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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巧借示范  精准教学 
——小学体育课堂示范教学探究 

◆王小勇 

（深圳市宝安区弘雅小学  广东省深圳市  518133）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开展，我们在培养学生学科专业知识的同时

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育与智育同样重要。尤其是“阳

光体育运动”开展的今天，激发学生体育兴趣，培养学生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是每一位教师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在小学体育课堂中，

学生活泼开朗，热情好动，在一节课中无法长期坚持练习，教师要贴合

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学习基础，将示范教学灵活的运用到体育课堂当中，

大幅度提升学生的运动水平，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文章先分析小学体

育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再阐述小学体育课堂示范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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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生年龄小，思维能力与领悟能力相对较弱，如果教师在

教学中通过语言来为学生描述动作，许多学生听的一知半解，在
做动作时也不知道怎样才是正确的动作。基于小学生的年龄特
征，示范教学是一种最常用也是最直观的教学方法。所谓示范教
学，就是教师通过对动作的具体示范，告诉学生每一个步骤的动
作位置，自己的手部、脚部应该如何摆放，身体应该如何发力，
帮助学生更好的掌握动作要领，形成正确的动作定型。但因为示
范教学过于常用，所以也很容易被体育教师忽略，为了在一节课
中更好的观察学生，许多教师会减少示范教学的次数，反而让教
学效果不太理想。那么如何在课时内提升体育课堂的教学质量
呢？文章对此进行分析。 

一、结合学生特点，安排合理示范 
许多体育教师在为学生示范动作时，总是抱怨为什么这么简

单的动作学生都学不会，殊不知教师是站在已知的角度去示范动
作，学生是从未知的角度去观看动作。如果教师不能够站在学生
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哪怕示范的动作做的再漂亮，再
精准，学生都是理解不了的，等于没有示范。基于此，教师在进
行示范教学时，要贴合小学生的学习特点与思维模式，动作示范
由简单到复杂，减少抽象的内容讲解，多用学生能够理解的语句
帮助学生掌握动作要领。 

如在教学球类运动中的持球动作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的观察
教师的持球动作，教师可以选择正面示范法，并分解动作，让学
生看清自己的手掌在球的什么位置，手部的高度在哪里。便于学
生掌握。如在教授体操时，教师就要改变正面示范的动作，转为
背面示范，因为学生对于正面的示范左右老是区分不清，在背面
示范一方面可以降低学生对方向理解的困难，另一方面还可以让
学生熟悉身体的动作方向，路线变化。如在教学跑步中的摆臂动
作时。教师就要采用侧面示范，让学生从教师的侧面观察跑步过
程中手臂是如何摆放的，又是怎样跟随着节奏进行摆臂。采用这
样的示范方式，在教授不同的动作时运用不同的示范方法，更加
贴合小学生的学习特点，从学生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学习动作，
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做好充分准备，展开准确示范 
在每一次的动作示范中，教师都要认真备课。不要认为这些

动作十分简单自己早就会了，课堂上直接示范就可以了。体育教
师要贴合教学内容设置好这一节课要为学生示范什么，示范多
少，怎样示范，示范时候学生难以把握的重点是什么。这些都需
要教师的认真备课，才能够确保课堂上胸有成竹，提升课堂教学
效果。 

如在示范“立定跳远”的动作要领时。示范这一动作面对的
学生是一年级学生，如果教师通过复杂的语言让学生去理解立定
跳远的动作，一年级的学生必然难以理解。那么教师就可以贴合
一年级学生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去回忆自己生活中有没有见过青
蛙的跳跃，有谁能够在课堂当中模仿一下青蛙是如何跳跃的？而

后教师再对学生说“其实立定跳远的动作就是和青蛙跳跃是一样
的，一摆二蹲三跳起。老师给你们结合口诀试一试！”在这样的
课堂中，教师明确这堂课要为学生示范立定跳远的动作，并根据
一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让学生模仿青蛙跳跃的形式，便于学生理
解，最后通过口诀加深印象。在这样简单有趣的动作示范中，学
生很快掌握了如何立定跳远。最后教师还可以与学生一起玩一个
“抓捕害虫”的游戏来进行动作巩固，在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加深
了学生对立定跳远动作的印象。 

三、提高动作理解，结合讲解示范 
在课堂当中，教师的讲解与示范是分不开的，如果只有示范

没有讲解学生只是在机械的模仿，他们不清楚这些动作这样做的
含义，如果只有讲解而没有示范学生更是不知道动作要从何做
起。因此教师要学会用通俗的语言为学生讲解，让学生在短时间
内掌握动作要领。 

如在教学“仰卧起坐”这一动作时，许多学生的动作并不规
范，习惯以双手抱头、迅速爆发的方式来完成动作，这样的运动
方式是不正确，不仅无法达到应有的锻炼效果，而且会损害学生
的颈椎。教师在教学这个动作时，可以先让学生观察教师的手臂
肌肉和腹部肌肉，在示范“仰卧起坐”的过程中，教师向学生进
行讲解：“老师的手臂现在是放松的状态，不会用力托起头部，
起身的力量完全都依靠腹部，在腹部肌肉的作用下起身。”对于
无法感受腹部发力的学生，教师可以让学生用手放在自己的肚子
上，感受腹部肌肉的绷紧与发力。在教师的示范和讲解下，学生
很快就都理解掌握了这个动作要领，学会了如何进行“仰卧起
坐”。 

四、纠正错误动作，演示正确示范 
由于学生许多的动作都是初学，在做动作时难免会因为自己

的习惯而出现不标准或是错误的现象。教师在纠正学生错误动作
时，要注意观察哪些同学会出现一样的错误，每一次的动作示范
不仅仅只为了纠正一个人的动作，而是在全班都起到警示的作
用，让犯有同样错误的学生知道自己的错误，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如在示范“三步上篮”这一动作时，许多学生会出现跨第四
步的错误。教师在观察许多学生都出现这类错误时，可以针对一
位学生的动作进行指导，说出这位同学在三步上篮时为什么会出
现第四步的问题，并让学生观察自己是否也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从而加以改正。与此同时，教师可以针对不同错误进行正确示范，
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注，练习起来也会充满热情。 

结语 
总之，体育教师的动作示范直接影响着学生掌握体育动作，

在体育课堂中，教师要合理示范、准确示范、讲解示范以及正确
示范，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思考学生在学习这一段工作时会出
现的错误，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与体育基础对动作进行通俗化的
讲解，让每一位学生听懂讲解，理解动作，将每一个体育动作做
得漂亮正确，进而提升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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