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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阶段我国青少年的状况显示，小学生普遍都存在身体
素质偏低的情况，并且随着时间的增长有下滑的趋势，这对于
小学生今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如何提高小学生身体素质，激
发出小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是当下学校与教师应该考虑的问
题，也是小学体育教学的新目标。在新课程的标准下，想要提
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教学质量，体育教师必须强化自身能
力，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体育课堂中积极创新，不断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1  小学体育教学的现状
1.1缺乏系统的教学体系
在小学阶段，学生们的身体、思想仍处于迅速发展阶段，

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掌
握小学生的这些特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计
划。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国大多数的小学体育课程都
是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的，标准下的教学计划对学生的培养
远远不够，达不到提高学生的目的。而且，对于小学生而言，
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比较笼统，学生很难理解上去，在进行学
习的过程中也容易产生厌倦的情绪，导致了学生在主观上对运动
训练失去了信心，打击了小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因此，
小学体育课堂中体育教师想要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身体素
质，需要对教学方法以及教育模式进行创新，建立一个科学的
教学体系，以此来提高小学生的综合素质。

1.2体育教学方式针对性弱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由于小学生身体各方面还处于发展阶段，

生理与心理发展都不够成熟，如果体育教师在此阶段对小学生进
行高强度的运动训练，会导致学生身体上受到伤害，而在教学中
只是一味地让学生进行自由活动，还达不到教学的目的。这其中
主要的原因在于体育教师对教学方法与方式针对性太弱，不够科
学，教学手段比较单一。例如，在进行小学篮球运动的过程中，许
多学生缺乏篮球的基础，甚至许多学生没有接触过篮球，对篮球
知识也是一知半解，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直接让学生进行相互
间的配合，会导致学生无从下手，篮球教学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这
种现象就是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前没有对学生进行了解，在课
堂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对学生技术的强弱进行有效区分，没有针
对性，不能因材施教[1]。

2  创新小学体育教学方法的措施
2.1创新体育课堂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体育课程教学中，每节课的时间为四十分钟，课堂

内容分为两种形式，在课堂的前半部分进行简单的教学，后面的
时间让学生进行自由活动。长此以往，教学内容单一。灵活性不
够，学生在体育课堂中并不能得到提高，与当下素质教育的教学
目标相违背。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结合实际，根据学生的身
体条件以及生理机能制定合理、科学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进行
体育运动的兴趣。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可以运用多媒体教学，小
组互动合作教学，课堂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但是无论哪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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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都要以学生为主体，围绕学生进行教学。例如，在
进行中长跑运动的同时，体育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中长
跑运动可以锻炼哪些部分？跑步时为什么要注意呼吸与节奏的控
制？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且在得出结果后进行讲解，不仅可
以提高学生对中长跑的知识储备，还可以锻炼学生回答问题的勇
气。在学生自主发言之后，教师在通过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
对课堂讲解内容进行升华，以此来提高教学效率[2]。

2.2 加强师生互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
上面提到，当前许多小学体育课堂中，体育教师对学生了

解不够深入，没有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因此，体育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与学生进行互动，准确地为学生进行反馈，
让学生在互动中了解自身的不足，从而帮助学生进行有效的运动
锻炼。例如在进行蹲踞式起跑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夸
赞，会增加学生的信心，提高学生的兴趣。教师与学生间的互
动伴随着学生的整个校园阶段，所以在课堂教学中，体育教师
应积极地与学生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为课堂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氛围，促进学生进行学习。另外，因为每个学生的身体条件与
身体机制不同，教师应该尊重每个学生，不戴有色眼镜，做到
对学生公平公正，不过分关注某一个学生，不冷落某个学生，
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学生完成动作优秀时要进行夸赞，完成
效果不佳时也要进行鼓励，但是不能过于表扬，会影响到学生
的健康发展。因此，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要加强与学生的互动，
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提高教学质量。

2.3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当前小学体育课堂中，许多体育教师还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

进行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进行学习，这直接导致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缺失。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应该在教学过程中成为主体。
体育教师应围绕教学主体进行有效教学，教学方法的创新也应契
合主体的需要。一方面，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
况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创新，无论是教学方式还是内容都要以
学生为主体。另一方面，体育教师在课堂中应给与学生展示的机
会，让学生充当教学者，锻炼学生的勇气，并在教学的同时进行
思考，在思考中提高能力。

3  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达到教学要求，需要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

中应积极地进行创新，需要体育教师提高自身的能力，完善教学
方法，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并且要在实
际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去进行体育运动并且热爱
上运动，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小学教
育课堂的实效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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