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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浅析初中体育教学中课堂游戏的实践运用 
◆韩愿愿 

（成都高新芦葭实验学校  641414） 

 
摘要：为了能够提高初中生的身体素质，教育部实行了初中体育课程改

革，要求教师能够按照新的要求和标准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实行了游戏化的实践教学模式，让学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体

育课程的教学中。为此，本文就如何将课堂游戏融入到初中体育课堂教

学中进行探讨，以完善初中体育教育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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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体育课程改革以及素质教育理念在传统教学中的
应用，游戏化的课堂在体育教学中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广泛肯
定。通过新的体育课程改革，培养学生的户外活动兴趣，提升学
生的精神面貌。而如何将游戏融入于体育教学的课堂中仍然值得
探究。在传统体育教学中的课堂内容往往无法有效提起学生的学
习和参与的兴趣，致使教学质量降低。但是如果无法以科学的方
式将体育课堂游戏化，也不会获得理想效果，甚至适得其反。以
下作者通过自身在体育教学中的实践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就游戏
化体育课堂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促进游戏教学在初中体育中的良
性发展。 

一、游戏课堂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情况分析 
初中体育课程改革中，要求初中体育教师要按照新的要求和

标准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为了使这一目标更好的实现，让学生
能够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课程的教学中，进行游戏化的实践教学模
式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走访一些初中学校的体育老师，发现目
前体育课堂上往往是老师讲授需要教学的课堂内容，并指导学生
如何掌握正确的姿势，然后将剩下的时间交给学生进行组队联
系，以期学生熟能生巧。也有老师能够组织学生通过做游戏的方
式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参加体育课程的积极性。还有些老师
则会通过将教学课程游戏化之后进行比赛，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
心理[1]。可以看到，学生会因为课堂教学的有趣与否而产生不同
程度的参与积极性，无疑，当学生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当然，如果只是提高学生上课的积
极性，而忽略了教学目标的实现，则无法很好的完成学生体质和
精神面貌的提升。 

二、在体育课堂游戏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一）对教学目标的忽视。 
在将游戏直接放到课堂上，让学生去玩耍，而忽略了体育教

学目标[2]。众所周知，新课标下的体育教育是为了能够提升学生
的身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以培养能够为祖国建设和发展做贡献的
栋梁之才的。以此为基础，如果只是活跃了课堂上的教学氛围，
而无法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进而造成下一代人才质量的下降。 

（二）理论知识的实践。 
由于部分体育课程需要一些理论知识的支撑，如果无法将这

些知识深入学生心理，并在体育课程中加以应用，学生则无法对
体育课程涉及到的一些背景意义以及活动规则加深理解。因此，
在体育教学游戏化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将一些理论知识加入其中，
帮助学生在具体的游戏实践中加深体育活动的目的和精神进行
更深一步的理解。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促进学生能够将
这些理论知识更直观，形象的应用到体育学习中[4]。 

（三）游戏枯燥无趣。 
将课堂游戏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极大提高学生对体

育课堂的参与度，如果教师无法设计有趣活泼的课堂内容，那么
学生的积极性就无法被提起，也就无从谈起课堂游戏化的优越
性。同时，枯燥甚至严苛的体育课堂甚至会激发学生的逆反心理，
而造成学生不愿意参加体育课甚至会逃课。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
课堂的趣味性对体育课进行优化，进而让学生愿意在体育课上进
行体质锻炼，也愿意学习相关的体育知识。 

三、体育教学中课堂游戏的实践运用 
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户外活动的游戏，这些游戏有的

适合在课堂上加以应用，有些则由于危险性，简单性，枯燥性，

参与度等问题而不适于课堂教学。在选择这些游戏时需要对整个
游戏过程进行分析，重点注意游戏过程中的危险性，参与度，是
否与课程目标相符合等问题。当符合这些条件后，也不能简单的
将游戏直接套用在课堂上，而应该进行或多或少的改造，以获得
更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针对“解脱接力”游戏锻炼了学生的反应速度，注意
力，协作能力以及身体体力等，将该游戏引入课堂时需要考虑该
游戏适合那一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需要针对该教学目标，深入
浅出的将该游戏涉及到的体育课程理论知识以及一些背景向学
生讲述。例如教师可以将该游戏中存在的接力跑，起跑姿势，体
力安排等问题向学生一一讲述，这样学生为了争取名次就会自然
而然的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到游戏中去。体育教学的目标也借此
而轻松而有效的完成。 

体育游戏与体育运动相比，具有更加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
可以更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学生只有对一件事产生了兴趣才愿
意去参与，体育课其实也一样,学生喜欢学习这门课程，教师才
能更好的向学生灌输专业的知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例如，“拉网捕鱼”游戏，拉网捕鱼游戏可以发展学生的快
速反应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小组成员的团结协作精神。由
于该游戏需要参与者不停的进行躲闪动作，因此就需要格外注意
该游戏中的一些危险动作。这样，教师就可以借此机会想学生讲
解各种实用的规避技巧，提升学生面临危险时的防御受伤的能
力。同时，学生在学到这些技巧性动作之后，也会更加主动的参
与到课堂中来，以期获得更多有趣的能应用到生活中的技巧。同
时这样要求教师在生活中多观察多实践，并进行总结这些经验技
巧，也只有一些新颖而具有实际意义的能力才能够得到学生的认
可。教师在带领学生参加体育游戏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增强了学
生的体质，对学生的思维能力进行开拓，对学生的竞争意识进行
培养，进一步的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结束语： 
在体育课堂中将教学内容游戏化，有目的的提升学生的某项

技能，可以在提高学生课堂参数兴趣的同时更加快速的培养学生
的身体素质，有效达成体育课堂教学目标。在课堂实践中，不能
孤立的考虑游戏的趣味性而忽略教学本身的目标。只有将游戏本
身和教学目标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做到寓教于乐。现代
素质教育不仅需要学生获得丰富的学识，还需要其具备优秀的身
体素质，而科学合理的游戏化课堂则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重要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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