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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低年级体育课堂问题行为的成因与策略研究 
◆黄振威 

（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石圳小学  广东惠州  516029） 

 
摘要：体育教学对规范的课堂行为有着很高的要求，而学生在体育课堂

中的问题行为，会对体育教学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本文结合小学生低

年级体育课堂问题行为的表现形式以及产生原因，给出这些问题行为的

解决对策，希望能够有效减少小学低段学生体育课堂问题行为的发生，

有效提高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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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处于思维活跃的时期，再加上他们这一时

期特殊的心理特征，小学生在开放性的体育课中难免会出现一些
问题行为。老师如何根据新课改下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基本理
念和要求，坚持“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指导思想，以学生
为课堂主体，有效地结合体育课的特点，运用多种手段，妥善解
决体育课堂中学生的问题行为，进而促进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帮助他们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一、课堂问题行为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发生的，违反课堂纪律、
妨碍正常课堂活动的或影响教学效率的行为。小学低年级的体育
课堂问题行为包括： 

1.相互打闹、故意做出搞怪、滑稽的动作或者行为以吸引他
人注意力，在队伍里交头接耳、不服从老师的管教等等一些直接
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 

2.体育课堂中不好好完成体育训练、发呆走神、心不在焉；
不合群、保值沉默等等间接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 

二、小学低年级体育课堂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 
1.小学生自身原因。 
由于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差，容易受

到外界干扰，对信息辨别能力弱，容易被误导，产生问题行为。
另外，小学的心理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就会通过一些问题行为
来达到目的。 

这里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分小学生存在
的心理问题也是问题行为产生的一大原因，比如说，多动症就是
一种常见的行为。 

2.体育老师原因。 
教学方法不当。教研工作没有做好，缺乏有效的教学组织以

及临场应变能力，从而引起课堂问题行为。 
体育管理不当，一些过于严厉或者过于宽松的课堂管理也是

产生问题行为的主要原因。 
体育老师缺乏自我反省精神。老师对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出

此案的问题不能很好地从自身找原因。 
三、小学低年级体育课堂问题行为的解决对策。 
1.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 
体育老师首先要转变思想，与小学生建立起民主、和谐、平

等的师生关系。老师在与学生的相处中，要做到尊重学生、包容
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建立一种互相信任、和谐共处的良好师
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主要是通过老师自身的努力得以实现
的。需要老师做好角色变换，用真情去关心、去打动学生；课堂
上要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用鼓励的语言去引导、教育学生，
努力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学生创建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激
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感受到
学习成功的自豪感，以达到师生融洽相处，从而和谐发展的目的，
从根本上解决发生课堂问题行为。 

2.创设游戏体育教学，提高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小学生的天性就是活波好动、贪玩，体育老师可以利用这一

点把游戏融入体育课程中，而这些游戏也应当具备趣味性、互动

性以及开放性等特点，借此来培养和激发小学生的体育课堂兴
趣。进而更好地让小学生集中注意力、全身心投入体育课堂学习，
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 

比如，以前体育课老师经常组织一些赛跑之类的比赛。如今
为了提高体育课堂的趣味性，老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走鸭子步比
赛，先让小学生在操场上模仿鸭子的形态和步伐，要求学生两腿
半蹲并弯曲当做鸭子的双腿、昂起头，然后把自己的双手背在身
后，扭动着向前走。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这样游戏规则看哪位
学生鸭子步学的最像、走得最远。这样老师首先通过游戏教学法
激发了小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然后又激起了小学生的求胜欲
望，让他们在游戏中感受到体育课堂的无限乐趣，从而更好地投
入体育学习中，有效减少问题行为发生。 

3.发挥小学生体育学习的主体作用。 
以学生为主体，是素质教育的宗旨。素质教育最根本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学生学习的“主人翁意识”，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学
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获得知识与技能，是课堂教学的最终目
标。低年级小学生在体育课学习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时，离不开
体育老师巧妙的引导与鼓励。 

比如说，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学习主要通过体育教
学中的集体意识和学生的互帮互学来提高小学生学习主动性，进
而培养小学生的合作意识、团队意识；形成团队凝聚力，发挥体
育教学小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小学生意识到自身的不良行为是不
可取的，从而减少问题行为发生。 

另外，体育老师还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激发小学生的探索
欲望。在以安全为基础的前提下，小学体育老师可以适当的对教
学内容进行一些用心设计，增加创新性，为学生设置一些具有挑
战性的项目，难度适中，确保经过小组合作学生能够顺利完成，
这样才能调动学生们的探究欲望，并且愿意上这样的体育课，意
外能够有效减少问题行为发生。 

4.体育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在同一个班级里的学生存在身体条件、运动能力、心理状态

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此，体育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要正视个体差异的存在，多想办法，因材施教；老
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同等的学习、锻炼的机
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课堂的主人，从而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
习，给每个学生展示个性的机会，使每位学生都参与到体育教学
中，让他们真正体验到体育学习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和收获。 

另外，在体育教学中老师对一些具有多动症的小学生要多采
用奖励办法和他沟通。多鼓励他们受欢迎的行为，比如，他们的
体能好、学习积极等等，对于他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都报以
微笑和表扬，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让其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既
提高了体育教学率，更重要的是还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心理。 

最后，让学生们每个人都能在自身现有的基础上实现进步，
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从而减少问题行为发生。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体育老师在对小学低年级体育课堂问题行为的处

理过程中，要正视问题，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与认知水平，因
材施教；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体育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激发
他们的体育学习兴趣，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中来，才能有
效解决课堂问题行为的产生，从而提高小学体育课堂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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