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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高中体育教学提升学生主动参与的策略研究 
◆刘  洋 

（四川省绵阳中学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当前我国的教育问题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在高中阶段，学生的时

间比较紧张，都在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备战，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看

上去只有知识和成绩，我们通常忽视了高中的体育教学。体育作为学生

们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科目，在学校中占据着不小的作用，有了健康

的身体，才是其他一切事务的基本。因此，高中阶段的学生在体育课上

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高中体育教学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性，

才能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本文中，笔者对于当前我国的高中阶段

体育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了教学中的一些问题，并且寻找合适的

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帮助未来我国的高中体育教学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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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高中体育教学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的很多高中都在紧紧抓学生的学习成绩，都在为了

学生的升学率而打基础，很多其他的课程都为了学习而绕道，因
此，我国的高中在体育教学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笔者根据
调查，了解了一些现状，主要总结了以下几点内容。 

1、教师缺少专业性的指导 
高中的很多教师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对于体育教师的水平考

核更是不高，因此，很多体育教师在专业性方面得不到保证，自
身的水平不足。高中阶段是学生体育锻炼培养好身体的阶段，要
有一个正确的引路人才能够保证学生得到足够的发展，当前高中
学校教师水平的影响，很多教师的体育技能不达标，在技术上不
能给予学生很好地支持，这就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师是
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未来的发
展，因此，当前我国的高中很多体育教师无法给学生提供更加专
业的指导，使得体育课上学生跟教师的互动较少，学生缺少主动
性。 

2、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兴趣较低 
现阶段我国的高中生普遍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作为家里 娇

惯的一员，更是在家里不做什么的家务，没吃过苦，对于体育更
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尤其是在高中阶段，学生们把重点都放在了
学习课本知识，提高成绩上面，为了冲刺名校做准备，对于体育
锻炼，很多同学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哪怕一天只是跑两圈，都
感觉是非常累。学生的意志力非常低，对于体育锻炼，常常是还
没怎么开始，就要抱怨累，体育活动的参与性低，积极性比较差，
不能正确对待体育锻炼，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体育观念。因此在
体育教学中参与性低，不喜欢与教师互动。其实在忙碌的学习过
程中，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能够合理的释放学生们的压力，缓解
考试焦虑等一些问题。 

3、学校对于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 
众多高中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对于学生的体育课都是不怎么

重视的，他们重视的都是学生的升学率，如何让更多的学生进入
更好的大学，这是他们考虑 多的内容，在体育教学方面，是大
家忽视的内容。我们了解到，当前的高中，体育课程本来就少，
一到快要考试的时候，各个文化课的教师都抢着要占用体育课进
行补课，这样就造成了体育课程更加少了。 

二、我国高中体育教学提升学生主动参与的相关策略 
面对我国高中体育教学的发展现状，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面

对这些问题，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进行解决，而不是一味的使用传
统的教学方式。笔者根据目前的发展现状，总结了几点应对策略，
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体育课程的主动参与性，促进体育教学的不
断发展，帮助学生锻炼健康的体魄。 

1、重视高中体育理论知识的讲授 
高中的体育教学基本上都是以实践为主，缺少大量的理论知

识的铺垫，很多学生都不知道某些运动的来历、基本动作的历史
背景和相关器材等知识。体育的教学，也需要进行理论知识的铺

垫，理论知识是一切学习的基础，不进行理论知识的讲解，很多
知识都不能进行很好的消化。因此，在体育课上，教师也可以适
当的进行室内授课，将一些运动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技能理论知识
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一下，会让学生更加了解一项运动背后的故
事和内容，能够让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想要进一步的进行了解，
进而在体育课上更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主动性得到提高。 

2、结合相关体育游戏，增强学生的积极性 
体育课需要借助一些小游戏来增强学生的积极性，通过游

戏，教师能够拉近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弥补教学中师生距离远的
缺陷。教师要重视游戏教学的重要性，不要认为高中学生的年龄
比较大，游戏的方式比较适合晓得学生，这样的想法是非常错误
的，游戏的方式事实和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学生的，通过游戏中的
合作，能够增强团队意识，比如，在进行力量锻炼时，教师可以
进行拔河比赛的游戏，将班级分成两个队伍，在这一游戏的过程
中，学生不仅能够积极活跃起来，而且能够锻炼团队意识，增强
对于团队合作能力，这样充分提高学生的主动参与性。 

3、课堂设置疑问，增强师生互动 
在体育课堂上，教师要善于设置一些巧妙地疑问，这些是课

堂上的一些小细节，但是通过这样的范文形式，学生的思维能够
活跃起来，不只是单单的听教师进行讲解，自己的思维也跟着行
动了起来。比如，在进行排球活动的时候，教师可以提问学生让
学生先想一想排球应该会有什么样的规则，学生思考回答完毕之
后，教师在进行讲解具体的内容，这样会增强学生对于一项体育
项目的了解。 

4、体育课程生活化，增强对于学生的评价反馈 
体育活动应该是生活化的东西，教师应该在学生的日常学习

生活中进行灌输。学校可以开展一些“体育活动月”的搞相关活
动，增强学生体育能力的生活化，在这些活动开展时，每个阶段
安排不同的项目，比如乒乓球、短跑、篮球赛等活动，让这些体
育活动更加的贴近学生的生活，这样，在进行体育教学时，学生
的主动性就会相对提升。 

5、锻炼学生的意志力 
我们要加强对于高中生意志力的锻炼，当前的很多高中生普

遍不喜欢进行体育锻炼，主要原因就是怕苦怕累，进行体育活动
会出汗，他们会觉得出汗很难受，而且坚持锻炼非常难，由于懒
惰等因素，导致了当前的高中生体育锻炼少，意志力差。学校要
加强对学生的意志力锻炼的思想工作建设，开展活动让学生相互
监督相互学习，增强对于做事情的意志力，在体育锻炼中也要不
断进行意志力的强调，通过积极引导，让学生增强自身的意志力。 

三、总结与展望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的高中阶段的主要目标还是以文化课的

教学为主的，对于体育教学还是非常忽视的内容，并且在体育教
学中还存在着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要积极面对这些问题，加强
学校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增强学生的意志力，积极开展一
系列活动，督促学生不断进行体育锻炼，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不
断开展适合学生发展的体育活动，了解学生目前的发展现状，积
极寻找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激发高中生的体育活动兴
趣和热情，在枯燥乏味的学习生活中找到释放的地方，促进学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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