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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课堂中的无效教学行为，不但不利于学生学习思考学
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学生个性成长，缺乏有效培养学生
的创新认知和思想，也会对师生间的和谐关系带来不利影响。
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工作，提出教师要根据社会发展及时更新教
学观念，在重视学生学习情况的同时关注学生身心的全方面健康
发展。因此，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要重视无效教学行为的
产生并及时改进，为学生创建优秀的体育教学环境。

1  体育课堂无效教学行为的成因
1.1体育教师自身因素
根据我国目前的体育教学情况可以看出，仍有部分学校的体

育教学受到传统观念影响，课堂活动内容单调。还有部分体育
教师对自己的课堂地位认知不清，经常以命令性的口吻指挥学
生，与同学之间交流不积极，导致教师和学生之间出现代沟甚
至成为矛盾。一部分体育教师的学科知识相对较为薄弱，体现
在讲解课程时语言运用不准确、动作示范时教学目的不强烈等，
造成学生不易理解相关知识点，不能很好的和体育教师共同完成
体育教学任务。或是体育教师责任感不强，没有在课堂教学中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制定教学目标，产生敷衍教学的行为[1]。或
是教师经验不足、教学能力较弱、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运用
并没有起到较好的效果等都是由于体育教师自身因素，形成无效
教学行为成因

1.2学生自身因素
首先，由于学生自身体能、身体素质较差或是运动基础较差，

那么教学内容就算再新颖、教学方式再特别，也不能帮助学生更
好完成体育课堂任务，此时教师的行为就是无效教学。其次，学
生在体育教师讲解体育的过程中，选择的学习策略不正确，在体
育学习中缺乏相应的策略、技巧，致使体育教师的教学效果大大
降低。正确的学习动机会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为轻松，学生
学习动机不强，会影响学生在课堂中的注意力，动机过强，会导
致学生情绪过度紧张、焦虑，都不利于学生学习。学校中不免存
在部分些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不高，更重视专业课程的学习本
能产生对体育课程的反感心理。学生被动参与体育课程，对体育
练习的积极性不强缺乏兴趣等种种原因都会导致体育课堂教学质
量受到影响。

1.3教学因素
根据相关研究调查表明，在体育教学中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

与实时更新程度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证明教学内容不合
理也会导致教学行为无效。或者体育教学中缺乏针对性，没有考
虑学生自身情况，制定教学目标。还有教学难度与实际社会情况
不符，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脱节，也导致学生不能更好的接受教
师传授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没有实践性、教学存于表面、没有
重视学生自身的兴趣程度等都是由于教学过程不科学，从而造成
无效教学行为。除此之外，体育教学场地不充足，致使很多体育
教学的内容无法教授，多班级、多年级一起上体育课时也会相互
产生一定影响，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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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课堂无效教学行为的对策
2.1更新体育教师的教学理念
依据新课程改革的教学要求，体育教师应建立在教学工作中

以学生为重心的教学理念，提高对学生自身情况的关注度。体
育教师在教学环节中，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了解班级学生的身体素
质、运动基础等情况，尊重学生间的差异，根据社会发展和实
际需要，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体育能力。建立一套科学化、系
统化的教学机制，帮助学生身体素质发展。树立体育教师的教
学理念，还要提高体育教师的自主意识。提高自主意识就是提
升体育教师自身素质发展，在自主意识的督促下，体育教师做
到严加约束自身行为，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也有效减少无效教学
行为。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及时根据社会发展，积极完善教学方
式，帮助学生更好学习体育、锻炼身体素质。为了有效提高教
学行为的有效性，教师要养成在教学过后自我反思的行为，从
建立教学方案到课程结束后学生的反馈，从细节处着手反思自身
行为和教学环节，探寻改进方向，在教学中反复实践，找到最
有效的教学行为。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自身体育能力的同时
也帮助教师积累教学经验，更好完成新课程改革的教学目标[2]。

2.2建立系统的体育教学机制
首先，体育教师要重视课前准备工作，检查运动场地、器

械等为学生的体育课堂营造出健康、安全的环境。其次重视课
堂知识环节的导入，便于学生理解。有效的课堂导入能有效引
导学生快速投入课堂，对教师讲授的内容产生好奇心理。教师与
学生一起做热身运动，提高学生参与动力。在授课过程中，体育
教师要有意识的自我约束，讲解知识清晰明了、示范动作优美准
确，激发学生想要学习的想法，还要针对学生自身情况有针对性
指导，依据动作的难易程度，科学的把握示范次数，有效引导学
生掌握相关知识和能力。教学中增强互动过程，积极拉近师生距
离，教师对学生交流的结果做出补充和知识点延伸，有效提高教
师与学生的和谐关系。最后，课后及时放松帮助学生有效缓解疲
劳，加强学生身体素质同时巩固理论知识。

结语：综上所述，从教师、学生、教学情况等角度都有较多
因素导致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出现无效教学行为，学校和教师应对
此予以重视，首先根据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体育教师应树立以学
生为重心的教育理念，再依据社会发展和学生自身的实际情况，
建立起系统化的教学机制，强化自身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的同时
引导学生理解知识、锻炼身体、掌握体育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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