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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课标改革形势下，教育制度不断改变进行完善。人们对于教

育的理解有了更高的层面，在传统高中体育教学中，教师往往是讲一些

体育知识以及一些运动技巧，从而忽视了身体的锻炼。因此在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要更加重视身体的锻炼，注重学生们身体素质

的强化。本文对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模式进行分析，探究

一套有效的高中体育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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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改革后，教学模式有了很大的改善，能够很大程度上
激发学生们参与课外活动的兴趣。高中体育课内容主要讲解了体
育知识和一些运动技巧，通过这些知识和技巧帮助学生们有效的
锻炼身体素质和培养学生身心健康。因此，老师在体育课教学中，
要适应新课标改革形式，建立一套先进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
更好地接受体育知识，使学生能把体育锻炼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
件事情，通过学生不懈地锻炼，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1]。 

一、高中体育教学的现状 
在高中阶段的学生，学习任务相当繁重，因此许多学生都把

大量的时间用在文化课的学习，相对而言身体的锻炼就很少了。
面对大量的学习作业，学生们甚至会在体育课上去学习文化课知
识，这更加严重地影响了体育教学的质量。 

新课标改革下，体育老师们一定要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然而，许多高中体育老师，没有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在日常体
育课中，老师仅仅是一些体育新闻、体育项目以及一些体育运动
技巧讲解给大家，并没有让学生们身体上得到好的锻炼，导致了
体育教学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严重影响了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2]。
一些高中体育课堂，老师在对于学生的体育锻炼要求太过苛刻，
把大量的体育运动强行加到学生身上，忽略了学生的感受，从而
无法形成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降低了学生们在体育课上的热
情。 

二、新课程改革创新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模式的有效途径 
（一）优化体育教学内容 
传统的体育教学中，其中的体育教学内容非常局限性，内容

太过单调从而无法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课堂中，让学生学习
缺乏了兴趣。在新课标改革背景下，要想有效地开展高中体育教
学，就必须要把体育教学内容进行整改优化，老师们重视学生运
动的培养，正确引导学生们发现自己所擅长的体育运动，从而让
学生们养成锻炼的好习惯。其次，老师要了解学生们的体质，根
据学生自身情况来，培养学生运动爱好[3]。 

例如，在某高中学校体育课堂上，体育老师把学生们带到操
场上，带着学生们去看一看操场上的体育运动项目，让学生们了
解体育项目。接下来老师将每个体育项目都用标准的姿势为学生
们展示了一遍，让同学们对于运动项目的技巧有个初步的认识。
这个时候老师挑选了一些身体素质比较好的男学生，让他们去尝
试铅球、实心球项目；要选了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学生，去尝试拉
单杠、蛙跳项目；又让女生们去尝试跳绳项目、踢毽子项目、慢
跑项目，根据身体素质为他们寻找相应的体育项目。在这节课当
中，同学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发现了自己擅长的体育项目，学生
们积极参与到了体育活动，调动了学生们运动的积极性。 

（二）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传统体育教学都是以老师和教材为中心，从而使学生处于学

习的被动者。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必须是做什么，让学生处于一
个被动的地位，丧失了主动性。在体育教学中，严重影响了学生
们体育方面的发展。因此，在新课标改革背景下，教学模式一定
要从学生们出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不仅要

加强学生成绩的提高，还有重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4]。 
例如，在某高中学校中，体育老师在讲解“背抛实心球”的

动作，老师先示范一遍正规动作，老师手上拿起一个实心球，背
向投掷点，把实心球的重心移动到身体重心的下方，然后双手向
上提拉，双腿扎紧地面，奋力一投。在展示完规范动作之后，老
师先让几个体质好的男学生尝试一遍背抛实心球，观察几个学生
动作之后，这对于几个动作分析改正。然后再让一些体质稍弱的
学生们尝试一遍背抛实心球。在他们抛完实心球之后，老师询问
他们发力点，根据他们在发力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老师给予引导
和提示，帮助学生学习运动项目。在这种教学当中，根据学生在
学习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老师及时的给予帮助和提示，从而调动
了学生们运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三）建立良好师生关系 
为了在体育课中有效地开展体育项目，还需要同学们配合老

师的工作。因此，在教学中老师们一定要和学生们多多互动，建
立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例如，在某高中学校中，体育老师正在
安排拉单杠的体育项目教学，在课堂中老是看到一些学生坚持不
下来拉单杠项目从单杠下落下来，这个时候老师走到学生面前正
确引导学生们发力，然后演示一遍给学生们看，学生们再一次去
尝试，老师在一旁激励学生们鼓励。在这过程中，老师与学生充
分的去交流互动，带动了学生去学习，从而促进了体育课教学质
量的提高。 

（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此教师们在开展体育教

学时，一定要重视学生的兴趣养成。培养了学生运动兴趣，进而
学生们就会自主性地去参加体育项目，所以培养学生们运动兴趣
要比灌输给学生们体育技能知识更重要[5]。在实际教学中，一些
体育老师让学生们各自设置自己体育课的活动任务，在这过程中
老师让学生们自主安排学习任务，学生们都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
中，这不仅能调动学生运动的积极性，还能促进身体素质的发展。
因此在实行体育课教学中，教师们一定要重视培养学生学习兴
趣，让学生乐在其中，自发性地去进行一些体育锻炼，这样才能
达到体育课教学的真正目的。 

总结：综上所述，在新课标改革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模式当
中，教师们一定要去优化目前体育教学内容，根据每个学生的身
体素质情况，正确引导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体育项目。其次，在
体育课教学中，一定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老师们一定要根据
学生自身需求给予学生们引导和帮助，从而调动学生们运动的积
极性。还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师生关系，重视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这样才能让学生自主性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达到体育课教学的
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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