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9 月（总第 212 期） 

823  

教学实践 

信息技术与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的整合 
◆高占英 

（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  黑龙江宁安  157433）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更加注重对小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能

力的全面培养，进以使体育教学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之信息

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为体育课堂注入了新的活力，更使小学生的体育

学习成为“快乐的事、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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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体育兴
趣 

小学生具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烈的特点，但其自我约束力
欠佳，对于事物的长久关注力有限。在体育教学中，传统教学趋
于刻板，多以教师教动作、学生学动作的方式展开。教师注重对
体育技巧的传授，进以会让学生展开反复练习。因体育课具有一
定的运动强度，在反复的动作练习中，一部分学生就会产生乏味
心理和疲劳感，从而对体育课产生一定的抵触。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学生产生运动兴趣，才会积极主动
地配合老师教学，自主的参与运动，使之形成受益一生的好习惯。
小学生的兴趣往往来源于外界事物的独特性和新颖性，他们的关
注力常会被动态、直观、富有感染力、影像声并茂的事物所深深
吸引，也乐于接受动态有趣的事物[1]。多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教
学手段，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讲授知识的方法。它以清晰详实的画
面记录下了标准的动作技巧，且可以放慢播放、定格画面，让学
生看得更加清楚；它用通俗的语言，轻松欢快的音乐代替了教师
单调乏味的讲解，让原本枯燥的学习更生动；它让学生即便足不
出户，也能知晓全国乃至世界体育最前沿的信息；它还给小学生
构建出良好的学习环境等，能够在生动教学中，激发其主动参与
课堂的积极性。 

二、运用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有助于培养自学能力 
新课改的全面实施，更加注重对小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能力

的全面发展。作为促进学生进行体育锻炼、有效增强体能的主阵
地———体育课堂，更应注重唤醒学生自主学习、参与锻炼的意
识。 

要知道，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观念已经无法满足现代教育发展
所需。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两方面：一、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
主的一言堂的教学模式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鼓励学生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二、教学从只传授给学生知识向
更重视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综合素质转变，而信息技术的出现恰
好为这种教育理念的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互联网时代
下，使小学生普遍都会接触到众多的电子产品，其对于 iPad、手
机及电脑的使用也并不陌生。因此，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便利
条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变让我学为我要学。
例如：在小学高年级的篮球授课前，可以让学生自己去网络上观
看一些 NBA 篮球比赛或者查阅一些重要的篮球术语，将有疑问、
看不懂的内容记下来，在课上可进行针对性的讨论[2]。进行体育
预习学习，不仅促动了师生、生生互动，也会使学生能够进行自
学，有助于发展学生不同的体育爱好，促进其对自我感兴趣的项
目多加关注，使学生在课余时间会参与羽毛球、韵律操、踢毽子、
乒乓球、足球等体育项目运动，进以在日后的体育课堂学习中，
积极、投入的学习。 

三、运用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有利于讲解技术要领 
体育具有一定的技巧性，这也是为什么要进行专门的体育学

习。盲目运动不仅难以发挥应有的效果，甚至会使人在运动中受
伤。在传统的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多会一边示范动作，一
边讲解，这不仅使得原本连贯的动作被“分解”得支离破碎，而
且一些复杂的有难度的动作，会使学生难以领悟，并且教师也不
能进行某一动作的定格示范。再者，一般小学校的体育教师也难

以像国家运动员那样每个动作都做得接近标准和完美。小学生记
忆力和模仿力很强，有时教师稍有不规范，都会在学生的模仿中
被放大，而这种不规范的动作一旦形成习惯，将来纠正起来就会
较为困难，影响学生未来体育运动的深入展开和技能水平提高。 

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则能够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助
于图文兼备，声形并茂的动画、视频、图片将技术动作清楚地呈
现在学生面前，从多种感官上刺激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这样学起
来就相对容易。对于一些较难的技术动作还可以通过慢动作或者
画面定格来帮助学生清晰地观看，分解动作要领，进以准确地掌
握。例如：在“蹲踞式跳远”时，一般都是教师先讲解，进以示
范，但是一连串动作瞬间就完成了，学生根本看不清“助跑、起
跳、腾空、落地”这四个关键步骤的分解是如何衔接的[3]。运用
多媒体，不仅能使学生形象地看到整体连贯的动作，而且利用慢
动作和画面的定格技术还可以让四个分解动作更加明确和清晰。
以便于学生体会要领，学起来更迅速。与此同时，一般作为多媒
体教材进行技术动作示范的往往是优秀的教练、运动员，他们的
动作具有较高的标准性和规范性，甚至比教师的课堂教学示范更
加规范。这样一来，使学生能够站在相对较高的起点进行学习，
其体育技巧提升的速度自然更快。 

四、运用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能够巩固技术动作 
体育课是一门技巧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技术的讲解

是必需的，但是更多时候还需要学生不断实践才能真正掌握。练
习的时候由于学生刚开始还不太熟练，需要跟着教师做。这就需
要教师需反反复复地示范，有时候常常感到分身乏术，根本无法
纠正学生练习中出现的不规范动作，等到学生熟练后，发现有的
学生存在动作错误，再进行纠正，就会比较困难。多媒体课件可
以不断重复地播放，教师不仅从反反复复的动作示范中解放出
来，也有精力对学生的练习进行辅导和纠正。例如：在跳高这个
项目上，用跨越式跳高的小学生往往很难跟用背越式跳高的运动
员相媲美，但背越式跳高对起跳点、助跑路线、过竿动作要求较
高。教师示范了几次后，学生还是没有掌握，这时候可以将多媒
体课件的示范动作放慢，让学生细细体会，同时伴随讲解：身体
的过杆顺序、起跳点的掌握，并能够反复播放，让学生进行学习
并进行实践尝试。 

五、运用信息技术与课堂整合，有利于培养体育精神 
体育中所蕴含着的团结协作、积极进取、永不服输的精神，

也是小学生可以学习的。运用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体育文化，体
育精神的教育熏陶，非常的具体、生动、形象。例如：可以通过
观看国际性的比赛，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在
观看比赛时，还可以引导学生向那些在场上顽强拼搏，为国争光
的运动员致敬和学习，在感受体育文化和精神中，促进小学生具
有健全的人格和优秀的品格。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课改和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下，不仅为教学发

展指明了新的方面，对信息技术与课堂的有机融合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作为小学体育教师，更应当将信息技术恰当、合理、科学
的运用到体育课堂当中来，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运动积极性中，构
建高效课堂，从而促进小学体育教学水平的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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