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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运用丰富了教学形式，为

课堂注入了新的活力。游戏教学是组织好课堂的有效组成部

分，既有利于将学生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又能锻炼他们的

团体意识，使孩子们在快乐中习得知识。体育教师一定要把

握好游戏的度，严把安全关，在游戏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全

面促进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让学生在学习中不仅能够得

到健康的身体，还能得到快乐的童年。

1  运用体育游戏教授体育技能

体育教学中加入体育游戏，能够充分调动小学生的学习

兴趣。体育教师教授新技能一般都是通过口头说教进行的，

很难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导致学生很难参与其中，对知识和

技巧等也基本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中。这时，老师可借助组

织小游戏的形式将技能训练的技巧浅显地注入其中，提升孩

子们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够把刻板的机械训练转变成有意义

且运用技巧的对抗性比赛中。因此，要严格依据小学生身心

发展特征，巧妙融入、合理运用体育游戏，切实提高教学的

整体质量。

2  增加乐趣性，教学方法也能够实时多变

体育游戏的设计和选择要紧密联系教材和课堂的教学内

容，体育游戏是体育锻炼和游戏活动的有效结合，不仅需要

教师充分认识到体育游戏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要注重游戏活

动中的体育教学内容渗透。在教学中，适当的游戏穿插丰富

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变得更加灵活。体育课一般都在室

外进行，教师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变多。大部分学生对新鲜事

的好奇心很强烈，一些体育知识如果采取单调的理论讲解和

动作示范，学生的耐心、注意力也不易于集中，结合教学内

容把游戏融入其中，创新教学方法，学生自然也会认真听讲，

专心锻炼。

3  运用游戏材料，培养学生想象力

体育游戏是小学体育课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选择游

戏时，要示学生的具体情况而定，合理利用教学资源，为学

生提供更适宜的活动场所。通过利用废旧材料的方式培养他

们的想象力。

师：“大家知道旧报纸有什么用吗”？

大家纷纷阐述自己的答案，教师可以顺势展开实践活动，

如让学生头顶报纸跑步，在跑步的同时做多种动作，锻炼学

生的平衡能力。还可以进行贴报纸跑，把全班学生分成两个

小组，两组均成员在背上粘贴报纸进行接力跑，先到达终点

且背上报纸不掉的小组为胜，在锻炼学生奔跑能力的同时，

让游戏成为体育教学成效提升的有效“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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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游戏是小学生喜爱的体育教材之一。游戏具有趣味性和竞争性，游戏教学是广泛被应用的教学方法，在游戏的过

程中获取体育知识。多种游戏活动的展开，更能让小学生减轻文化课程带来的压力，在压力得以排解的基础上，学生们也能树立自信心，培

养团结友爱、自立自强等意识。团体活动还能使学生增强荣誉归属感，从而更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体育教学活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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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培养了他们的合作意识及集体意识。

4  运用体育游戏培养学生体育精神

体育教师除了要教授学生基本的体育知识和运动技巧，

锻炼身体素质外，还要培养他们坚持不懈、勇于拼搏的体育

运动精神。实现这一目标单靠口头讲解和枯燥练习很难实现。

体育游戏具有很强的竞技性，通过体育游戏培养学生团结协

作、永不放弃的精神，从而升华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提高

综合能力。如，以“接力跑”活动为例，为了使学生感受运

动竞技精神，在接力跑的游戏中可以设置规则，并要求学生

严格遵守，如在接力时除传递接力棒外，也要互相击掌以示

鼓励。同时，要求小组内的其他成员在本组成员跑时呐喊助

威，相互鼓励。对一些体力不够、耐力不足的学生，要鼓励

他们不放弃，坚持跑到终点。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体育精神的

意义所在外，促进良好品质的形成。

5  应用在整理环节中

整理环节的目标是为了减少学生身体的疲劳感，保证他

们的身体技能得以恢复。以往的体育整理教学中，学生会因

为整理环节的乏味缺少学习耐心，导致部分学生出现应付的

情况。这势必会影响到学生身体的健康发育。把游戏引入到

活动中，强化学生身体紧张状态到安静状态的过渡，还能彰

显整理环节的开展性质。比如，引进舞蹈等一系列的游戏活

动，维持学生对整理环节的兴趣与喜爱，放松他们的紧张情

绪，还能适当拓展学生体育知识的储备量。

游戏趣味性强，把游戏穿插到体育活动中有助于学生积

极主动地投身于锻炼中。和谐的教学氛围更利于游戏活动的

开展，引导体育健康教育，鼓励学生自主参与其中，最终达

到培养学生智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目的。但是，需要

注意的是游戏的选择要符合小学生的特点，确保体育课的顺

利开展，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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