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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自制器材在农村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 
◆张义伟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黄龙镇中心小学  湖北襄阳  441109） 

 
农村学校由于经费紧张，用于体育方面的经费较少，教学条

件差。主要表现在：体育活动的器材严重不足，活动场地较小不
够完整。因此，学生每次体育课就会机械的重复几个简单的项目，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学生喜爱体育，而又对体育课提不
起兴趣，甚至表现出反感和不配合的情绪，使我们体育教师很难
完成教学任务。我认为进行农村小学体育教学，必须从学校出发。
我在日常教学中，采用了以下师生自制器材，收到较好的教学效
果。 

一、自制器材可以激发学习兴趣，完善课堂教学内容 
以自制器材“矿泉水瓶装沙”为例，可以做投掷垒球的辅助

练习，发展学生上肢力量练习。按一物多用原则，我和学生在课
堂教学中又发现了还可做多种用具。例如：从每人一瓶做自编的
健身瓶操，然后两人一组，相互抛接，把瓶放在等距离的地上，
能做跨步跳、后蹬跑、蛇形跑等发展学生下肢力量练习，以及增
强跑的能力练习。 后还可以做一个头上、胯下、左右侧传瓶接
力和深受学生欢迎的“打保龄球”等竞赛性游戏。这样安排，一
瓶可贯穿全课，做到了一物多用，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又
完善了课堂内容，深受学生欢迎。 

二、自制器材可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落实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和探究学习 

我还设计了一堂“自制跳绳”的课。课上学生每人一绳，做
跳绳练习。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又创编了“反跳”、“交叉跳”、
“蹲跳”、“花样跳”等练习；通过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学生又进
行了“双人跳”、“多人跳”、“快快跳起来”等练习方法。 后又
在教师导引启发下，学生在探究学习中又创编了“两人拔河”、
“向空中抛绳转体接绳”、“套绳”、“捉绳操”等游戏。这样安排，
使一节课组织严谨，加大了学生在课堂上的练习密度；特别是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得到较好培养；又在课堂上落实了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三、自制器材可以为学生终身体育提供锻炼器械方法，养成
运动习惯 

所谓终身体育是指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终身从事体育活
动能力和习惯为主导的一种指导思想。学校体育不能随着学生毕
业而视为终点，因为人在一生中不断地进行体育运动和锻炼，自
制器材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兴趣、态度和能力，掌
握科学的锻炼方法，体验运动乐趣，形成运动习惯。例如：学生
用自制的“沙包”做“打包”、“踢包”、“顶包”的游戏比赛；要
用废弃的汽车内胎自制“足球”做“踢球”、“颠球”、“夹球跳”
等趣味练习；两根竹竿，一根皮筋就可以练跳高等；这些都可以
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要的学生在课余和今后的人生之路上找到
自己喜爱的项目和锻炼方法，使运动乐趣和运动习惯贯穿人的一
生。 

四、自制器材可以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习方式的转变是课程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要转变学

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被动性的学习态度，把学生变成人的主动
性、能动性、独立性不断生成、张扬、发展、提升的过程。转变
学习方式，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自
制器材就可以帮助学生转变学习方式，自制器材都是学生在课余
时间结合自身的兴趣特长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做出来以后他就
会想怎样玩，怎样练，还有哪些方法呢？他就会不断的去思考，
去体验。这个学习的过程，学生完全是主动的，可以说是一种享
受，一种愉快的体验，越练越想练，越爱练，有兴趣的学习事半
功倍。 

由于学生一些好的自制器材我经常在体育课教学中采用推
广、讲评，集广大学生好的建议，使一些看起来及其简单的自制
器材逐渐充实丰满起来。使学生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我能学，使全体学生把学习过程当成是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的学习学生是非常喜
爱的，因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去组织活动，给他们
以充分显示自己，发挥才能的机会，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由于
是自制器材男生、女生和个别素质很差的学生，也能在同一时间
内各有所得。使每一节体育课，每一次活动，每一次制作，都能
感觉到身心愉悦的体验，从而提高了身体素质。 

五、自制器材可以转变教师的教育观念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负责教，学生负责学，教学就是教师对

学生单向的“培养”活动。教学关系成为：我讲，你听；我问，
你答；我写，你抄；我给，你收。在这样的课堂上，“双边活动”
变成了“单边活动”，教代替了学，学生被教会，而不是自己学
会，更不用说会学了。就新的课程观念来说，教学是教与学的交
往，互动，师生双方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启发，相互补充，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彼
此的情感，体验与观念，丰富教学内容，求得新的发现，从而达
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   

采用自制器材上课，就要求教师在课前精心设计研究和学生
交流沟通，帮助学生检查和反思自我，明确自己想要学习什么和
活动什么，确定自己能够达成的目标。帮助学生寻找、搜集、制
作和利用学习资源，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和形成有效的
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发现他们所学东西的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
并不断创新自制器材和丰富教学内容。 

综上所述，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自制体育器材在教师与学生的
交流学习中，可以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转变学生学习方式，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为学生终身
体育打下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小学在体育教学中
由于体育器材不足所引发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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