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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教学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戴志盛

（扬州大学，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武术作为我国传统的体育项目，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优秀载体。在小学体育课堂中开展武

术教学，不仅能让小学生体魄得到强健，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深刻体悟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其民族归属感和自豪感，对于其健

康和全面成长有着重大指引作用。基于此，本文就武术教学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现状及应用做了研究，旨在为广大小学体育教育者提供

一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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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教学作为小学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既能让学生强身，

又能让学生健心。然而，在当前的小学武术教学中，依然存有诸

多问题之处，使得其育人作用无法得到良好的发挥。如何正视这

些问题所在，采取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学措施，进而促使学生

的身心得以健康成长成为当前小学体育教学亟待面对的问题。

一、武术教学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现状

第一，小学阶段，学生的学习思维缺乏连贯性，其课堂注意力

无法长时间集中，而对于武术而言，其常常有着繁多的动作或套路，

需要学生拥有专注和持之以恒的心态，加上长期地训练，才能获得

良好的认知和技能收获，这对于耐性较差的小学生来说存在着一定

的困难，很容易让他们产生抗拒或畏难心理。第二，小学时期，学

生的身心素质、武术基础以及学习能力均有着较大的差异，使得部

分学生的武术学习效果低下。第三，部分体育教师的武术教学观念

存在滞后性特征，他们常常采用填充式的教学方式，过渡依靠言语

讲述或让学生反复训练一个动作，极大程度消磨了学生对于武术的

兴趣，同时也使得武术教学效果无法得到良好提升。

二、武术教学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一）信息技术辅助，激发武术兴趣

兴趣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他们只有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才会

极为热情地进行自主学习。当前，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信息

技术作为一种极富时代性、科技性的辅助工具，被广泛应用与小

学教育之中，并让学科教学获得了良好的收益。其能够以图片、

音频、影像等方式让抽象的知识加以具象化展现，使学生的听觉、

视觉等感官得到极强的刺激，激起他们的学习热情，推动教学有

效性的提升。对此，体育教师在武术教学时，也应将信息技术引

入于教学中来，推动教学有效性的提高。例如，在指引学生进行

武术动作练习时，教师可播放诸如《中国功夫》《男儿当自强》

《偷功》等乐曲，进而创设音乐形式的武术训练情境，激起学生

的训练热情。又如，在讲授武术礼仪知识点时，教师可先运用传

统的口述形式，向学生讲述抱拳礼或冲拳等基本的武术礼仪，以

此来深化学生的武德认知。接着教师可借用信息设备展示抱拳礼

或冲拳规范动作的影像片段，以此来激起学生的感官共鸣，简化

其学习难度的同时，让他们能够更加立体和深刻地体悟到武术礼

仪的内涵精髓，促使武术训练效果得到充分良好的提升。

（二）小组合作学习，培养武术精神

小组合作法作为当下较为时兴的教学模式，不但能激起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时对于教学效果的提升也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

因此，体育教师在武术教学时，可将小组合作法与课堂教学进行

深度融合，指引学生以合作的形式展开武术训练，有序地提升他

们的团队协作能力，促使其学习武术知识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均得

到充分有效的调动，深化学生对于武术精神的体悟。例如，在教

授五步拳的知识点时，教师可依据学生的身心素质和武术基础的

差异，在课题组建多个武术小组，各小组应当具有较强的平均性

和层次性特征，组内既包括武术基础优秀生，也要有潜力生和中

等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优带弱，消减体育和武术能力两极化

现象。然后，教师可在演示教学之后，指引学生进行小组式的五

步拳自主学习，并让组内太极拳技能掌握较为牢固的学生，对其

他学生进行动作要点的指导，促使班级整体在小组式的互帮互助

中收获良好的太极拳训练效果，让学生武术训练的能动性、自主

性得到良好的激发，在真正意义上将他们推至教学主位，让其逐

步提升武术技能掌握度的同时，自身的武术精神、互助精神也能

获得良好培养。

（三）引入竞技游戏，构建高效课堂

在以往的武术教学中，由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存有古板或单一

性特征，使得课堂氛围无趣且枯燥，很容易消减学生的学习兴趣，

阻碍教学有效性地提升。武术作为一门传统性质的体育活动，有

着极强的竞技性特点。所以，体育教师在武术教学时，应当重视

武术竞技性的发挥，促使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武德武品得到进一步

深化。而将竞技游戏引入于武术训练之中，则能实现这一目标。

例如，在武术教学中，基本功的训练相对较为枯燥且无趣，但倘

若学生想要学好武术动作，就离不开步法、手法以及身法等基本

功的联系。因此，体育教师在教授武术基本功时，应当先以示范

法的方式教授学生武术步法、手法以及身法。然后，教师可指引

学生自行或分组练习这些基本动作，并将竞技游戏引入于课堂之

中。期间，教师将充当武术裁判，指引学生以晋级赛形式进行武

术基本功对比，并规定点到为止，合理指出学生的不规范之处，

并进行相应的点拨，让学生能够在竞技游戏中，深化自身对于武

术基本功的掌握度与认知度，树立武术学习的自信，进而让课堂

教学效果得到充分有效的提升。

三、结语

总之，体育教师应当实现自身教学观念由旧向新地转变，将

学生的实际和发展需求当作武术训练的切入点，不断延伸和探索

武术训练方法，创设趣味性、实效性兼备的课堂环境，深化学生

的武术认知，培养其武术品德，让武术训练育人优势得到良好发挥，

为学生健康和全面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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