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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学体育课趣味田径教学发展与对策 
石慧娇 

（康巴什区实验小学） 

摘要：学生提升身体素质途径主要是学校的体育课堂，而田径运动作为最古老的体育训练项目是学生提升身体素质过程中接触

最多的项目，也是提升身体素质最安全、便捷的项目，虽然传统田径项目有着安全、便捷等许多优点，但是其也有教学课程枯燥乏

味的缺点，因此传统的田径项目的课堂教学效率并不高。因此，小学体育教学如何把握机遇，发挥出自身的教育功能，促使学生的

体育素养得到发展，这是每一位从事体育教育工作者需要积极思考和探究的问题。本文针对小学田径教学训练，分析其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一些科学性的开展措施，以此推动小学田径教学训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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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in way for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physical fitness is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in schools，

and track and field，as the oldest physical training program，is the one that students have the most contact with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ir physical fitness，as well as the safest and most convenient one for improving their physical 

fitness. Although traditional track and field programs have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safety and convenience，they also 

have the disadvantages of boring teaching courses. Therefore，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track 

and field events is not high. Therefore，how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give 

play to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literacy is a problem that every 

physical education workers need to think and explore active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and training in primary school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cientific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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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趣味田径开展的意义 
少儿趣味田径项目可以针对少儿各自的身体特长制定相应的活

动方案，从而让整个运动过程变得有趣生动。在以前的体育课堂田

径活动中，校方的教学方案以安全但是单一的跑步方式来进行，少

儿在日复一日的重复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厌烦的情绪，这也

严重影响了少儿对于运动积极性。通过引入少儿趣味田径项目，可

以重新调度学生对于学生的积极性，并以别开生面的运动方式、新

颖的活动项目，引导少儿逐步投入其中，大大提高了田径教学的有

效率。在开展少儿趣味田径教学时，教师根据少儿趣味田径教学条

例，根据少儿的实际情况以及身体特长进行针对性教学，可以有效

避免田径教学方式固话[16]。只有充分调动少儿的兴趣，才可以提升

学生锻炼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少儿的身体素质。对于少儿而言传统

田径活动内容过于枯燥无聊，虽然能够提升身体素质，却会违背少

儿活泼多动的天性难以持久。少儿趣味田径项目由于其多种多样的

活动方式，以及其充满趣味性的运动内容，正好可以契合少儿阶段

的活泼天性。因此，开展少儿趣味田径项目具有激发学生运动兴趣、

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丰富国家田径后备人才的储备；弘扬田径文化，

传承田径精神等现实意义。 

二、趣味田径项目与传统田径的区别 
（1）在组织方式方面：传统田径项目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加强学

