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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 
参与度和学习兴趣的影响研究

杨正军

余庆县龙溪小学　564400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体育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往往存在学生参与度低、

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因此，如何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游戏化教

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被认为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本研究旨在探讨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参

与度和学习兴趣的影响，以期为小学体育教学的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参与度，学习兴趣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Gamification Teaching Mode in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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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lso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often has the problem of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low learning 
interest. Therefore， how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s has become on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Gamified teaching， as an emerging teaching model， is believed to enhance student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interes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amified teaching mode in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on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learning interes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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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研究目的和意义

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的研究目的是探讨通过游戏化

教学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传统的体育教学

模式往往存在学生参与度低、学习兴趣不高的问题，这不仅

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也限制了他们对体育活动的积极参

与。因此，研究如何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对于提高小学体育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首

先，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游

戏作为一种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活动，能够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和积极参与。通过将体育教学与游戏元素相结合，可以

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参与体育活动，提高他们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性。其次，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传统的体育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和技能的灌输。而游戏化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主动

参与和互动，通过设置游戏规则和任务，激发学生的竞争欲

望和合作精神，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此外，小

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

新能力。在游戏化教学中，学生通常需要与其他同学合作完

成任务，这促使他们学会与他人合作、相互支持和协调。同

时，游戏化教学模式也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通过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来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综上所述，

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探索

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参与度和学习兴趣的影响，可以为小

学体育教育的改革提供参考，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体育素

养，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他们的全面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游戏化教学的概念和特点

游戏化教学是一种将游戏元素和游戏设计原则应用于教

学过程中的教学模式。它通过创造性的游戏环境和活动，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参与，提升学习效果。游戏化教学

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游戏化教学注重学生的主

动参与。它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游戏任务，激发

学生的主动探索和参与，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其次，游

戏化教学强调学习和娱乐的结合。游戏化教学将学习过程变

得有趣和愉悦，使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进行学习，提高学习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次，游戏化教学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游戏化教学允许学生在游戏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

力进行选择和决策，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特点，促进个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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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最后，游戏化教学强调团队合作和竞争。游戏化教学可

以通过团队合作的游戏任务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同时也可以通过竞争性的游戏任务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和积

极性。

（二）游戏化教学在小学体育教育中的应用

游戏化教学在小学体育教育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首

先，游戏化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参与度。通过设

计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的游戏任务，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

参与，使体育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其次，游戏化教学可

以促进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发展。通过游戏化的教学方法，

可以激发学生的运动潜能，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

同时，游戏化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反应

能力。再次，游戏化教学可以促进学生的社交能力发展。在

游戏化的教学环境中，学生可以与同伴进行合作和竞争，培

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提高他们的社交技巧。

最后，游戏化教学可以增强学生对体育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

力。通过游戏化的教学方法，可以将体育知识与实际运动相

结合，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提高他们的

运动技能和战略意识。综上所述，游戏化教学在小学体育教

育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

身体素质和技能发展，培养社交能力，增强对体育知识的理

解和应用能力。因此，小学体育教育应积极探索和推广游戏

化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和发展机遇。

三、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研究

（一）参与度的概念和评价指标

参与度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积极参与程度，包括学

生的参与频率、深度和质量。评价学生参与度的指标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参与频率。参与频率是指学生在学习

活动中的参与次数和时间。一个参与度高的学生会积极参与

课堂讨论、活动和任务，表现出较高的参与频率。其次，参

与深度。参与深度是指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程度和质量。一

个参与度高的学生会主动思考问题、提出观点，并与他人进

行交流和合作，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深度。另外，参与质量。

参与质量是指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质量和效果。一个参与度

高的学生会表现出较高的学习成果和能力，能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评价学生参与度的指标可以通过观

察学生的行为和表现、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进行测量

和评估。

（二）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参与度的影响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参与度有着积极的影

响。首先，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他们的参与频率。通过将体育教学与游戏元素相结合，创造

出有趣的游戏环境和活动，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积极参

与，使学生更愿意参与体育活动。其次，游戏化教学模式能

够提高学生的参与深度。游戏化教学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和

参与，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思考解决方案，并与他人进行交

流和合作。这种参与方式能够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和能力提

升，提高他们的参与深度。另外，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提高

学生的参与质量。游戏化教学注重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培

养，通过游戏任务和挑战，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学生在游戏化教学中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和应对挑战，

提高他们的参与质量和学习成果。综上所述，游戏化教学模

式对学生参与度有着积极的影响，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频率、

深度和质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对于激发学

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提高小学体育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

