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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小学体育教学中 
◆韩全红 1  肖飞建 2  周盼盼 3 

（1.阜阳市阜纺小学；2.阜阳市阜纺小学；3.阜阳市颍泉区安营小学） 

 
摘要：小学体育课是小学课程中一门必修的学科，其核心是让学生掌握
体育与保健的基础知识，基本技术、技能，对学生进行思品教育，提高
运动水平和技术，学生体育思维得到提升，激发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
不断的提升小学阶段体育教师的教学方法，符合学生的基本学习状况，
还需要不断创新教学方式，以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现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体育课堂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
下，小学体育课堂教学需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在小学体育教学
中有效的运用信息技术可以极大的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形式，使体育课
堂更加高效，课堂教学更加优化，因此本文对信息技术在小学体育课堂
中应用进行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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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生的日常学习有着紧密的联系，
体育知识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在小学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发挥着十分
关键的作用。 

一、小学生学情分析与信息技术运用的现状 
（一）小学生学情分析 
在小学阶段的体育学习过程中，小学生年龄小，受多种因素

影响，如场地空间、外部干扰等。让注意力难以集中，学生活泼
好动，兴趣难以持久，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强、自我约束的能力比
较差。引导学生先从自我行为做起，再到如何学习，最后到提升
运动技术技能。教学过程中不断激发学生的兴趣，养成自主学习
的习惯和方法。低年龄学段的学生模仿能力强，具备体育的一定
思维方式，一些抽象的、复杂的动作会存在困难，需要学生借助
于辅助设备、材料或者创设情境来解决。对高年龄学段学生来讲，
对于一些未知的动作，需要进行从直观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
之后掌握技术动作的精髓。从总体上来说，小学生体育学习，由
于思维和认知的发展不同步，发育较为缓慢，因此在体育教学中，
需要按照学生的身心特点进行教学，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好
的发展。由于小学生受心理上和年龄上的限制，对于技术动作的
学习很多还停留在机械性模仿阶段，模仿之后才能够进行一定的
理解记忆，因此解决这种困境还需要教师的帮助。 

（二）小学体育信息技术运用的现状 
首先，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们还未充分的认识到信息技术

与小学体育课程相互整合的理念。在小学体育课堂上信息技术的
运用已经进行了有一段时间了，部分教师，尤其是从传统教学模
式中走来的教师对于新技术的使用还有认识不清楚的问题，而教
师要想更好的使用它，并运用于自身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就必须
对信息技术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才能够把信息技术更好的运用
于体育课堂教学中，才能够积极地促进体育课程与信息技术的整
合。由于小学教师对新兴技术的认知的不足，从而造成我们后续
课堂问题的出现，因此还需要更为全面的关注和分析信息技术与
新媒体的理念问题。 

其次，部分教师用不合理方法的使用信息技术。一些教师在
使用信息技术的时候没有目的性，囫囵吞枣的使用，没有合理的
分析问题，上课的时候忽略了学生的身心和学习特点，这样就会
造成一定的问题。比如，有部分教师在教学中过度的、不合理使
用信息技术，容易形成一定依赖性；还有部分教师在课件的设计
上十分呆板，也影响了教学效果，信息技术与小学体育课程的整
合就出现了严重的脱轨问题，整合也过于形式化。 

二、信息技术应用到小学体育教学 
（一）提升教师自身，增强信息素养 
第一，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更新的教学理念，不断完

善我们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树立新的教学目标和理
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将小学体育教学之中运用信息技术，
增强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教师要正确认识信息科学技术在教
学中的地位，是更好使用信息技术的前提，在此过程中，教师还
要继续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 

第二，教师要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并做好角色的转变。做好
从传统型教师向现代型教师的转变，充分发挥学生的主题地位，
从以往的动作技能传递者变成动作技能的指导者，让学生可以在
老师的指导下更好的运用体育知识，学习体育知识，积极的思考
和探索，提升自主学习的能力。 

第三，教师需要参加专业培训，以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技术。
信息技术是一门新的技术，更新换代快，教师就要与时俱进，不
断的掌握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基本的技能，例如，体育课堂视频
处理器的运用，PPT、office 基础软件的运用、电子白板教学等都
是教师要掌握的基本技能。教师增强在体育教学理论方面和教学
技术理论方面的认知，提升自我技术能力，这样在课堂上的运用
时才会游刃有余。 

（二）在体育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创设学习情境 
创建多个学习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学，在情境中练，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体育学习的本身就是抽象的，故学生在学习中会
有相互交流的需要。具体的教师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分析： 

首先，在上课之前，利用网络上的资源设定有趣的情境，然
后引出本节课的教学内容，引出体育知识，可以更为强烈的吸引
学生，让学生更为主动的去探索、去学习，让学生形成一股学习
的劲。例如我在教授科学出版社二年级体育下册《立定跳远》这
节课时，先在屏幕上青蛙跳，兔子跳，袋鼠跳的动画视屏短片，
画面中出现的青蛙，兔子，袋鼠等可以更为直接直接刺激到孩子
的感官，同时配上动感美妙的音乐，让学生产生浓烈的好奇心，
同学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去上体育课，学习激情高涨。通过一些图
片和视频更加形象而直观的将体育知识表现出来，从而让学生的
注意力可以更加集中。 

其次，在小学的体育教学中，合适的时机将现代的信息技术
融入到学科教学，通过直观形象的动画、图片和场景来创设情景
教学，让教学的内容清晰化、具体化，可以活跃学生的思维，让
学生更好的融入到体育教学中去，并且可以更好的体现学生的主
体地位，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主动思考和探究，改变传
统的教学观，以教师的教为辅，学生的学为主，提高质量，优化
过程，增强效果。在体育课堂中适当的使用视频、音频等教学技
术代替传统的教学方式，由此给学生一种全新的体育学习体验，
也可以提高体育的吸引力。 

再次，运用信息技术突破体育学习难点，小学体育学习还存
在一定的难点问题，因此使用信息技术可以有效的突破这些难点
问题，也能够更好的改进学生的学习状态，让学生可以更好的面
对自己的学习，充分的运用已有的知识改变体育学习状态。体育
静态内容可以向着动态化演变，也能够解决教师难以讲解的难题
尴尬。 

最后，运用信息技术优化课堂练习，巩固新知学生对一节课
的内容掌握与否，主要体现在对完成练习题的准确程度上，所以
对练习题的设计也显得至关重要。在教学中我发现有些学生对完
成练习题兴趣不高，这个问题对于小学高年级学生尤为明显，高
年级体育题比较抽象、复杂，理论性强，学生对其积极性不高，
甚至产生厌恶的情绪，这样很难达到练习的效果，相反我们可以
合理利用信息技术的超强手段来设计出能够刺激学生做题欲望，
调动学生做题积极性的练习题，设计出包含有动画、图形、声音
相互交错的练习题，让学生感觉到完成练习题也是一种享受。在
体育教学中适当的应用信息技术，可以更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发挥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主题作用，开扩学生的知识视野，
节约课堂教学时间，让课堂更加高效，同时在突破重难点，提高
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总之，本文通过对小学体育教学中适当的运用信息技术进行
研究和分析，让小学体育教学与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相融合，发挥
信息技术在体育教学中的引导作用，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习兴
趣，优化教学环境，把生硬抽象的体育知识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形
象直观的展现在学生面前，让教师可以更为轻松地教，学生轻松
的学，努力为学生创建一个有效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带去愉快和
轻松的学习经历，这符合现代教育背景下新的教学理念，但是信
息技术如何跟小学体育教学形成完美结合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思
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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