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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初中体育之小游戏大运用 
◆郑晓萍 

（汕头市潮阳区后溪中学  广东汕头  515100） 

 
摘要：现如今，新教育体制下，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对学生身体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学科受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初中生正处于叛逆期，

喜欢玩游戏，体育教师在设计教案时，可以设计一些小游戏来提高学生

兴趣，让学生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锻炼身体，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本文主要介绍了小游戏在初

中体育中的有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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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学改革浪潮下，初中体育教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笔
者所在学校城市的中考体育考试，考试项目有中长跑、立定跳远、
原地实心球投掷。日常教学除了教材上的内容外，还需要把教学
重点放在中长跑、立定跳远、原地实心球投掷等项目上，导致学
生产生较大的学习压力。体育游戏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对
大部分初中生来说，小游戏有较强的娱乐性，压力小，有趣不乏
味，容易调动起学生积极性，在锻炼的同时，有助减轻学生的学
习压力，提高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因此，小游戏教学的模式越
来越受到重视，体育游戏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对强化学生体质、
提高学生参与兴趣等起到很大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小游戏在初
中体育中的运用，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身体得到锻炼，进而提高
学生体育素养。 

一、小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主要作用 
（一）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 
在体育教学中融入小游戏，学生不仅在玩游戏的过程中锻炼

身体，还能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提高教学效率。体育课开
始锻炼前，常常会有热身活动，传统的热身运动，单调乏味，学
生们往往提不起兴趣，也不愿意活动。这时候体育教师可以让学
生做一些小游戏，让学生身体活动起来，这些极具趣味性的小游
戏不但起到了热身作用，还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
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进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 

（二）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体育教学中许多小游戏都需要分小组进行，每位学生都是这

个集体的一员，在进行游戏时每位小组成员都会想着小组获胜，
都会想着为小组争取到荣誉。因此，学生在游戏中就会不由自主
的相互配合、团结协作，进而提高学生的凝聚力，培养了学生集
体主义精神。同时，学生在做游戏的过程中，也可以体验到集体
活动带来的欢乐，初中生的交际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便于学生将
来走入社会，能够快速适应社会。 

（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体育教师在设计小游戏时，会制定一个游戏胜利目标。学生

们积极玩游戏的过程中，想要获取最终的胜利，就需要思考及变
通，需要有创新能力。在游戏的设计上，还可以考虑让学生参与
设计，这样便能更大幅度提高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乐于设计游
戏的创新能力。因此，游戏教学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有着很
大的推动作用，在游戏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获取胜利，引导学生
参与设计游戏，加大了师生、生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激发了学生
主观能动性，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初中体育教学中小游戏的有效运用 
（一）准备活动中的小游戏 
传统体育教学在做热身准备时，大多数体育教师会采取慢

跑，或做操形式。这种热身方法单一无趣，很难调动起学生的参
与热情。慢跑与做操只是热身运动，与体育教材内容没多大关联，
没法顺其自然引入新体育教学内容。这时，初中体育教师可以制
定一些小游戏来替代慢跑与做操来热身，吸引学生参与其中。有
趣的小游戏很容易吸引住学生，可以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并
能够与新体育教材相结合，为新体育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如“足
球”一课，笔者根据足球技术内容，在做准备活动时，将学生划

分为几个小组，组织学生进行运球接力小游戏，引导各个小组站
在操场不同位置，在听到哨声第一位学生将足球传递到下一位学
生脚下，以此类推，哪一组用时最短，即为胜利。这个小游戏具
备竞争性，需要依托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协作才能完成，对于培养
了学生合作意识非常有利。同时，还能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们会积极的参与其中，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加深了学生对新课
知识的理解，也进行了充分地热身，提高了身体机能及柔韧性，
为新课学习做好了准备。 

（二）教学过程中的小游戏 
在初中体育教学活动中要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小游戏在初

中体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丰富了体育教学教学内容，新颖有趣
的形式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亲自参与到游戏当中，学生
们会切实了解新知识，并理解新知识，进而大大提高了体育教学
效率。笔者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尝试将一些基本体育锻炼动作与
技能编制成小游戏，吸引学生参与到游戏中，在玩的过程中锻炼
身体，并获取体育知识。引导过程笔者发现，在掌握动作环节，
要避免游戏模式，在巩固与运用体育动作的时期可以采用游戏模
式，避免体育锻炼高强度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以“篮球”教学
为例，在讲授学生单手运球技巧时，为了加深学生理解，笔者先
将学生划分为三个小组，引导学生在笔者讲授篮球单手运球技巧
中总结各个知识点。然后笔者提出问题，各小组根据总结的知识
点，抢答问题，一题一分，并进行累计。然后，笔者制定的运球
小游戏，可以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转换为体育技能，在做小游戏
过程时候，划分好的三个小组每组派一个人，三个人同时单手运
球向前走，运球中要保证篮球不会被别拦截，同时也可以尝试拦
截别人的篮球，谁能把篮球顺利运到终点，获一分。最终累计分
数最多的小组获胜，这样刺激有趣的小游戏，不仅加深了学生对
单手运球理论上的理解，还提高了学生单手运球动作上的灵活
性，进而大大提高了体育教学效率。 

（三）课堂结束时的小游戏 
初中体育活动的训练强度往往比较高，会带给学生精神上的

压力，学生的心情也会非常紧张，情绪会产生激烈的波动，很难
平复，带着这样的心情参与到下节课其他学科的学习当中，会严
重影响到其他学科学习的开展。基于此，笔者认为在高强度的体
育练习课堂即将结束时，可根据学生情绪，制定一些小游戏，体
育教师可以借助一些小游戏，使学生在做游戏的过程中，放松身
心，学生情绪得以平复。例如，在讲授“弯道跑”中，学生经历
“感受离心力、克服离心力、体验螺旋跑、体验直道进弯道和弯
道进直道技术”等高强度体育锻炼后，往往会感受到身心疲惫，
部分平时较少运动的学生可能还会产生情绪波动。这时，笔者利
用手机播放一些柔和、轻松的乐曲，引导学生在舒缓的乐曲中玩
“多米诺骨牌”游戏：学生朝同一方向一字排开躺下，双脚并拢，
膝关节不弯曲，仰卧举腿做到 90°，队头学生快上慢下依次向
后传，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在此游戏中，学生借此放松大腿肌
肉，调节气息，平复情绪，让学生整个身心平和、轻松，为接下
来其他学科的学习创造积极良好的情趣。 

三、总结 
总之，在初中体育教学中应用小游戏这种新颖有趣的教学模

式，不仅有效激发学生参与到体育教学活动中的兴趣，还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要充分发挥小游戏在初中体育中的运
用，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身体得到锻炼，进而提高学生体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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