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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谈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许学昌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叙永镇军田村小学  四川泸州  646400） 

 
摘要:体育教学是我国小学基础教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承担着小学生体

育的启蒙重任，更是体育训练的基点，这对未来的体育教学起着非常关

键的奠基作用。随着教学方案的不断改革与创新，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
深入，游戏教学法在体育教学中的作用逐渐凸显，结合游戏教学法，学

生可以充分体验到体育学习的乐趣，从而更好地参与到课堂中，有助于

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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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游戏比较凸显的特点是趣味性和竞技性，如果将游戏

教学法与体育教学结合起来，那么学生的积极性能够被充分调
动，思维得以被开发，激发学生的创造力，然而小学生由于年龄
比较小，所以自控力稍有欠缺，课上注意力不集中，也比较容易
出现疲惫的状态。所以在体育教学课堂上，教师需要充分结合小
学生的心智特点，合理地利用游戏教学法，以促进教学效果的有
效提升。 

1.将体育游戏与体育教学相结合 
1.1 选择体育游戏的原则 
在进行体育游戏内容选择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结合教学

内容以及教学目标，以确保选择合适且合理的游戏内容。在小学
低年级阶段，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学生学习的兴趣进行培
养，那么可以挑选一些难度较小的游戏项目，比如投沙包等，而
对于小学的高年级阶段，主要是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加学生
对体育学习的敏感度，提升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等等，那么教师
就可以优先选择一些球类游戏进行教学。在实际的体育教学过程
中，如果对不同年级采用同一种游戏进行体育教学，那就需要教
师适时调整游戏要求，比如在利用鱼网游戏展开教学时，对于高
年级的同学，需要对场地进行扩展，设置不同的障碍来增加游戏
的难度，使得学生的巨大潜力被激发出来，低年级学生更喜欢模
仿，那么就需要将游戏内容尽可能地简化。体育游戏有一定的趣
味性，也具有较强的教育价值，游戏失去了趣味性，将毫无吸引
力，但是若单一地追求游戏的趣味性，又无法很好地发挥其教育
价值，不利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所以，教师在选择游戏内容和
形式时，需要将体育游戏的趣味性与教育价值进行有机结合，让
学生利用体育游戏既能提升身体素质，也能够使其体育素养得以
提升。 

1.2 设置体育游戏的场景 
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时，需要选择合适的教学场景，让学生

可以快乐地参与到体育课堂中来，在比较轻松的环境下学习体育
知识，那么需要教师选择一些有故事情节的游戏进行教学，这可
以使得游戏本身的趣味性得以提升，对学生有足够的吸引力，让
学生可以积极地进入到游戏角色中来，参与到教师设定的教学情
景中来，体验体育学习的乐趣。在利用游戏展开教学时，还应该
制定一定的规则，让学生从小养成遵守规则的好习惯。小学生天
性活泼好动，那么这就要求教师善于创设多样的游戏场景来不断
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做到有效教学。 

1.3 改编体育游戏 
目前，小学生比较爱玩游戏，然而小学生的兴趣度和注意力

也比较容易发生转移，所以若是采用比较单一的教学方案，那么
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失去深入探索学习的兴趣。因此为了保证学
生对课堂保持新鲜感，需要教师不断对体育游戏进行改编以达到
创新的目的，比如对于一个游戏，教可以制定不同的练习方案，
让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吸引，那么对课堂的兴趣也会得到提升，
对于丰富学生的想象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此一来，不仅会增加
体育课堂的魅力，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
时，需要利用不同的手段对体育游戏进行创新式改造，也可以引
导学生参与到游戏创新改造过程中来，让学生学习一些游戏改编
的技能，也让学生收获一定的成就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2.体育游戏的误区 

2.1 滥用游戏内容 
教师在将游戏引入到体育课堂中来时，需要按照课程要求对

游戏内容进行设置，游戏内容需要符合学生目前阶段的心智特
点，游戏也需要难易结合，促进其更好地发挥教育价值，丰富课
堂内容，提升教学效果和质量。否则不仅无法提升学生对课堂参
与的积极性，甚至有些学生还会产生抵抗的情绪。从目前的实际
教学过程中，可以看出体育游戏教学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比如
有些教师不按照教学内容进行游戏编排，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
游戏上，与教学内容严重脱节，有的教师在进行体育游戏教师时，
并不在乎学生群体之间的年龄差异，对高年级和低年级的学生安
排相同的教学内容，这样并没有发挥出游戏的教学价值。因此，
为了在体育课堂上更好地进行体育教学，需要教师不断加强对游
戏的研究和学习，探析游戏内容和教学内容之间存在的联系，真
正做到游戏为课堂服务。 

2.2 游戏的竞技性 
在选择游戏内容时，有的教师会倾向于一些竞技类比较强的

游戏，但是由于竞技性比较强，反而让有些学生产生了厌倦的情
绪。因此教师应该注意游戏内容的难易结合，竞技性不宜过强，
对于竞技过程中出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的同学，要多加鼓励，以保
护学生的自信心。 

结束语：综上所述，游戏教学法与体育内容的结合，让小学
生的体育内容更加丰富和生动；也可以刺激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
性，让学生充分感受体育教学的魅力。为了更好地发挥游戏的教
育价值，教师需要充分结合教学内容，选择游戏内容和形式。在
实施体育游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也需要灵活变动，让学生能够
适应多样的游戏内容，从而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的效
率也会得以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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