生对田径运动基础技能的练习，经过多次练习同一组动作从而提高

学生对其的熟练度，同时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而少儿趣味田径项

目则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并根据学生各自的特性，选择合适的

教学方案以及训练器具。 

（2）在训练器材方面：传统田径训练器材是具有一定专项性的

专业体育器具，对于身体还未发育完全的青少年来说，过于复杂也

很难正确规范的完成相关训练动作，易损伤学生的身体健康，影响

学生的正常成长。而少儿趣味田径项目则更加注重学生的身体承受

能力，主要以轻便、柔软、环保、无危害材料制作的软包器材，让

学生在轻松的完成锻炼项目的同时，可以生动体验到锻炼的乐趣并

且乐在其中。 

（3）在少儿德、智、体发展方面：传统田径项目一般以成绩为

主，过于注重成绩的好坏，在运动过程中只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

对于其他方面并没有其他促进作用，而且由于过于注重成绩以及枯

燥机械的锻炼过程，致使学生在锻炼过程中较为麻木容易产生消极

情绪，对于学生的德、智发展极为不利。而少儿趣味田径项目由于

运动内容较为简单且极具趣味性，同时非常注重提升学生的团结性、

友爱性以及乐观性，因此在锻炼少儿身体素质的同时也渗透着德育

智育，培养少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全体提升少儿整体素质。 

（4）在教学方面上：传统田径项目教学主要关注点在于学生整

体身体素质，在经过多轮选拔后优中选优，淘汰表现较差的学生，

优先培养整体身体素质较强的学生。而少儿趣味田径项目主要教学

思想是根据学生各自的特长进行针对培养，经常布置需要团队配合

的教学任务，相对而言更加关注学生的整体发展方向。 

三、趣味田径应用于小学体育的策略 
（一）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兴趣 

准备活动是小学体育课堂的主要活动，也是起始活动。众所周

知，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是以引导学生掌握体育知识，获取体育技能

为主要目的的。由此可以看出，学生是教师组织体育教学活动的主

体。但是，在当前的小学体育课堂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不少教

师忽视学生的课堂学习状态，一上课就开始讲授体育知识和技能，

导致学生在还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走进体育课堂，

终使得课堂教学低效甚至无效。针对传统教学不足，笔者尝试将趣

味田径应用到准备活动中，使学生在一上课借助趣味化的活动，产

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同时借助自身体验走进体育课堂，有效地做好

课堂学习准备。以“老鹰抓小鸡”趣味田径项目为例，这是一项具

有趣味性的活动，而且，大部分学生在是日常学习生活中，早已体

验了此项活动，积累了活动经验。所以，将这项游戏应用到课堂上

是可以满足学生们的学习需求。在准备活动中，笔者先将全班学生

按照男女划分为两组，每组选出一名“鸡妈妈”和一名“老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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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员扮演“鸡宝宝”角色。接着，笔者公布此次活动规则：在指

定的范围内，“鸡妈妈”要带领“鸡宝宝”躲避“老鹰”的追捕，不

能走出指定的范围，否则被判失败。“老鹰”抓到的“鸡妈妈”或“鸡

宝宝”是“俘虏”，在规定的时间里，如果“老鹰”可以抓住五个“俘

虏”则为获胜方。在公布游戏规则的时候，笔者看到大部分学生跃

跃欲试，产生了浓厚的参与兴趣。于是，笔者把握时机地将游戏权

利还给学生，驱动他们按照规则玩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学生

们不仅建立了积极的学习情感，还通过运动充分地锻炼了肢体，减

轻了机体惰性，为有效地参与新知教学活动做好了准备。 

（二）培养学生的训练兴趣趣味引导练习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球类和田径是主要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

其中，田径是体育学科各项活动的基础。但是，在传统的小学体育

教学活动的实施过程中，部分教师没有重视田径价值，大都应用“教

师教，学生学”的方式，单向地讲解基础的田径知识，机械地反复

训练田径技能。教学实践显示，大部分学生失去了田径学习兴趣，

同时也没能有效地掌握田径知识，发展田径技能。针对该情况，在

组织体育课堂教学的时候，笔者尝试应用趣味田径，打破单一的教

学形式，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使学生在玩中获取田径学习乐趣，自

然而然地掌握、应用田径知识，提高课堂学习效果。以“田径起步”

