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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素质教育下，初中体育教学的改革创新务必要符合中

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客观规律，将提升学生体质放在突出位

置上。而这一改革创新的方向，也会初中体育教师教学水平

提出明确要求。在体教融合大背景下，如何打造高质量的体

育课堂，仍然是每个体育教师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1]。

1　新时期中学体育教学的价值分析

在中学教育领域中，体育学科作为十分重要的学科，对

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新时期中学体育教学也

具有以下几点价值：

其一，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在体育课中，教师

通过创设一系列体育活动，让学生在活动肢体的同时能够

增强心肺功能，实现身心健康发展[2]。特别是对于许多初中

生而言，处于亚健康状态，平时缺少运动。但初中体育教

学中所创设的一系列体育活动项目，能够激发学生的运动

热情，让更多学生积极配合教师参与到活动中，从而形成

强健的体魄。

其二，有利于提升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在诸多体育

项目中会存在着竞争，经济或合作等一系列模式，而这些

模式对学生心理健康均起到促进进作用。许多学生日常十

分内向或不善交际，但是在这类团体性体育运动项目中，

与其他同学相互帮助配合，通过发挥脑力和体力的双重智

慧，能够达到预期。教师设定的目标是获得更大的集体荣

誉感，也有利于自身人格的完善和良好心理的创设。

其三，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体育教

学中，一系列运动项目都会暗暗指引着学生要养成良好习

惯，才能以更加饱满的姿态投入到体育运动中。而教师在

系统传授部分运动理论知识的同时，也有助于将这些理论

知识内化于心，通过理论指导，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体育

运动和锻炼，形成正确的体育运动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

习惯，对于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而言也有巨大帮助。当在体

育运动中逐渐帮助学生形成毅力和耐力时，不仅对于身心

发展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帮助学生在面临今后生活和学

习中的问题，是能够以更加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去解决。

2　新时期中学体育教学中提升学生体质中存在的问题

新时期中学体育教学在提升学生体质的过程中，仍然会

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是教学观念存在明显滞后性，学校体育教育缺乏

活力。目前许多学校都普遍存在着体育运动项目十分单一

枯燥，以长跑、跳高、跳远等为主。而这些体育项目只是

机械的，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标，并没

有考虑到运动项目的趣味性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

往，这种枯燥单一的训练方式会十分影响学生参与兴趣。

甚至许多学生在体育课上会假装生病，以此来逃脱机械锻

炼。而之所以造成这一情况，也主要是因为教师的思路观

念仍然停留在应试教育时期，并没有认识到快乐体育教学

的重要性，将体育活动只是单纯看成是必须要完成的项

目，而并没有站在学生的角度上去考虑。还有部分学校会

认为中学生即将面临着中考这一重要考试，因此要将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上，对于体育课程所投入的重视程

度会明显削减，因为学校观念的偏差也会影响体育课程的

创设。

第二是体育器材严重缺失，影响学生的参与感。目前许

多学校并不会将更多经费放在体育教育方面上，会导致现

有的体育器材处于短缺或年久失修等情况，许多学校的体

育馆尚未搭建完成，只有篮球场、塑胶跑道或是单双杠等

等，而现有的器材若是出现破损时。也会严重影响学生参

与体育学习的兴趣。而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项目需要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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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器材方面入手，当器材有所缺失时，也说明学校的体

育运动硬件设施不足难以为学生呈现高质量的体育课程。

第三是现有教学模式十分单一，理论和实际相互脱节。

由于在许多初中体育课堂上会有部分理论课程，而这些理

论课程中教师并没有进行深刻讲解，会导致理论与实际相

互脱节。即便是学生学过再多理论知识，在日常体育课堂

上也没有进行应用。例如，当教师课堂上讲解预防运动肢

体拉伤的方式和急救措施时，也不妨碍学生在体育课堂上

出现不同程度上的肌肉拉伤，而教师缺少对于实践和理论

之间的融合意识。会导致体育理论课程的存在毫无意义。

3 　新时期中学体育教学中提升学生体质的优化策略

3.1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学校体育活力

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学校体育活力，是新时期中学体育

教学主题升学生体质的优化策略之一。中学体育教师作为

体育教学中的指引者，需要注重教学模式的改革优化，丰

富体育教学内容，使现有的体育课程焕发活力，从而激发

更多学生的参与兴趣。特别是在当前新课改教育背景下，

各类学校均面临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要求。基于体教融

合的大背景下，开发中学体育课程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中，

需要加强体育课程体系和教育体系之间的建设力度，通

过构建多层次衔接，科学且完善的课程模式，提升体育教

学工作的连续性和完善性。对此，校领导需要从办学理念

和创新管理机制方面入手，打造快乐体育教学。结合当前

初中生的心智情况和个人喜好，以及接见其他地区成功的

教学案例，丰富现有的体育教学内容，例如增设体育活动

项目，如团体操，广场舞等等，号召更多学生积极参与其

中。通过播放当前网络流行热歌，或是具有较强节奏性的

动感歌曲，在体育课程氛围中掀起一股自由快乐的浪潮。

还要结合所在地区的文化习俗，打造具有校园特色的体育

课程，在符合中学生身心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也能实现

学校体育的高质量发展，打造实用性、教育性和创新性兼

顾的教学体系。

3.2转变教学观念，更新丰富体育器材

转变教学观念，丰富更新体育器材，是新时期中学体

育教学中提升学生体质的又一优化策略。通过上述分析得

知，许多中学体育教师的教学观念仍然停留在应试时期，

导致教学模式单一，教学内容十分枯燥，也很难激发学生

的参与兴趣。并且，许多学校内部的硬件设施配置不够充

分，也影响学体质的提升。针对这种情况，学校要及时转

变教学观念，符合体教融合大背景下的新型体育教学思路

方式。与参与兴趣为主，所创设的一系列体育活动项目和

课程体系，都要满足当前初中生的喜好和身心发展需求。

除此之外，中学体育教师务必要肩负起教学指引者的作

用，重视体育教学对于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的重要性，

并及时转变自身的教学观念。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更好

的设计体育教学项目，灵活运用资源，针对当前学校内缺

乏的资源，要及时上报沟通。除此之外，学校也需要加强

经费的投入，应用到篮球馆、体育馆或游泳馆等方面的建

设，为学生的体育活动带来更多的选择。除此之外，学校

也可以根据体育课程教学的需求，从建设足球、篮球、排

球、羽毛球或是其他田径运动场地来添置合理的教学辅助

器材，满足学生体育学习锻炼中的硬件设施需求。

3.3优化教学模式，增加体育实践比重

优化教学模式，增加体育时间比重，是目前新时期中学

体育教学中提升学生体质的又一优化策略。通过上述分析

得知，许多学校的体育课程中会存在理论与实际明显脱节

等情况，即便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再多理论知识，学生也很

难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中。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

加强对于实践教学的指导。在实践教学中，强化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感悟，以及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点拨。以防护肢

体损伤这一知识点为例，在讲解理论知识后，下一堂课的

体育实践活动中。教师要将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组，

每个小组给予一定的时间进行热身运动，教师在一旁观察

学生的热身情况是否符合课堂理论知识讲解的需求，从而

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情况。

结论：

总而言之，体育教学一直肩负着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教

育功能，在素质教育改革创新下，初中体育教学也要与时

俱进，根据中学生当前的身体发展需求和客观规律，优化

体育教学内容。因此，中学体育教师更要深化改革创新，

激发学校体育活力、转变教学观念，更新丰富体育器材、

优化教学模式，增加体育实践比重，促使更多中学生都能

在教师的引导下强身健体，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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