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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设游戏，创新教学——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策略分析
唐玉梅

（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南溪小学，重庆 404505）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逐步深化，对小学体育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教师在体育课堂上需转变传统的授课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即引

入体育游戏，激发小学生的游戏乐趣，让他们在游戏中掌握更多的运动技巧，促进小学生体育观念的形成，真正发挥体育教学的积极作用。

在本文的论述中，笔者主要从小学体育游戏教学的作用、原则及策略三个角度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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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体育课堂上，部分体育教师采用加大训练量的方式

让小学生掌握相应的体育技能，并不注重培养小学生的体育学习

兴趣，导致部分小学生对体育学习产生较为严重的抵触心理，而

让他们树立终身体育意识便成为空谈了。对此，小学体育教师一

方面需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更应转变传统的授课形式，

真正创新教学方法，即引入游戏教学模式，激发小学生的体育学

习兴趣，让他们真正在相应的体育游戏中掌握运动要领，从体育

学习中获得精神和身体的全面成长。

一、小学体育游戏教学的作用

教师可将游戏融入体育教学中，在提升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度的同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将游戏融入体育教学的意义有

以下几点：

营造趣味性氛围，提升小学生的体育参与度。体育课堂较为

枯燥无味，教师通过单一重复的操作，让小学生掌握相应的体育

技巧，导致大部分小学生对体育学习产生较强的抵触心理。将游

戏融入体育课堂中，教师在营造趣味性体育教学氛围的同时，让

小学生真正参与其中，掌握相应的体育技能，感受到体育游戏的

乐趣。

促进小学生优良品格的形成。在体育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布

置两两对抗性游戏和团队游戏。在两两对抗性游戏中，教师引导

小学生通过观察对手的优势和劣势，让他们采取多种方式引发对

手暴露劣势，并利用这种条件获得最终的胜利，获得思维能力的

提升。在团队游戏中，教师可布置团队竞争游戏，让小学生为了

共同的目标相互协作，相互帮助，最终获得最终的胜利，提升小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培养小学生阳光的心态。在游戏的过程中，小学生可经历成

功的喜悦以及失败的沮丧，并能更为乐观、坦然地看待这种结果，

不是以某一次失败或成功看做最终的结果，而是真正在比赛中成

长，获得更为阳光和健康的心态。

二、小学体育游戏教学的原则

（一）兼顾简单性与趣味性

在游戏的制定中，教师不要将规则制定得太过复杂，而是尽

可能简单易行。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兼顾趣味性的特点，即结合

小学生活泼好动的特点，设置相应的游戏规则，让他们在实际的

操作中感受到体育游戏的趣味性。

（二）育人性与计划性并存

在进行游戏教学中，教师可借助游戏构建相应的教学计划，

即制定相对科学的执行步骤，并提前做出发生意外的准备，保证

游戏进行的平顺性。与此同时，教师需设置体育育人目标，即针

对不同的体育项目设置相应的体育教学目标，让小学生真正在体

育游戏中获得良好品格的塑造。

（三）安全性和目的性并重

安全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小学体育游戏也是如此。在开

展体育游戏活动前，教师需提前检查体育教学的场地，及时排除

相应的安全隐患，并组织小学生做好热身运动，避免他们在体育

活动中出现肌肉拉伤的状况，真正保证小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安

全。与此同时，教师应重视体育教学的目的性，结合小学生的身

体状况，为每一位小学生设置相应的体育学习目标，增强小学生

学习的目的性。

三、小学体育游戏教学的策略

（一）引入新游戏，增强小学生游戏学习的参与性

教师引入新游戏一方面可丰富教学形式，另一方面能提升小

学生参与度，最终达到体育教学的目的。为此，教师在设置教学

环节中需了解小学生的兴趣以及身体状况，考虑体育游戏所达到

的教学目的，构建新型的游戏模式。在引入新游戏的过程中，教

师可根据部分小学生喜爱看综艺节目入手，将综艺节目中的游戏

“移植”到课堂中，让小学生享受游戏的乐趣，锻炼他们的身体机能。

以“增强小学生的耐力”为例，教师可引入“撕名牌”的游

戏，让小学生为了最终的胜利，不断奔跑，最终达到增强他们耐

力的目的。在实际的游戏布置中，教师设置游戏规则如下：第一，

分小组。教师以小学生的体质及性别为依据进行小组划分，划分

成三人一组。第二，定规则。教师制定的规则如下：在游戏中，

小学生不能中途离场，不能随意丢掉身上的名牌，不能进行大幅

度的争抢活动。第三，设奖励。教师以游戏的时间长短为依据奖

励小学生相应的物品。通过开展这种游戏模式，教师在让小学生

感受游戏趣味性的同时，也能提升他们的课堂参与度，达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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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身体耐力的目的。

