学有序展开，保证教

学投入足够。各级主管部门和学校主管部门应该加强领

导，在学校中要充分合理使用资源，有计划、有步骤的

投入教学经费，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逐步改善学校体

育教学器材，及时改善场地。上级主管部门应该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体育器材国家标准，而且对各个学校进行考

核，评估和分析以后，督促学校建设完成，为学校体育

教学的展开奠定基础。部分院校存在场地人均面积少、

设施陈旧等问题，所以政府应该重视这一方面，考虑体

育教学展开的同时，也要考虑学生使用器械的安全。因

此学校在推行器材建设的时候应该严格贯彻国家的标

准，及时完善和维护器材，这应该引起学校的重视。投

入管理不仅仅是为学校未来发展负责，更要对国家的未

来负责。

4.2 合理安排课程时间

学校在受到政策以及经费的限制，导致场馆建设不

全面、体育器材设施缺少、人均面积不足、场馆维护跟

不上等问题。另外学校课程安排不够科学导致场馆使用

混乱，在使用的时候器材破损率较高等。由于这些问题

限制了学校的体育教学发展。所以学校一方面要做好器

材维护管理，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利用资源，做好设备的

维护管理。学校教学部门应该科学制定教学计划，规范

器材的使用方法，从而维护体育器材。管理部门应该明

确场地维护与管理制度，安排专业人员负责和落实，由

专门的人员来管理器材，逐步完善体育场馆的维护与管

理，对器材的租用、卫生、保管、报损均有严格的制度，

避免因为管理制度出现问题从而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5]。

4.3 积极利用社会资源

体育教学硬件提升的途径除了政府拨款之外，还可

以充分借助社会资源扩充学校的器材，很多有实力的企

业家愿意通过个人出资和出力的方式来为学校做贡献，

学校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来改善校园内的硬件。学校充

分利用当地企业资源，通过合资、赞助、冠名的方式来

投资教材。为了提升体育场馆和器材的使用率，学校应

该在安排校内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利用空闲时间和节假

日来开放场馆，缓减学校经费紧张的情况，以及为周围

居民提供锻炼的场所，提升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在设备

使用过程中做好维护，减少器材对用户造成的危害，保

证体育场馆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要考虑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征，

考虑到不同项目和不同器材的需求，通过器械为基础，

正确引导学生，让学生感受到体育课的魅力。学校应该

高度关注体育器材，所以在器材、场地建设上投入更多

的人力、财力，确保学校体育教学工作顺利展开，让学

生对体育锻炼有充足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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