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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体育如何利用“玩”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杨正军 

（云南省楚雄市思源实验学校） 

 
摘要：新课改的要求下，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成为新的趋势。体育教学

是小学阶段的一门重点学科。提高体育学科的教学实效，不仅有利于学

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提高身体素质，也有利于学生意志力及高尚品
格的发展具。因此，利用“玩”的形式吸引学生兴趣，提高体育教学质

量，应当是每一位小学体育教师思考的重点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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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基础课程相比，小学体育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是小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目标的重点内容。近年来，社会对于
高端人才的需求加剧，越来越要求人才具有高度的体育核心素
养，拥有正确的健康观念和体育价值观。要落实体育学科设置的
理想目标，就需要采用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将“玩”融入到
教学中去，提高体育教学的魅力，从而让学生在轻松的体育课堂
上完成综合素养的培养。 

1 当前小学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与其他基础课程相比，小学体育的形式较为轻松，其设置目

标也是为了对基础课程形成补充，以培养小学生的全面发展能
力。因此，体育课堂应当增加趣味性的内容，以“玩”的形式进
行课堂教学，从而让学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但是当前，仍然
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玩”中“学”的形式不能得到很好的应
用，具体如下。 

小学体育学科是在理论讲解与实践训练并轨的基础上，将对
学生体育素养和身心健康的培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的学科额，因
此，完善的核心素养评价体系，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情兴趣
与参与积极性。但是，当前，小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评价模式仍
然相对单一，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通常过于重视体育技能的掌
握与应用能力，而忽略蕴藏在体育背后的体育精神及体育品德，
而这正是学生体育教学目标的重点内容。例如，在高年级段学生
组合拳基础教学中，因为武术动作相对复杂，且学生在日常生活
中接触的机会较少，因此在教学中教师为了把握整体课堂节奏，
减缓教学压力，往往是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学生对武术动作的学习
上，在评价时往往也是依照学生武术动作的完成度，这就忽略了
武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家国情怀与武术精神，忽略了体
育精神与体育品德对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的影响力，大大压抑了
体育教学的实效。同时，由于过于强调体育技能的评价，学生往
往将体育课程视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不能以充分的学习兴
趣参与到体育学习的氛围中去，造成了学生参与积极性的低下。 

小学体育是一门增强学生体育锻炼能力、提高其身体机能的
重要学科，将“玩”的形式贯彻进去，构将大大减少学生的畏难
情绪，消除体育课程中大量体育锻炼造成的压迫感。以篮球教学
中运球绕杆的教学为例，教师往往是通过打分的方式，对学生完
成规定动作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评价，但这一运动项目设置的基本
目标是增强学生的灵活性与运动稳定性，因此，评价体系还应当
体现对学生运球的基本方向、运球衔接是否合理等内容的评价，
而这些内容正是学生全面参与“玩”时所获得的到的体验，应当
在教学中以趣味性的形式体现重视。 

2 利用“玩”提高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的策略 
2.1 以“玩”促“教” 
在小学体育中，引入以“玩”为主的体育游戏可以增强体育

活动的趣味性，与其他体育锻炼项目不同的是，体育游戏本身对
于学生的吸引力就较强，因此很容易让学生参与进来。例如，在
旨在锻炼学生耐力与灵活性的“钻山洞”活动中，如果教师忽略
“玩”的形式，只是让学生重复钻由其他学生双手举起来组成的
“山洞”，那么这些机械的循环动作很容易使得学生产生枯燥感
与乏味感。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教师可以引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
童话故事形式，向学生讲述穿山甲的故事，让其扮演“小穿山甲”，
去参与到活动中去，这样就很容易使得学生融入“钻山洞”的情
境。再这样的体育游戏之后，教师可以用简单的语言向学生讲解

游戏中所锻炼的体育能力，并鼓励学生思考是否还有更合适的游
戏，对于其中有价值的想法可以在未来的课堂教学中进行实现。
又比如，在对学生要求较高的体操训练中，往往因为对于学生排
列队形的整齐性由很大要求，且对于初学的学生来说很容易丧失
兴趣，这时教师就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字母”，让学生自由组
队，去思考几个人如何列队成功拼成字母，从而使得其理解排队
列的方法，也消除其对于机械训练的厌倦范，促进体育教学目标
的完成。 

2.2 以“玩”养“德” 
在传统的德育教学中，教师往往是直接灌输理论的主体，而

学生则处于被动接收德育理论的消极地位，因此很难使得学生形
成对德育教学的心理认同，更不可能有效实现德育教学感染人、
影响人的基础目标，甚至会使得部分学生产生抗拒与抵触心理。
因此，德育教学必须打破纯理论教学的限制，将德育渗透作为德
育教育的基本手段，在“玩”的情境中让学生成为德育素养培养
的主体，而小学体育正是发挥这种培养作用的优势平台。例如，
教师可以定期展开适应体育教学内容的小型比赛，如“两人三脚”
趣味跑步等，在每次体育比赛之前，教师都应当以“引导者”与
“裁判员”的身份，强调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这又是对规则意
识这一基本德育素养的强化；同时，由于比赛活动通常以小组为
主要形式，以小组最终的胜出为理想目标，因此，这就要求学生
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以团结协作的意识实现小组策
理想成绩的取得，这又是有利于对学生团结合作这一德育素养的
培养。 

2.3 以“玩”培“智” 
在新课改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小学体育也应当承担起开发学

生潜能、启发学生智慧的责任，因此，就要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设
置具有启发性、引导性的益智游戏，让学生在“玩”中完成自身
智力能力的拓展。例如，可以开展“五角钱”和“一块钱”的游
戏，女生是“一块钱”，男生是“五毛钱”，在教师宣布游戏开始
之后，随机喊出一个“零钱”，这时所有学生就要尽量用最快的
速度“抱团组队”。这一游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灵活度与体能，
也强化了学生快速计算与整合的智力能力。 

3 结束语 
综上，传统的小学体育教学中存在着一些影响学生参与兴趣

与活动积极性的现实问题，阻碍了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新时期，
教师应当利用好“玩”的形式，使得趣味性的游戏与教学融合在
一起，让学生在轻松自由的体育课堂中实现自我成长，切实提高
体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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