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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教学法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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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阳光体育”行动计划的全面推进，体育教育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成为当前高中体育教学改革的关键动力。在高中体育教学中，

教师应关注学生的运动兴趣、每日运动锻炼时长、运动技能水平、健康意识与体育品德等各个方面综合素养的发展。但现阶段高中体育

教学中面临着诸多问题，不仅影响着学生的运动兴趣，而且对学生的运动能力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本文即以游戏教学法的教学应用展

开研究，通过分析当前体育教学中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提出游戏教学法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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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体育具备多方面的教育价值和功能，不仅可以促进学生

终身体育意识的建设，而且还能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健康意识

与体育品德，对学生的体能健康、生活娱乐、心理品质、生活态

度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针对现阶段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较

少、体育课程积极性不足的问题，教师则要充分掌握游戏教学法，

通过游戏载体提升体育课程的趣味性，进而让学生能够回归户外

体育，拥抱新生活。

一、现阶段高中体育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一）未能落实以生为本原则

以生为本是现代教育下教师教学的基本原则，是提高课程质

量与效率的基础所在。现阶段高中体育教学中，教师所采用的教

学方式对于生本原则的落实不足，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第

一，以生为本要求教师以学生视角切入教学设计，确保教学内容

与课程活动符合学生的兴趣与需求，进而能够达成良好的教学效

果。但目前教师的体育课程设计并没有从学生视角出发，一方面

教师根据自身的教学经验选择课程活动，另一方面设计的体育活

动形式和训练方案也不符合高中学生的需求，比如在篮球教学中，

很多训练活动枯燥无聊且难度较低，不符合高中阶段学生的运动

需求。第二，以生为本要求教师为学生提供自主表达和实践探究

的平台，以此强调学生“学”的过程和成果。但当前体育课程中

学生自主能力发挥的机会不足，主要跟随教师的指导与示范进行

被动学习，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探索能力造成了打击。

（二）未能关注学生综合素养

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全面发展是现代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是确保学生核心素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的关键所在。现阶段

高中体育课程对学生的能力关注比较片面，主要集中在学生身体

锻炼与体能成长方面，因此课程设计以体魄训练为主，进而对学

生心理健康问题、集体意识、合作能力、胜败观念、安全意识、

意志力等方面的培育不足，使得学生的发展呈现出片面化特征。

比如在足球教学中，教师更关注通过足球运动强化学生的身体素

质，却忽视了足球运动为学生带来的其他层面的能力变化，比如

拼搏意志、团队合作能力等，这就需要全面改进体育课程设计目

标指向，突出多元化目标与综合素养培育的基本特征。

（三）体育课程设计缺乏变化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持续推进，体育教学方法在不断升级与变

化，成为引导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现阶段高中

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由于重视程度较低，或者缺乏改

变现状的认知与意识，进而使得课程内容缺乏引导性、趣味性与

新鲜感。多数教师仍以经验作为教学活动设计的依据，进而通过

理论讲解、动作演示、动作训练、课堂检测等环节进行教学，不

仅难以引起学生的持续关注，而且还会削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

积极性，由此导致体育课程的质量水平不断下降。

二、游戏教学法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趣味热身，强化学生运动兴趣

在体育教学中，热身运动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热身运动不仅

可以帮助学生做好运动准备，进而有效避免因突然剧烈运动而造

成的安全威胁；而且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保持专

注的学习态度。但是传统的体育热身环节单调无趣，学生只能像

做操一样跟随教师做动作，甚至还有部分学生存在敷衍的意识与

行为，进而使得热身效果不佳。对此，教师即可融入游戏教学法，

以此通过趣味化设计，提高学生参与热身运动的积极性。

在常规体育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舞蹈创编”游戏组织学

生进行热身运动。首先，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选择当前

流传比较广泛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在课上播放的同时随机选择

学生根据该音乐的节奏或风格做出一个体操动作或舞蹈动作。在

该学生之后选择另一名学生接续其动作，由此凑齐 8 个动作，构

成两个小节。其次，重新播放音乐，并要求该八名学生按照自己

设计的动作依次完成表演，并要求其他学生跟随模仿、学习甚至

改进，并逐步将这些动作组成一段流畅的舞蹈。当学生都能熟练

跳出动作后，重新播放音乐，并引导全体学生列队跳舞。同时教

师还可以将学生跳舞的片段拍摄记录，并将其发布在校园网或学

校新媒体平台之上。通过这样的游戏形式，不仅可以有效强化学

生的锻炼效果，而且还能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同时对于学生的

运动积极性也有重要激励作用，具备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不同项目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则可以结合运动项目内容进

