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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体育游戏在培智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陈  琦 

（长丰县特殊教育学校  安徽合肥  231100） 

 
摘要：培智学校学生受身体缺陷影响，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存在诸多困

难，尤其在体育与健康教学过程中，常规教学方法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

效果。而体育游戏则可为培智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营造愉悦的教学氛围，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达到良好的教学目的。基于上述背景，本文简

要概述了体育游戏在培智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的作用，并对相关措施

进行了探究，以期能提高体育与健康教学培智学校的质量，更好地完成

具体教学任务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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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常常会遇到许多较为特殊的学生，他
们在学习上或多或少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他们
厌学，有的甚至放弃继续学习。这时便需要教师用寓教于乐的方
式重新唤醒他们的学习能力，提升他们的智力水平。体育游戏便
是一个可行的教育方式。尤其在当今“素质教育”大行其道的今
天，体育教育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现实情境下，
体育游戏的教学环节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在健康教学中所起
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所起到的培智作用也渐渐得到众多实践活
动的证明。相信未来体育游戏在培智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的应用必
将逐渐普及。  

一、体育游戏在培智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的作用  
（1）有利于提高培智学生的品德修养  
体育游戏具有特定的规则，教师在体育游戏教学过程中引导

学生遵守规则和纪律，从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同时，游
戏需要学生相互配合完成，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到集体
作战的荣誉，进而提升了团队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并且学生在
游戏过程中为了集体荣誉而努力，增强了自身的拼搏精神，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了勇敢向上的品质，有利于推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
展。  

（2）有利于提高培智学生智力水平  
体育游戏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的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学

生智力水平的发展，在很多体育游戏中包含了相应的智力因素，
学生必须集中注意力并运用智慧才能完成游戏。比如在某些对抗
竞赛的游戏中，学生个体或者整个团队必须熟悉规则，并开动脑
筋制定有效的合作方案，进而更好地完成游戏，取得良好的成绩。
在这样的过程中，学生的智力水平得到了良好的锻炼。  

（3）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在传统体育与健康教学中，往往以教师为主导开展相关教学

活动，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了学生身体素质的
提升，同时学生的交流机会较少，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而体育游戏教学过程中，学生在集体游戏中增进彼此的了解，进
而增加交流机会，并在生生交流之间学会社会交往的知识与经
验，进而提高自身的交际能力。  

二、体育游戏与培智体育学生的匹配度  
对于智障儿童而言，运动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爱好，他们对运

动的兴趣也尤为强烈。但由于智力水平的限制，他们的运动更多
地处于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无序运动，加之他们在感知、记忆、
思维等方面较常人而言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经常会出现学习困
难、反应迟钝、动作不协调、呼吸困难等状况。那么，应该如何
解决这种热爱运动但却无法自主有序运动的现实情况呢？进行
体育游戏便是颇为可行的一种解决办法。通过体育游戏，引导学
生进行规范化、有序化的娱乐活动，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运动中
逐渐掌握自我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达
成教学目标。  

进行培智体育的学生由于智力水平的限制，沟通与交流能力
弱于一般人，很难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形成固定的认知关系。而
通过体育游戏这一具有角色扮演的教学活动，引导和带动学生进
入角色，让其感受到身为一个社会人所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更好地形成对自我的认知，进而发散到他人，最终掌握一定
的交流方式与沟通技巧，扩大朋友圈，加快其成为社会人的步伐
与进程。所以综合而言，体育游戏与培智体育学生的匹配度较高，
容易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体育游戏的注意要点  
1.耐心引导，重复示范，因材施教地制订教学内容  
智障学生的情感体验较差，学习能力也偏弱，且每位学生都

有不同的障碍。因而在制订体育游戏时，应把培养兴趣放在第一
位，教育放在第二位。先让他们感受到游戏带给他们的快乐，提
升对体育与健康课的兴趣，达到培养兴趣的既定目标后，再通过
一定的形式完成教学目标。同时，由于不同学生的情况不同，在
制订体育游戏活动时，要提前对学生的认知和能力做测试，根据
测试结果和综合情况，制订教学计划和学习内容。尤其要注意的
是，智障学生的理解和学习能力弱，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保
持足够的耐心和爱心，要不断地重复引导，力求让学生融入游戏
当中。  

2.注重兴趣提升，预防“偏食”  
体育游戏虽然深受学生的喜爱，但有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

“偏食”现象，即学生对某种体育游戏不感兴趣或因为某种情况
而不愿参加体育游戏。这时便需要教师通过游戏前所做的个人测
试及具体现象判断学生情况，寻求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一般情
况下，通过“先带动后融入”的方法，多给予一些关心和鼓励，
最终都能使学生融入游戏的快乐当中。教师在游戏实践的过程当
中，应注重观察学生的不同表现，从中总结不同学生所擅长的不
同体育活动，在接下来的教学当中，不断加强引导和开发，使爱
好和能力融为一体。唯有如此，才能让智障学生真真正正地在游
戏当中获得成长，从而更好地走向社会。  

（四）考虑学生个体差异，分层级设计体育游戏  
培智学生在身体机能和智力水平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在日常

生活和学习中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传统体育教学中，教材设定的
教学内容，并未考虑培智学生的差异性，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
而在体育游戏教学中，教师多以学生个体差异为基础，分层级设
计游戏，以此提高了教学的整体有效性。比如在“救人质”游戏
中，教师扮演指挥官，将毛绒玩具放在一个铁笼子中充当人质，
要求学生以警察的身份开展营救人质行动，这样的游戏设置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勇敢精神。教师在考虑学生个体差异后，将游戏进
行分层级设计，按难易程度分为三种：第一种，教师针对能力较
弱的学生为主体进行设计，要求学生将手中的食物安全送给人质
以此保证人质的生命安全即可，在游戏过程中学生由起点跑到终
点，将实物放下，用时最短者获胜；第二种，教师以体能和智力
较为适中的学生为主体进行设计，要求学生从起到跑到人质处，
将人质救出并前往指定地点，用时最少的学生获胜. 

总而言之，体育游戏对于培智和健康教学具有非常大的帮
助，可以在完成教学目标和传授基础技能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只要循序渐进，体育游戏一定能够让智障儿童掌握最基本的
生活技能和社会技能，从而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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