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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体育教学中兴趣的培养与疏导分析 
◆许  涛 

（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实验小学  江西抚州  331800） 

 
摘要：体育兴趣的培养应构建一个有序的计划，教师创设出较为轻松的

空间，让学生能够独立思考，表现出体育的优势，凸显出不同学生的体

能特长，让学生建立体育的信心，在体育活动中疏导学生的心理认知，

让学生具备自我突破的意识，可坚韧的展开体育的持续训练，形成体育

的运动习惯。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体育兴趣培养，而不是直接布置任务

去要求学生展开体育锻炼，打造寓教于乐的体育空间，激发学生的体育

潜在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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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体育相较于其他的主流课程，更加能够带给学生趣味，
但体育的教学中，由于学生的体育能力存在严重的参差不齐，部
分学生在教师较为枯燥、机械的体育要求下，经常敷衍的参与体
育活动，导致体育的兴趣每况愈下，教师应结合学生的体育兴趣
给予学生正确的疏导，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运动心态，能够
通过兴趣感克服体育的疲劳感，激发学生的体育活动意识，鼓励
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形式，在体育课堂上通过兴趣的培养，
激发学生的集体意识，优化体育教学形式。 

1.借助游戏方式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对于小学生来说，游戏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学生在课后无需

教师去要求，学生们也愿意去学习新鲜的游戏，他们很快就能够
摸索游戏的规律，展开游戏的竞争，学生虽然在体育的项目中，
表现出不同的差异，但在游戏中，大部分学生都能够融入其中，
他们学习悟性也很强，可独立的展开游戏活动，教师应关注学生
的运动兴趣、游戏喜好，结合不同年龄学生的游戏能力等，编创
通俗易懂的游戏内容，结合体育运动原本的一些常规要求进行游
戏化的创新整改，学生如若对原本的一些体育项目不感兴趣，可
通过游戏转化的形式进行兴趣的引导，让学生对于原本较为枯燥
的跑步的等运动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比如，在教授跑步项目的
课程中，教师可设置这样的游戏：“百变跑步王”。在游戏中，学
生要根据教师不断变换的口令，进行快跑、慢跑、加速跑、减速
跑，让学生在趣味性十足的变速跑中快速掌握跑步技巧，并逐渐
喜欢上体育课程。再比如，在教授跳绳项目的教学活动中，教师
可组织一个“花样跳绳”的比赛。由于传统的跳绳方式比较单一，
很多学生不愿意参与这项运动。因此，为提高学生参与跳绳活动
的兴趣，教师可引导学生自编跳绳动作，以千变万化的跳绳方式
吸引学生，提高他们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在课堂上，当小学
生听说让自己编排跳绳动作之后，非常兴奋地尝试各种跳绳动
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很多学生不仅一口气能跳完两百多
下，并且掌握了很多种跳绳的新玩法，一些以前不喜欢跳绳的学
生也因为“花样跳绳”游戏而喜欢上了该运动项目。由此可见，
在传统教学中很多小学生不喜欢体育课的原因，并不是游戏项目
本身的问题，而是教师没有注意到学生的心理特点，没有恰当选
用游戏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因此，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
应充分发挥游戏教学法的积极作用，让小学生爱上运动、爱上体
育课。  

2.借助比赛方式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  
小学生在体育项目中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感到疲

累，他们缺乏运动的动力，这时候教师提出比赛，让学生分成几
组来竞争，这样一来已经略显疲态的学生也能够积极的应对体育
互动。为赢得比赛，小学生在比赛中一般都情绪兴奋、思维灵活，
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提升自身运动能力。因此，教师以比
赛形式组织教学活动，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学生
兴趣满满地参与教学活动， 终取得高效教学效率。并且，在体
育比赛中，有很多需要学生共同合作才能完成的环节，因此还可
提升学生的团队精神及合作能力。比如，在篮球项目的课堂教学
中，教师也可借助比赛形式组织教学活动。在实际教学中，教师
可随机将学生分成人数相同的多个小组，让学生以小组形式开展
投篮比赛，借助学生感兴趣的比赛形式开展教学活动，可有效激

发学生投篮训练的积极性。通过比赛形式组织教学活动，不仅能
提高学生的投篮水平，而且能让学生在比赛中享受胜利的喜悦，
从而激发学生以更浓厚的兴趣投入体育教学活动， 终强化教学
效果。  

3.采用语言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直接决定学生对

该门功课的学习积极性，如果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能够及时察
觉学生的微小进步并给予真诚鼓励的话，则不仅可使学生更深刻
理解体育知识，而且可增强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学习信心，进而提
高其对该学科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应改变
传统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以朋友的平等身份与学生一起探究体育
知识与体育技巧，以学生 能接受的语言进行授课，积极与学生
沟通学习感受，在沟通中大胆赞扬学生的优点与进步，以肯定的
态度认可学生的付出与配合。让学生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
能从教师语言里体会到教师对自己的认可、赞赏与肯定，从而激
发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学习兴趣。比如，在小学体育的立定跳远项
目教学中，预备动作非常重要，小学生只有掌握了起跳要领，才
能用力得当跳出好成绩。在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应仔细观察每
个学生的起跳动作。当学生基本领会起跳技巧后，教师可及时夸
赞学生理解能力强，并鼓励其继续努力一定会取得更大进步。一
般情况下，小学生在得到教师充分认可后，会更加热情地参与以
后的教学活动。因此，教师在小学体育教学中，不可吝惜自己的
言辞鼓励，应以学生的微小进步为切入点以语言鼓励为途径，尽
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此外，在体育教学中，即使有的学生一时
领会不了立定跳远预备动作的要领，教师也应安慰学生不要着急
并分析其预备动作中的不当之处，详细为其讲解注意事项，并亲
自为学生做起跳示范。  

结语  
总之，在我国全民健身，全民锻炼的大环境之下，将小学体

育教学作为提高全民身体素质的基础，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增加
体育教师的力量投入，提高教师素质，实现源头上的进步。完成
在小学阶段建立学生以兴趣为基础的教育形式，促进小学体育教
学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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