行游戏化热身设计。例如在足球教学中，教师可以开展“我是搬

运工”的趣味游戏。首先，教师可以将学生分为 10-15 人的小组，

要求各小组排成纵队，每个学生之间间隔一步距离。其次，教师

分别将足球传递给各个组最前端一名学生，同一时间开启游戏，

前面的学生需要用双手抱住足球，通过向后弯腰仰面的方式，将

足球从头顶传递给后面的同学，由此依次传到最后一人，速度最

快的队伍获胜。通过这样的游戏设计，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腰部、

背部、颈部、腿部、手臂、手腕等部位，进而可以起到有效热身

的作用。

（二）游戏协作，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在高中阶段的体育教学中，大多数体育项目或活动形式都需

要学生采取合作的形式，因此团队精神成为教师关注的重点培育

内容。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运动水平，而且对学生的长期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则可以通过设计团队游戏，以

此激发学生的集体意识与默契合作能力。

以篮球教学为例，每一个班级中学生对篮球的喜好、运动能

力各有不同，为充分发挥出每一个学生在运动中的作用，教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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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组织“篮球全能接力赛”游戏，以此提升学生的团队意识。首

先，根据学生的能力差异分为 5 人小组，通过抽签的方式进行两

两对抗。该游戏共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擅长运球的学生带球从

篮下出发，通过运球绕柱的方式将球带到中场，并将球传给同伴。

第二阶段由不擅长篮球运动的两名学生负责，一般可以选择女生。

两名队员需要将篮球放在背后并通过背靠背夹紧，双方不能互相

接触的前提下将球运到后场，进而将球传给最后两名队员。第三

阶段交给擅长传球和投篮的两名队员，其中一人要带球突进到篮

下后，以障碍柱为对手并将球回传到外线的另一名同学手中，该

学生可以采取三分球、后仰跳投、罚球线投球、三步上篮等方式

投篮，进而完成游戏接力。其次，组织学生按照该游戏展开活动，

各小组在赛前需要提前讨论，并有效分配每个队员的职责与任务，

以此通过提高合作的默契度，进而缩短时长获得胜利。

（三） 趣味情境，提升学生参与体验

强化学生的运动能力与身体素质是高中体育课程的重要目标

之一，但身体素质的提升需要学生进行持续性、重复性、机械化

的训练，进而才能达到理想效果。但这一过程往往会引起学生的

反感情绪与厌学态度，尤其在田径类运动中，学生很难感受到运

动的乐趣，进而参与训练的积极性也比较差，更难以获得正面的

学习体验。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趣味情境设计，将枯燥的田径活动

游戏化呈现。

例如在接力跑运动中，教师可以设计“保安抓小偷”的游戏

情境。首先，教师可以为学生创造一个趣味故事情境：在某大型

商场广场上，一个小偷成功从一名女士手中抢到挎包，然后开始

逃跑。广场上距离 5 米处的保安发现并第一时间进行追赶，广场

为分流每一百米设置了一道栏杆，当小偷达到栏杆处时将挎包交

给自己的同伴，保安也会叫出自己的同伴继续追击。此过程中一

共三道栏杆，最后一百米外是一个人流涌动的车站，小偷混入其

中就会消失不见，如果在此过程中保安未能追到小偷，则小偷成

功逃脱，反之则保安获胜。其次，依据该故事情境，将接力跑运

动与情境进行对照，要求学生分为两组追击的形式，第一组相隔

5 米，以此按照故事情境展开跑步。在分组过程中，教师则要合

理分配学生，确保各个小组中学生能力的均衡性，以此展现出追

击的紧张感，让学生具有角色扮演的学习体验。通过这样的设计，

可以将枯燥的训练活动趣味化，进而提升学生的运动体验。

（四）深化技能，提高学生运动水平

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教师还需要关注学生的运动技能发展，

尤其在足球篮球等项目运动中，学生的技战术水平不仅影响其团

队能力，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运动体验与成就感。因此教师

