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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育游戏在中小学体育教学应用中的不足与改进分析
朱伟杰

（辽宁省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各学科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也得到了改变，尤其是中小学体育教学，受到国民整体素质下降的

影响，得到了更加广泛的重视。目前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还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足，包括学校、教师、家长和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因此为了能够科学、合理地规划游戏内容和教学方式，有目的性地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本文阐述了体育游戏在中小学体育教

学应用中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改进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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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游戏在中小学体育教学应用中的不足

（一）重视程度不够

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我国中小学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

普遍不够，学校、教师和家长过多的将精力放在了提高学生文化

课成绩上。在校期间学生得到了体育锻炼程度不够，在课余生活中，

绝大多数家长都会选择让孩子进行文化课的课外补习，这种情况

直接导致了我国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的下降，近视、肥胖甚至很多

心脑血管疾病也呈现出了低龄化的趋势。另外，随着我国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电子产品的应用更加普及，对于小学生而言，缺乏

足够的自制力去抵抗这种游戏的诱惑，最终导致体育游戏在教学

过程中无法正常开展。

（二）教学方式单一

由于我国小学体育教学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教学环

境、体育器材、课时长度和考核方式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

导致了我国中小学体育课在课上教学过程中很难有效展开体育游

戏教学，教师一方面需要教授学生基础的体育理论知识，又需要

能够帮助学会培养运动习惯、掌握运动技巧，在期末还需要进行

相应内容的考核。这就导致了教师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设计相关的

游戏环节，并且带领学生参与其中。

（三）缺少针对性教学

想要更好的开展体育教学，将体育游戏的方式应用在其中，

就需要教师能够对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分析，并有针对性地设计

教学环节和教学内容。尤其是中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和心理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部分中学生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会出现各种心理状

态和叛逆行为。而我国体育教师普遍都会选择“一刀切”式的教

育方法，对于不同运动基础和运动能力的学生采用相同的游戏内

容，造成很多学生由于运动表现不佳而失去了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二、体育游戏运用方式的改进策略 

（一）提高学校和社会的认知程度

近年来，我国教育系统对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和体育教学

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和很多欧美体育强国相比，我国的体

育游戏运用理念和公众认知程度还有所不足。因此，学校需要发

挥自身宣传作用，利用校广播站、宣传板报等途径对体育教学、

体育游戏进行知识普及和宣传；其次，还需要帮助家长形成正确

的体育运动价值观，让家长能够明确体育游戏开设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对于学生而言，学校应该在开展体育游戏活动的过程中，

正规其组织结构，让学生能够真正从游戏中获得提升和受益。

（二）尊重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

体育教学和其他学科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中学生进入到青春

期后，身体和心理都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比如很多女生开始更加

重视自己的外表，不喜欢大量运动造成的形象影响，或者由于生

理问题而没有办法参与体育游戏活动等。

首先，重视体育游戏的育人功能。在体育教学环节育人功能

发挥不足也是我国体育教学存在的现状之一，体育游戏永远离不

开两个关键因素，合作和竞争，只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坚韧

的意志品质，才能够在体育游戏中取得更好地表现。

其次，中小学阶段是学生心肺功能发育的重要时期，心肺功

能的成长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血氧含量和脑部供血能力，让学生

的肢体活动和大脑思维变得更加敏捷和轻松。而心肺功能的提升，

离不开体育游戏活动中对学生耐力的训练，所有需要长时间跑动

的游戏项目都能够帮助学生进行运动中的呼吸节奏调整，自行加

深呼吸的深浅度，尤其是很多球类运动，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在不

懂节奏运动下的呼吸方法。

最后，体育游戏教学还能够帮助学生神经系统良好的成长，

通常来讲，人类的反应速度和自身新陈代谢的速度有着直接的关

系，体内物质合成速度快，身体机能的恢复效果就更明显，在工

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整个人就会更加兴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还需要能够按照新课标的规定，在每天至少一个小时的体育活动

中，充分安排学生进行游戏，促进学生体内的新陈代谢功能发育，

保证其身体和大脑的同步协调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体育游戏在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比重正

在逐渐提高，体育教师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就需要能

够深入了解该学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并有针对性地设计课程内容。

在保证学生人身安全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合理构建运动强度，

让学生的肌肉强度、肌肉力量、柔韧性等素质得到提升，并且注

重学生心肺功能和内分泌系统的锻炼，为其学习和生活打下更好

的身体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志德 . 体育游戏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J]. 当

代体育科技，2015，5（02）：84-85.

[2] 李金晓 . 中小学体育教学游戏化探讨 [J]. 青少年体育，

2017（03）：61-62，40.

[3] 张欣 . 游戏化教学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作用分析 [J]. 当代

体育科技，2017，7（29）：83-84.

[4] 李若楠，李鹊 . 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及应用策略

研究 [J]. 亚太教育，2016（23）：206，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