（二）改进民间游戏，增强小学生身体的协调性

在开展体育游戏的过程中，教师可深入研究各种民间游戏，

结合小学生的身体发育特点以及他们的爱好灵活选择相应的民间

游戏，让小学生在游戏中获得快乐的同时，增强他们身体的协调性。

为了增强小学生身体的协调性，教师选择“跳房子”游戏，

即让小学生在“奔奔跳跳”的过程中获得身体协调性的增强，提

升体育教学的趣味性。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改进传统的“跳房

子游戏”，让小学生跳跃相应的格子，锻炼他们的身体协调性。

具体操作如下：步骤一，制定规则。教师画出相应的格子，让小

学生依此单腿跳跃，并在单腿俯身的同时，用手够到相应的石子。

假如小学生完成上述一个任务，则可进行下一个格子的跳跃。步

骤二，注意事项。小学生在跳跃的过程中只能单腿跳跃，不成出

现另一只腿着地，或是用手掌支撑地面的状况，否则判为游戏结束。

步骤三，开展游戏。教师观看小学生的游戏状况，并针对他们的

动作进行指正，让小学生掌握身体平衡的要领，并迅速完成游戏。

一位小学生在游戏中总是出现身体向右侧倾斜的状况。对此，教

师引导小学生掌握相应的平衡技巧，并适时地疏导小学生的心理，

让他们更为高效地投入到游戏中获得快乐。通过改进民间游戏，

教师让小学生享受民间游戏的乐趣，并锻炼他们的身体协调能力，

获得一举两得的教学效果。

（三）改进传统游戏，增强小学生的团队意识

在游戏教学中，教师除了让小学生获得体育技能提升以及获

得快乐外，更需要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在正确价值

观的引导下更好地进行生活和学习。为此，教师在游戏教学中需

让小学生有所思考和收获，促进小学生正确意识的形成。笔者主

要从改进传统游戏的角度入手，增强小学生的团队意识。

以“增强小学生的团队意识”为目的，教师转变传统的“老

鹰捉小鸡”游戏，将“老鹰”手拉手相连构建相应的“鹰网”，

去捕捉“小鸡”。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并不是让小学生直接游戏，

而是制作悬念，让小学生猜测最终的游戏结果，激发他们的游戏

兴趣。在此之后，教师开展相应的游戏教学。简要介绍此次授课

过程：首先，划角色，激兴趣。规则如下：教师挑选几位身体较

弱的小学生进行老鹰角色的扮演，让其余小学生扮演小鸡。在制

定角色后，教师询问小学生：“请大家猜测游戏的胜利者是由两

位小学生组成的老鹰队，还是由其余小学生组成为数众多的小鸡

队？”大部分小学生的答案是小鸡队。其次，定规则，开游戏。

规则如下：老鹰在游戏中只要触碰小鸡的胳膊，或是后背，则小

鸡被捕捉，并“转变”成老鹰，加入老鹰的队伍，捕捉小鸡。为

了保证小学生的安全，教师再三强调：在小学生了解大概规则后，

教师进行相应的游戏。最后，说结果，诉感受。在老鹰获得决定

性胜利后，教师让小学生分享感受。小学生一说：“我本以为小

鸡会取得胜利，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老鹰获胜。”教师说：“你

可对比老鹰与小鸡的比赛状况。”小学生一经过沉思后，说：“与

小鸡相比，老鹰相对比较团结。老鹰手拉手，对准同一目标，齐

心协力进行总攻。小鸡的情况是：当别人危机发生时，未发生危

机的小鸡眼睁睁地看着同类被捉，无动于衷。在自己发生危机时，

小鸡只是四散逃命。两相对比，我真正感受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教师改编民间游戏，并将之运用在体育课堂，让小学生在玩耍中

获得安全意识、团队协作精神，最终达到“一石二鸟”的教学效果。

（四）创设课堂游戏，培养小学生良好品格

除了改编传统游戏外，教师可以教学内容为依据灵活创设课

堂游戏，在让小学生掌握体育技能的同时，形成良好的品格。为此，

教师在体育游戏课堂构建中一方面需深入研究体育内容，另一方

面要结合内容设置小学生喜闻乐见的课堂内容，让他们真正在体

育游戏的过程中思考、感悟，促进小学生良好品格的形成。

以“投篮教学”为例，教师以投篮的次数为标准设置不同的

奖励方式，让小学生在相互竞争、帮助中更为高效地掌握相应的

投球技巧，并运用个人的思维以及情绪控制更好地进行投篮，提

升小学投篮教学质量的提升。为此，教师可借鉴以下方面。方面

一，立奖惩机制。小学生的投篮机会为5次。5投 5中，奖篮球服；

5 投 4 中，奖篮球；5 投 3 中，奖篮球模型；5 投 2 中，奖护腕一

副。教师设置这种奖惩机制的目的是增强小学生的投篮积极性，

培养他们敢于、勇于竞争的品格。方面二，开投篮教学。教师从

投篮的身体姿势与持球手法两个角度入手，并重点讲解原地投篮

的动作要领。在身体姿势方面，小学生的重心放在两脚之间，而

两脚需自然开立，两膝微微弯曲，并注意上体倾斜。在持球手法

上，小学生手指需自然张开，掌心留出空间，不能接触篮球；小

学生手指的控球部位是指根及以上部位。方面三，介绍投篮效果。

为了获得相应的奖励，大部分小学生能够投入到篮球的练习中，

并在一次次地纠正问题中逐步掌握投篮的姿势和手法，锻炼小学

生的耐性，提升篮球教学的有效性。

总而言之，体育游戏教学可获得良好的体育教学效果，一方

面体现在让小学生对体育学习产生良好的学习情感，促进他们终

身体育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促进小学生良好思维方式及价值观

的确立，还可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习惯。为此，体育教师

需真正重视、合理运用体育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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