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84

如何培养小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 
邹财勇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摘要：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学科知识的教授让学生学习知识，而在注重学科知识增长见识的同

时，也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才能达到德育、体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这五项全面发展。小学时期的学生大多都好动，

对很多事物都有着很强的兴趣，对外界探索的积极性强，而体育教学在迎合学情时同时要注意，训练要适度。体育作为一门运动性

较强的学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作为教师，应把教学紧密贴合体育核心素养，适应小学阶段学情，探索创新，发现更为高效的教

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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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新课标的要求下，不再是传统的接受式教学，而是让

学生具有一定的独立能力，调动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不仅要贴合

学情，也要考虑到教学内容，考虑到学生的所感与所想，才能从根

本上出发，把核心素养培养目标融入到教学中。巧妙地运用教学方

法，灵活使用教学手段，开展教学，把枯燥的数字变为有趣的音符。

在教学上应减少枯燥的运动锻炼，不断变换运动方式，提高小学生

体育素质，达到体育核心素养。 

一、抓准教学重点 
伴随着新课改的变动，学科的学习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社

会所要求的达到的社会接班人所需的技能，核心素养的目标更加全

面、多元，也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体育学科在五育中

扮演者基石的作用，要想全面发展、实现五育并举，就要先打好坚

实的基础。小学时期的体育教学不是要传授非常专业的体育健康知

识，而是先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提升身体素质，缓解学习

的疲惫，让学生得到身心全面的健康发展。那么，教师要调动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不仅要贴合学情，也要考虑到教学内容，考虑到

学生的所感与所想，才能从根本上出发。巧妙地运用教学方法，灵

活使用教学手段，开展教学。小学中段的学生主要指 3-4 年级的学

生，这个阶段的学生要比 1、2 年级的纪律要好些，能听从教师的

安排，可以组织有秩序的活动进行开展。小学中段的学生没有高年

级的同学身体素质强，所以在开展活动要适度，不要实施超过此阶

段身体素质的活动。 

小学体育要先让学生形成运动意识，加强学生团队协作精神，

提升个人综合素质，才能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小学生的注意力很难

保持太久，教师应采用教学机智，把学生注意力调回到课堂中来。

教师应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进来，可以设计分排比赛、男女生比赛

的竞争性游戏，学生带入角色，才学的更有趣，能够沉得住心，更

好的融入课堂。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不仅是一节课的引导者，

也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应根据学情选择教学策略，结合学生现有

的学情，贴合课程内容，才会让学生对每节课的内容有所理解，从

而产生对体育的积极态度。每节课的运动难度和困难程度，应根据

学生地接受情况进行。教师在教学时，应巧妙设计教学内容，把内

容变得有趣。教师可以借助体育器具，调动学生兴趣，但不能绝对

完全依靠器材，在设计好规则活动后，教师发号施令让学生明白活

动应该怎样进行，这样既能激起学生热爱运动的兴趣，也能培养学

生思维的发展，从而达到体育核心素养。 

二、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 
好的教学方式正如一把金钥匙，是高效课堂的关键武器。教师

在设计教学时，应根据课堂活动的不同环节采用有针对性地教学方

法，才能保证教学的能够贴合核心素养的要求。通过科学、有效的

教学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各种运动技能，增强体质锻炼。当然，

再好的教学方法也需要扎实可靠的理论支撑，只有将理论融入到实

践中，做到理论指导实践，课堂上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项目的开展，

也要做到理论知识的传授，树立正确的运动观。 

三、灵活利用小组竞赛 
学生具有一定的好胜心，学生都想赢得比赛，那么在无形中也

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竞争气氛，激发身体潜能。班级里的小组是调动

学生学习有力的手段，通过学生间的竞争，会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

学生间相互比赛，相互合作，提升团队协助能力。小组教学时，可

以让每个成员参与到问题解决中来，来促进思维活跃。但是，小组

学习的弊端也明显呈现，学生在参与教师组织的活动时，学生会不

清楚活动任务，不了解个人承担的任务，难以理解任务的要求，导

致一头雾水，难以理解，从而影响后面的教学，可能会出现不正确

的运动姿势，产生肌肉拉伤等问题。教师应结合学生个人身体情况，

实施不同程度的体育锻炼，减少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损伤。通过

小组合作的学习，小组竞赛的形式，可以激起学生的好知欲，也是

实现小学体育核心素养的高效途径之一。 

结语 
在教师精心巧妙的设计下，通过小组合作、竞赛的方式，有得

放矢的推进，有效达到教学目标。学生在经过学生的体育教学后，

了解相关体育运动知识，掌握健康、合理的运动方式，养成健康的

运动观。但是，有些教师不能很好地把握学生的已有认知情况，教

学任务过难，不适合现阶段学习难度，就会导致学生产生难以理解，

会对学生学习带来消极的心理，会导致教师的教学效率低下。总之，

要想达到高效的体育课堂，教师应了解学生的认知程度，灵活、高

效的设计教学活动，开展积极有趣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主动学习，

才能更好的达到体育核心素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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