为例，在组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笔者先利用多媒体直观地展现了

田径起步视频，要求学生们在观看的同时总结田径起步的动作技巧。

在多种感官的作用下，大部分学生可以初步地认知田径起步动作技

巧。接着，笔者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指导学生们在小组中合作

交流，总结田径起步动作技巧。之后，笔者根据学生们的总结情况

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通过一次次探究和教师指导，学生们可以准

确地掌握田径起步动作技巧。立足学生们的学习所得，笔者应用趣

味田径引导他们应用所学。此次笔者应用趣味田径赛跑活动。在赛

跑的路径中，笔者设置了古诗问答、数学计算等趣味活动，学生答

对问题，则可以跑向下一个环节。在终点笔者设置了一些气球，要

求学生打爆气球。 后，看哪一个学生用时 少，且打爆的气球数

多，则为获胜者，获得奖励。因为此项趣味田径是以训练学生的

田径起步技巧为重点的，所以，在学生参与的过程中，笔者认真观

察，发现他们的田径起步技巧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点拨。如此活

动，不但使学生们通过切身实践加深了对田径起步技巧的理解，提

升了田径起步技巧的掌握效果，还大大地增强了课堂活力，提高了

课堂教学效果。此外，不少学生通过经历此项活动实现了益智、益

身，提升了发展效果。 

（三）提高学生合作精神放松身心 

在小学体育课堂上，学生们需要经历多种多样的体育活动。通过

体验这些活动，大部分学生的血液循环会加速、心率会加快、肌肉紧

张程度会增加，尤其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在传统的体育教学活动

的开展过程中，部分教师忽视学生的如此状态，贸然地要求学生停止

活动，学生们因为突然改变身体运动状态出现了应激性反应，导致身

心受到一定的伤害，违背了体育学科教学原则。立足传统教学不足，

笔者尝试在课堂结束阶段应用趣味田径，使学生通过体验运动量小的

活动，慢慢地调整自身状态，放松身心。以“篮球”为例，在组织了

高强度的篮球拍球训练活动之后，笔者创设了“拍球过河”这项趣味

田径项目。针对该项目，笔者将学生们划分为四组，其中男生两组，

女生两组。笔者在操场上利用跳绳设置过河路线，学生们需要沿着路

线拍球前进。在此过程中，不需要关注速度和时间，只要关注球不脱

手、人不离线即可， 终看哪一组能按照要求完成活动，则获得奖励。

为了取得胜利，学生们开始慢慢地拍球，自然而然地舒缓了身心，同

时还进一步地增强了拍篮球的运动技能，提高了课堂学习质量。传统

的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一般按照教材内容实施教学计划，如此一来

整个教学活动缺乏丰富性。由于受到教材的局限性限制，导致学生在

活动中表现出自我为中心的现象，无法理解团队协作的意义，缺乏合

作精神和交际能力。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应该拓展体育训练，借鉴

一些先进的团队理论知识，利用身边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帮助学生

提高个人意志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例如：可以举办趣味运动会，在设

计比赛项目时，应该充分考虑适合学生个性发展以及班集体建设的体

育运动项目。譬如常见的排球比赛、接力赛、篮球比赛等这些团体项

目比赛。再比如“信任背摔这一运动项目能够培养学生学会如何信任

队友，同时也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促使学生加深对团队精

神的理解，激发集体荣誉意识。有助于学生了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

系，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从而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精

神，加强班级凝聚力。 

（四）以兴趣为导向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和内容 

对于小学生而言，田径训练是非常枯燥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

提到田径、跑步，都会让他们产生抵触情绪，进而不愿意参与到田

径训练过程中。因此，优化田径训练的方式，为学生制定出更加科

学的训练计划和内容，能够让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田径训练中去，

并且能够有效提高他们对田径训练的兴趣。为此，在实际训练的过

程中，教师可以通过采用一些教学工具，促使教学内容丰富化。首

先，教师可以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如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一些

具有愉悦性的田径训练和比赛视频，以此提高学生对田径训练的兴

趣。也可以通过游戏教学法，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习一些田径

运动技巧，使田径训练不再那么死板、枯燥。其次，在田径运动计

划的设定上，除了要珍惜课堂的训练时间，还需要有效利用一些课

余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学生的日常训练需求，确保学生的身体

素养得到有效的发展。然后在训练内容的制定上，尽量确保田径训

练内容符合学生的实际水平和兴趣爱好，这样才能提高田径训练的

效果。例如，教师可以设置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训练内容，让学生以

比赛的形式进行训练，这样不仅能够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参与兴趣，

还能提高学生的训练效果。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心智还未完全成熟，

心性比较天真，正是爱玩的时候。所以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活动的

过程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田径游戏，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学习相

关的体育知识，让整个教学过程趣味化。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引入游

戏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因此体育教师首先应该明确

游戏的规则，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比赛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团队意识，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协作精神。比如：在开展“多足跑”活动时，

只要有一个人不服从小组安排，那么就会导致整个小组输掉比赛。

教师在开展活动之前可以先声明比赛的规则：“多足跑”运动属于集

体活动，以小组为单位，一般以 5～8 人为一小组，多人之间协调配

合、齐头并进的“多足跑”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也能

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同时还有效培养了学生团结协作、奋勇争先

的精神，以及集体荣誉感。 

结语 
总之，小学田径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要重视田径训练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主

动学习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措施，促使田径训练的内容丰富化，以此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进行田径训练，进而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

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应该多与学生互动，在师生交流的过程中向学

生传递出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通过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利用游戏、

比赛的方式加强学生的合作训练，促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健康发展，

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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