可以设计针对学生技能训练的游戏活动，以此弱化训练过程的疲

惫感与重复性。

以足球教学为例，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足球技能设计不同的

游戏活动。首先，在培养学生传球技巧时，可以设计“遛猴儿”游戏。

该游戏可以选择 10-15 人为一组，要求全体学生围成一个圈，相

互之间保持 2 米到 3 米之间的距离。围成圈的学生需要相互传球，

传球目标至少要与自己相隔三人以上，以此确保球会经过圆圈靠

近中间的位置。随机选择一名学生扮演“猴儿”，站在圆圈中央

并通过奔跑和预判，尽快拦截足球。成功拦截或有学生传球与接

球失误时，则需要与圈中的“猴儿”互换位置。通过这样的游戏

过程，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传球技巧，而且对于学生的反应能力、

快速判断意识与身体协调能力有着良好的训练效果。其次，在提

升学生射门技巧时，教师则可以设计“射门打靶”游戏。教师可

以在一面墙壁上绘制九宫格或十六宫格，每个格子中随机填写数

字，进而要求学生在一定距离外的固定点进行推射或者内脚面搓

球射门训练，足球击中格子中央且不压线，则获得格子中对应数

字的分数，三轮比赛后累计分数最高的学生获胜。通过这样的游

戏设计，可以进一步提升学生对腿部力量的控制效果，进而提升

射门精准度。

（五）场地优化，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除了对体育活动的形式与内容进行游戏化设计外，教师还可

以对学生的体育运动场地进行优化设计，以此凸显出游戏性或趣

味性，进而达到提高学生体育意识与运动积极性的目的。

例如在拓展训练课程中，教师可以设计“丛林穿越”主题游

戏。首先，教师应根据学校现有的场地进行优化设计，呈现出“丛

林”的主题特征。在环境创设中，教师可以与学生形成互助关系，

互相提出可靠的建议与想法，进而通过实践行动进行落实。比如

学生提出可以利用羽毛球场地创设匍匐前进的“荆棘区”，而教

师可以将羽毛球场地上的球网作为“荆棘阻碍物”，由此创造符

合学生需求的场地特征。又比如利用绳索与单杠可以制作“攀藤区”

和“飞跃区”，或者利用呼啦圈摆出的位置设计“跳跃区”与“沼

泽区”。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可以创造出模拟“丛林”的主题

体育活动，让学生留下全新的学习体验，而且还能转变学生对传

统体育课程的认知，形成新的课程理解。

（六）拓展资源，培养学生体育文化

在游戏化教学应用中，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发挥传统民间体育

游戏的辅助教学功能，以此既可以丰富体育课程资源与内容，又

可以强化学生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传承意识，进而达到更好的

教学效果。

首先，教师要积极挖掘乡土文化与民间体育游戏资源。例如

在春秋两季中，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放风筝活动，通过讲述风

筝的制作方法、历史文化背景、放风筝技巧等内容，让学生感受

体育文化与游戏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次，教师还可以利用节

日文化，引导学生设计专题游戏活动。例如在端午节，教师可以

开展“模拟赛龙舟”游戏活动。学生可以利用硬纸板、塑料瓶等

生活用品与道具制作出龙舟的边框模型，学生需要竖直一排站在

龙舟框架之中。同时可以使用塑料板制作“联排鞋”，将同一个

龙舟中学生的两排鞋子绑在一个长塑料板上。进而开启赛龙舟模

拟游戏，学生们不需要敲鼓划桨，而是要喊出统一口号并迈出统

一步伐，最快将龙舟“划”到终点的小组获胜。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强化了学生的文化认知，而且还提高了其动手能力与团队精

神。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面临着诸多

困境与问题。对此，教师应深化游戏教学法的应用策略，进而在

热身运动、团队运动、情境创设、技能训练、场地设置、文化传

承等各个环节中渗透游戏导向，以此提升体育课程的趣味性与丰

富性，进而实现终身体育意识与体育学科素养的培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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