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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提高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措施 
杨凯 

（内蒙古呼伦贝尔  162650） 

摘要：近年来,国内许多的学者、专家们为了推动我国教育学科体育事业的进步,纷纷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体制改革这一新兴
的浪潮中,使我国教育体制的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光明景象,且从其理论和实际上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本文就如何
优化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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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是培养学生形成意志力的重要途径。在课程教学的过

程中，教师应当迎合双减政策，创新体育与健康教学，只有这样才

能够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使得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一、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现状 
（一）教学观念落后 

目前，小学生对体育的热情不高。这主要是因为教师的观念非

常落后。许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方法单调陈旧，难以有效地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此外，许多教师强调自己在体育与健康教育过

程中的主导地位，教学过程过于程序化，与学生的互动不够充分。

有些老师在学生心中印象不好，学生对体育不热情。 

（二）学生没有正确的体育观念 

当小学生涉及到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此外，班上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存在差异。一些身体素质差的人

会在运动中产生压力和恐惧困难，一旦停止练习，那么自信心就会

下降。同时，许多小学生没有认识到体育与健康的重要性，忽视了

体育对身体素质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培养小学生终身体育意识，树

立坚强的意志和性格非常重要。 

二、双减政策下优化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的措施 
（一）展开思政教育 

在小学体育课程推进的过程中，小学生对于开展的体育活动有

不一样的理解，一些部分小学生的文化课成绩十分优异，然而他们

并不喜欢体育课程，只是认为当下这一阶段语文数学作为主要科

目，对于个人发展十分重要，而体育成绩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存

在这一观念的小学生在体育课程教学推进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恐惧

心理，且意志力相对较弱。因此在进行体育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教

师也应当加强引导，使得小学生认识到体育学习对于推动全面发展

的积极作用，最终激发小学生体育运动的内在动力。例如教师在课

程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榜样作用，教师的言行举止会直接

影响小学生的思想观念，而这也是加强道德教育的重要因素。在开

展游戏活动的过程中，如果教师组输了比赛，那么就应当兑现承诺，

可以通过做俯卧撑的方式，为小学生展示榜样的重要性。通过这一

事情小学生不仅仅了解到愿赌服输的真正含义同时也达到了德育

教育的目的，提高小学生的意志品质。 

（二）建立正确认知 

体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引导小学生掌握运动技能，而小学生学

习一项新的动作都需要听觉、视觉等各项感官来感知动作过程，通

过将信息技术应用于体育游戏之中，能够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使得

学生对体育知识建立正确的感性认知。在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推进

的过程中，一些运动需要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动作，

并且掌握运动技巧利用，教师可以运用课件中的动画慢动作以及重

放的教学手段进行示范。教师也可以为学生详细讲述动作的分解要

领，提高小学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效率。例如我们在山羊分腿腾跃

的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在刚接触这一门课程时并不能够看清楚教

师的示范。运用多媒体技术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教学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采用动作示范以及讲解的方式对其重难点进行反复播放，

并且运用特定的声音以及图像突出重难点，使得学生更加直观、全

面地掌握动作要领。 

（三）展开分层教学 

在开展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分层教学是一个应

用比较广泛的教学模式。首先，需要对学生进行分层，这也是整个

教学的前提。因此，在实际分层教学开展之前，教师就需要首先对

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进一步的把握和了解。接着，就可以结合学生

的特长进对他们进行分组，擅长篮球的作为 A 层，擅长中长跑作为

B 层，擅长短跑作为 C 层，接着来进一步开展体育教学。在分层教

学完成之后，可以针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制定教学计划。例如，

擅长中长跑的学生，教师可以为他们设置耐力训练，这样可以增提

高他们的长跑成绩。教师在体育教学开展的过程中，也应当设置整

体性的教学目标，如体能训练。结合不同学生的身体素质情况来设

置针对性的体能训练项目，这样可以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够更好地参

与到体能训练过程中。此外，在教学目标设置时需要利用阶梯法。

如 A 层的学生就可以让他们完成目标的同时，能够提高目标的操作

难度，让学生们先进行运球，之后学习三步上篮，提高投篮准确率。

基础训练完成之后，可以加强对中远距离投篮的训练，这样可以增

强学生的篮球水平。 

（四）科学确立评价方式 

在“四位一体”目标体系下,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为小学体育与

健康教学实效性的增强,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在选用评估方法时,一

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保证评估主体的多样性。因为不

同的每个学生主体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就需要针对各个学员

主体的差异特征,设定不同的档次和评判准则。然后,满足评估方法

的多样化。除去学校的成绩、出勤率等之外,还需要把学生的运动奉

献精神、创新能力、终身运动意志等都融入学校的考评系统之中。

最后,满足评估结论的阶梯性。在中国传统的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中,

教师往往用"及格"与"不达标"来评价学生的运动情况,这个评价结

果的反馈作用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在"四位一体"目标体制下,

则需要进行教育评估结论的阶梯性调整,也即针对不同的结论设置

不同的档次,并重新制定教学计划,以进一步发挥对教育评估结论的

反馈作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开展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时，体育教师应当

具备创新意识，通过丰富教学手段，从而为体育学习营造良好的氛

围，确保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动力，最终使得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

成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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