四、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习兴趣的影响研究

（一）学习兴趣的概念和评价指标

学习兴趣是指学生对学习活动的主动投入和积极参与的

态度和情感体验。它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内在动

力，能够促使学生主动探索和深入学习。评价学习兴趣的指

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情感体验。学习兴趣与学生

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包括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喜欢程度、愉

悦感和满足感。其次，主动参与。学习兴趣表现为学生对学

习活动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探索。学生在对学习内容产生兴趣

的同时，会表现出主动学习的行为和态度。再次，持久性。

学习兴趣具有持久性，学生对学习活动的兴趣能够长时间保

持，并且会促使学生持续投入学习。最后，成就感。学习兴

趣与学生的成就感密切相关，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取得成绩和

进步会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

（二）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习兴趣的影响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习兴趣具有积极的影响。

首先，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创造有趣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通过将学习内容转化为游戏任务和挑战，学生

在参与游戏化教学活动时能够感受到快乐和愉悦，从而增强

对学习的兴趣。其次，游戏化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主动参与

和自主选择，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学生在游戏化教

学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和决策，这种自主

性能够增强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和兴趣。再次，游戏化教学模

式强调学生的成就感和奖励机制，能够促使学生产生积极的

情感体验。在游戏化教学中，学生通过完成游戏任务和取得

成绩可以获得奖励和反馈，这种奖励机制能够增强学生的自

信心和学习兴趣。综上所述，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习兴趣具

有积极的影响。通过创造有趣的学习环境、满足学生的需求

和兴趣，以及提供奖励和反馈机制，游戏化教学能够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

五、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一）游戏化教学模式设计原则

游戏化教学模式设计时，可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明



6

科研管理
2023年5卷10期

确学习目标。游戏化教学模式应该明确学习目标，将游戏设

计与学习目标相结合，确保学生在游戏过程中能够达到预期

的学习效果。学习目标的明确性可以帮助教师和学生明确学

习的方向和目标，提高学习效果。其次，考虑学生的兴趣和

能力。游戏化教学模式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水平进行

设计，使游戏任务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教师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观察和交流等方

式了解学生的兴趣和能力，从而设计出适合他们的游戏化教

学活动。另外，注重游戏规则和反馈机制。游戏化教学模式

应该设定明确的游戏规则，使学生在游戏过程中能够明确任

务和目标，并及时获得反馈。游戏规则的明确性可以帮助学

生理解游戏的规则和要求，反馈机制的及时性可以帮助学生

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不足之处，促进学习的持续进步。最

后，鼓励合作与竞争。游戏化教学模式可以通过设置合作任

务和竞争机制，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合作

任务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竞争机制可以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和动力。教师可以设计合作任务和竞争机制，让

学生在游戏化教学中体验到合作和竞争的乐趣，提高学习的

效果。

（二）游戏化教学模式实施策略

实施游戏化教学模式时，可以采取以下策略：首先，选

择适合的游戏化教学工具和平台。教师可以利用现有的教育

游戏、虚拟现实技术和在线学习平台等工具，为学生提供丰

富多样的游戏化学习环境。选择适合的工具和平台可以增加

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其次，设计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的游戏任务。游戏任务应该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挑战性，能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同时，游戏任务也应该具有

足够的趣味性，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积极参与。教师可

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兴趣和能力设计不同类型的游戏任务，

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另外，提供及时的反馈和奖励

机制。在游戏化教学中，及时的反馈和奖励机制可以帮助学

生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展和成绩，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积极

性。教师可以设置即时反馈的机制，例如通过游戏界面显示

学生的得分和成绩，或者给予学生及时的口头和书面反馈。

此外，教师还可以设计奖励机制，例如给予学生游戏积分、

勋章或奖励，以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地参与学习。最后，鼓励

合作与竞争。教师可以设计合作任务和竞争机制，促进学生

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合作任务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和协作能力，竞争机制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

教师可以设置小组合作任务，让学生共同合作解决问题或完

成任务，同时也可以设计个人竞争任务，让学生在游戏化教

学中相互竞争，提高学习的动力和效果。综上所述，实施游

戏化教学模式需要综合考虑学习目标、学生的兴趣和能力，

设计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游戏任务，并提供及时的反馈和

奖励机制，鼓励学生的合作与竞争。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学

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促进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全面发展。

六、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对小学体育游戏化教学模式的实证研究，发

现游戏化教学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推动小学体育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游戏化教学模式在不同学段和不

同教材版本下的适用性，以及游戏化教学模式对学生学习成

绩的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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