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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在高中体育田径教学中植入“趣味因子” 
◆祁树伟 

（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十中学  830000） 

 
摘要：随着我国高中教学目标的不断改进，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全方面的

综合发展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教学目标，特别是增强学生的体质，更是

当前教学目标的重点之一。体育锻炼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体能和意志力，

也早已被列入高考考核的项目。体育中田径的教学是体育运动的基础教

学，但是许多学生对参加田径项目存在排斥心理，如何激发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是当前教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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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中正是处于身心综合素质发展的关键阶段，平时繁
重的课业压力导致许多学生缺乏体育锻炼，这时体育课就成为了
他们主要锻炼身体的时间。体育教学中如何提升学生对田径项目
的兴趣一直是教学的难点，田径项目本身缺乏趣味性，那么如何
让学生对田径项目感兴趣，在田径项目中植入“趣味因子”就是
关键所在。 

一、“趣味因子”进入高中体育田径课堂的基本特点  
1、让活动增加趣味性 
传统的体育课教学就是循规蹈矩的按照课案中的教学任务

内容安排学生活动，没有激发起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体育课教学的
兴趣。而在体育课堂中加入“趣味因子”，对高中学生而言是可
以激发他们参与积极性的方式，在玩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同时
也增强了学生参与体育课的积极性。 

2、田径活动具有竞争性 
传统的田径教学一般都是让学生绕操场跑步或者跟着老师

做一些运动，而在课堂中加入“趣味因子”后的教学模式，可以
转变为让学生通过竞技比赛或者游戏的方式，更多的是参与游戏
的过程，增强她们的参与感。 

3、培养多项能力 
“趣味因子”教学法，主要是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课堂是有趣

的，激发他们的参与感和探索欲。他们在参与田径教学的同时，
不仅增进感情还增强了他们的合作能力。 

二、如何将“趣味因子”植入田径教学课堂 
1、在准备运动中的应用 
通常体育课之前的热身运动都是全身运动以及慢跑，这些都

是常规的课前准备活动。学生长期处在重复运动中就会导致他们
对活动失去兴趣，动作做得不到位，从而影响热身运动的效果，
在之后的运动中容易造成拉伤等身体损伤。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加
积极的参与热身，可以在热身中设置一些简单的游戏活动，比如
“听数抱团”、“听口令做动作”、“传球接力跑”等小活动，这样
不仅可以让学生都参与进热身运动，还能在正是上课前先调动他
们的积极性调动，让课堂变得热闹起来。 

2、在教学中创设情境 
在热身之后，如果马上进行田径的教学可能会浇熄大家的积

极性，此时老师可以通过设计之后教学的情境，来诱发学生参与
的兴趣，比如在田径教学中教学生学习“标枪”这个项目时，老
师可以先为学生描述标枪的基本动作，还可以使用笔记本电脑或
者 ipad 为学生播放运动会中标枪比赛的精彩片段，让学生带着
对运动员的崇敬感参与到学习中去，在为学生示范动作时，老师
可以使用充满趣味性的语言，比如把自己想象成一把弓，身体要
像弓弦那样 大限度的舒展开，这样细节的描述等等。或者在教
学之前先进行项目的描述，让他们猜测今天要学习的项目，并且
向学生提问他们是否了解标枪项目， 后进行标枪规则的讲解等
等，在进入正式教学前，先让学生充分了解项目。 

3、正式教学导入游戏成分 

在传统的体育课堂中，许多老师在为学生展示完一遍项目动
作后，通常就会让学生自由发挥，但是这样的教学是没有效果的，
学生对项目不感兴趣就不会继续参与活动或者因为动作不规范
导致受伤。为了让学生感兴趣更有参与感，可以在教学中加入一
些简单的游戏，比如在跳远项目的教学中，可以先让学生分为几
个小组，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先掌握跳远的基本动作，然后进行
跳远接力的活动；或者组织“跳远晋级”的活动，各小组成员跳
远成绩相加 终 高成绩可以得到奖励等等，在这样的小型比赛
中学生竞争意识被激发起来，增强他们对田径项目的兴趣度。 

4、教师参与感的重要性 
许多体育老师在为学生示范完动作之后就变成了“甩手掌

柜”，在一旁看学生练习，或者在一旁使用口头指导的形式为学
生分配任务，这样会给学生造成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是完全
脱离教学情境的状态。如果教师能够主动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
去，与学生一起练习项目，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积极性，自身积
极性也会得到提升和激发。比如在进行 4X100 米接力时，老师
也成为其中的一棒与学生一起比赛，这时老师不仅可以为学生示
范标准的动作，还可以激发学生的竞争力，在比赛后与学生一起
交流互相评价，互相学习技术要领。在与学生打成一片的教学过
程中，拉近了师生关系，同时学生也会对上体育课更感兴趣。 

结语 
在体育运动项目中田径项目属于较高负荷量的项目，所以会

让学生感到疲惫和乏味，这时就更加需要将“趣味因子”植入到
田径项目的运动中。老师在教授技术的同时，要让学生感受到田
径项目的趣味性和锻炼的意义，让学生真切的感受到锻炼身体的
益处，同时老师在教学中与学生相处更加融洽也能够帮助学生增
强对体育课的兴趣，以此来提升教学课堂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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