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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在初中体育课堂中的意义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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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戏有着极强的娱乐性、竞争性、自由性，游戏在一定的规则要

求下，衍生了很多的创新想法，可结合学生的运动习惯、游戏中产生的

惯性联想等，将游戏内容进行适当的整改,契合初中生的游戏喜好，获得
更佳的体验，游戏在初中体育课堂上是必要引入的，当游戏导入课堂，

形成独立的游戏模式，或者与其他的运动要求结合起来，学生的兴趣度

提高，参与意识较高，在游戏中也可以体现出学生的优势，帮助他们建
立体育的自信，提高游戏的教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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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体育虽非主流学科，但体育能够强健学生的体魄，强
化学生的精神意志，是初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而体育
中渗透游戏，能够让学生对体育产生主观能动性，在体育活动中
掌握相关的技术动作，实现自我精神层面的升华，突破体育的难
点，让身体素质更上一层楼，教师应充分的利用游戏，创设出多
样化的游戏模式，应用游戏让体育活动充满生机。 

一、将体育游戏引入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1.将符合初中生年龄特征与发展规律的游戏引入课堂中  
游戏可打破年龄、习惯等壁垒，大部分学生都可以参与，可

结合初中时期学生游戏的喜好、生理能力等，让游戏从简单到困
难，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期间教师不断的指引学生打破自
己的身体僵局，在合理安排游戏的情况下，通过彼此之间的鼓励
与帮助，让学生在游戏中，基于自己的年龄特征，摸索体育的规
律，找到游戏的窍门，通过游戏自然的导入安全教育等。 

2.在引入游戏的过程中充分关注个体差异  
游戏中男女差异等个体差异是很明显的，初中生的个体差异

较大，教师应帮助学生减少游戏带来的身体负荷，让学生感到充
分的喜悦、热情，在游戏中，部分学生虽然已经很累了，但是他
们还是要积极参与，主要是游戏带来的快乐成为了学生的心理支
撑，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表现出自己的优势，进一步的强化游戏
能力，让学生在游戏中凸显自我，更加愿意参与，并激励学生冲
破游戏关卡，在游戏中可释放自己的压力，做好安全措施，并掌
握相关的游戏技能。 

3.自主分析，积极探究  
通过学生的合作分析，运用不同的战术，改变胜负关系，不

改变游戏整体体力水平含量的同时，发挥智力作用，增加游戏的
对抗性、知识性。教师及时给予点评，把智力与体力有机结合，
拓展游戏的外延，发展学生的求知欲，使游戏变得有趣、有知且
富含哲理。  

二、游戏在初中体育课堂中的意义 
1.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体育游戏的娱乐性是吸引学生的根本原因。学生由于自身的

本能冲动，投身到体育游戏中去，得到情绪上的满足感，在心灵
上和身体上得到美妙的感受。体育游戏中快乐，也激发了学生对
于体育运动项目和技能的学习兴趣，唤醒了学生学习的内驱力，
使他们愿意参加甚至期待更多的体育活动和体育游戏。所以，教
师应该在体育游戏中引导学生学习体育的基本技能，利用学生的
好奇心与好胜心，发现自身的学习需要，从而主动要求学习。教
师可以在和学生一起游戏的时候，用适当的运动技术引起学生的
注意，例如：在篮球教学中的“运两个球接力赛”“运球捅球”
“运球拍击人”“运球抱团”等游戏中，当学生发现老师用不同
或更加流畅的动作可以得到更好的游戏结果时，心里的求知欲便
会驱使他急切的想要学习该技能动作。此时，教师即使采取传统
直接的传授式教学，也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  

2.有助于促进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  
对于初中生来说，繁重的课业学习会让身心长期处于疲惫的

状态，以往相对单一的体育教学模式，不能完全使学生紧张的压
力得到缓解，使初中生产生了各种心理问题。如焦虑、恐惧、紧
张，甚至是产生厌学现象等等。而体育游戏在初中体育教学中的

运用，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心理发
展。在舒缓学生紧张学习气氛的同时，获得更多交流互动的机会，
有利于学生内心压力得到释放，更重要的是通过此体育活动使学
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获得自信。   

三、体育游戏在初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1.体育游戏在准备活动中的应用  
体育课程开始之前，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热身活动，大致花

费几分钟的时间，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学生进入一个运动状
态，以避免剧烈运动而导致的身体不适应。课堂活动期间，教师
可以针对学生进行一些有趣，但运动量较小的游戏，这样可以使
学生消耗的体能得到恢复。例如，某实验初中体育老师，在上课
之前针对运动强度较大的课程对学生进行四百米慢跑热身训练，
然后进行了一个“两人三足”的游戏。这个游戏是将全班同学分
为四组，其中将每两位同学挨着的脚捆绑起来，站在起跑线上，
比赛开始后，第一组人跑向终点，然后折返，第一组人回来后，
第二组人开始跑，重复进行，直致最后一组同学返回起跑线，以
最后一组的同学返回时计时，用时少者胜出。  

2.体育游戏在技能训练中的应用  
体育是针对所有的学生而言都是一门简单的课程，但是针对

体育技能就需要高强度的训练，为了强化学生的素质，教师在体
育技能训练时加大力度，如此一来，很容易造成学生的反感心理。
如中长跑是能够锻炼学生跑步有效途径，但是一味绕着操场跑，
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厌烦的心理，可以将其设计成为接力的形式，
以提高教学效果。例如，某初中体育老师在进行具有体能训练时，
要求学生的瞬时跑步速度，于是该体育老师实行一个体育游戏，
游戏大致规则是学生分为甲、乙两组，甲组学生站成一排，跟着
老师做变换方向的定位动作，乙组学生则做相应动作的弧线穿梭
跑，在这个过程中，乙组学生不能碰到甲组学生，等甲组学生全
部穿梭跑结束后，甲乙两组交换游戏任务，以此方式提升学生的
瞬时跑步速度。  

3.体育游戏在教学结束部分的应用  
为了赶走学生一堂体育课的疲劳，体育教师应该在体育课程

将要结束的时候进行一个轻松愉快的小游戏，使学生从剧烈的运
动状态中缓和过来。这样一个益智类型的小游戏，其实和体育游
戏有着异曲同工之效，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摆脱身心上的疲劳状
态。例如，某实验中学体育老师，在体育课结束后，都会进行一
个“开火车”的小游戏，选一部分同学上台，每个人说一个地名，
代表自己，地名不能重复。开始游戏后，假设你来自南昌，另一
个人来自长沙，你就要说，“开呀开呀开火车，南昌的火车就要
开。”然后所有的同学一起问，“往哪开？”你就说，“往长沙开。”
那个代表长沙的同学就要接着唱。然后以此循环往复，直到所有
的学生都说了一遍。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恰当合理地运用体

育游戏，不仅有利于学生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掌握“三基”
的目的，而且还能发挥体育游戏的趣味性和情节性，达到提高学
生兴趣的目的。应安排适合学生的游戏，从而使学生积极参与到
体育课所安排的运动中，培养他们对体育的兴趣，最终养成终身
体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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