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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提高低段小学体育教学实效性的探索 
◆马  令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小学校  409122） 

 
摘要：为了提高小学体育教学的教学质量老师需要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学

生的个人特点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教学效率。本文

探讨了提高低段小学体育教学实效性的探索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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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改理念为小学体育教育引入了新的观念，注入了新的活
力，但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教育理念，使小学体育从观念、教材、
教学方法、师资力量到评价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能否适应
和完美地执行新的理念，对小学体育老师来说是一个挑战。 

1.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 
根据小学生的认知规律，心理特点及教学内容创设良好的学

习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产生对新知探究的需要。因此
这个学习情境应该是现实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挑战性的。
具体措施和要求是：要创设体育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学习情境、创
设有价值的体育活动情境、创设美丽的童话情境——如“蚂蚁搬
家”游戏的设计、创设思维认知冲突的问题情境、创设源于体育
运动本身的问题情境等。 

2.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尽量满足学生的体育需要，这对激发

学生的体育兴趣是大有益处的。体育兴趣的形成和发展与课堂的
类型密切相关，专项体育课是从学生的直接体育需要和兴趣出
发，这样就会使学生的专项技能迅速提高，并在学习过程中获得
快乐的情感体验。小学阶段的专项体育课应与普通体育课相结
合，在上好普通体育课的基础上，教师应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手段
使学生的专项体育兴趣逐步地转移到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上来。只
有这样，我们的体育课堂教学才能更完善，更有成效，学生参与
体育锻炼的兴趣才更浓，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身体健康成长。 

3.提高教师自身素养 
学生不懂体育方面的知识自然而然地找体育老师来帮助。

如：有的学生喜欢篮球，有的学生喜欢乒乓球，有的学生喜欢踢
毽子，有的学生喜欢看各种体育比赛项目，但又看不懂等等一系
列问题。这样，作为体育老师的素质高低就非常关键，虽然有些
运动项目是自己的专长，就很容易。有些项目是自己的弱项，就
很难做到。因此，体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作为体育教师，必须具
有较全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断提高自我的知识面，才不会出
现尴尬的场面，教学过程也得心应手，也赢得学生们的信任。体
育教师还要有创新能力，对自己的创造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开
发，在体育教学中应表现出创造的天赋和好奇心，使体育教学常
教常新，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能把 新的体育信息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感受到体育的氛围、产生极大的兴趣。这样，对学生参与
体育意识的养成将起到潜移默化地作用。 

4.更新教学模式，促使学生爱上体育课 
在传统教学观念中强调的是以教师为主导，上课时教师重视

示范讲解，强调学生“跟我学”就可以了，至于学生做动作时的
情感如何、学生对这一学习内容有无兴趣等问题，有的体育教师
从不会去过问。那么只会让学生感到体育课枯燥无味，千篇一律。
这种模式抑制了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不能达到素质教育的目
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不同阶段的年龄，遵循不同规律来组
织，把学生从特定的组织形式中解放出来，创造了一种和谐、活
跃的课堂气氛，使学生从紧张严肃的“要我学”变成轻松活泼的
“我要学”。例如练习 100 米跑，看起来非常枯燥，学生感到厌
烦。但如果把这一活动设为游戏的形式，比如可设计为比赛跑，
胜者奖，败者罚的游戏，学生就非常乐意参与。再有短距离快速
跑，我们可把它设计为追速跑、追球跑、让距跑等多种多样的游
戏形式，给学生感觉只要是新鲜的，就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促使学生爱上体育课。 

5.精心设计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活动是面对着不同个性的生命体，它又该是充满活

力的生成的过程。教学活动正是“静态预设”在课堂中“动态生
成”的过程。课堂上环节很多，但每一个环节没有一个明确的训
练点，也没有一个要达到的具体的目标，不知道这个环节为何而
设。但凡这种没有明确目的性的环节，一定不能让它占取我们的
课堂时间。所以，每一节课，我们一定要结合目标抓住一个切入
点，由这个切入点展开具体的学习，这样既能使课堂简洁，也能
使课堂更有效。提高课堂的实效性必须有教师课前的周密策划，
即准确把握教材、全面了解学生，有效开发资源。教学预设是教
师发挥组织、引领作用的重要保证。精彩的生成正是源于这高质
量的精心预设。所以，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既要精心预设又要
注重生成。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实施中，宽容接纳来自学生的生
成，机智筛选课堂生成，从而达到巧妙运用生成促进学生发展的
目的。没有预设的课堂是不负责任的课堂！没有生成的课堂是不
精彩的课堂！ 

6.教学方法要趣味性与游戏性相结合 
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在趣味课堂中学生能够得到身

体的感官刺激和愉悦的精神刺激，获得强烈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从而充分调动他们参加体育课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针对小学生
好动、对新鲜事物抱有好奇心、讨厌单一的重复练习等心理特点，
要利用多种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其兴趣爱好，
大幅度提高教学效果。在教室的体育教学过程中，为了避免学生
不断地重复练习带来的枯燥乏味的感觉，教师有多种方法去激发
出学生对课堂的兴趣，缓解课堂气氛，比如多采用竞赛机制和游
戏环节。针对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可制定与之年龄相匹配的“儿童
化”创新尝试，将游戏性贯穿教学实践始末。游戏的方法通常受
到小学生的欢迎，因为它不仅能对学生产生较大的吸引力，达到
集中学生注意力的目的，更能使孩子们在运动中克服枯燥单调的
反复练习带来的抵触情绪和身体上的疲劳。为此，变换教学模式
非常重要，要加深形象化教育教学，通过进行游戏活动，提高学
生对体育教学的兴趣和爱好。小学体育教学同样应讲究预设与生
成，讲究“ 优化”的锻炼效果。曾经看到一些课，一节新操的
动作老师示范了又讲解，讲解了又示范好多遍——正面、侧面、
背面示范都用上了，占用了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真正给学生思
考和练习的时间太少，直到临下课时才说：课后要多练练今天教
的技术动作。一是造成学的新知识少，二是练习密度不够和运动
量不足。无效的预设导致生成低下，这种教学效益太低。 

综上所述，提高小学体育教学的质量，提高体育教学有效性，
对于培养学生的身体素养，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重要的作
用。在未来小学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学势必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因此，教师应该加强对于小学体育教学进行研究，不断优化
教学设计，创新教学模式，探索出一条有效开展小学体育教学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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