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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初中体育教学是

一门主要以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的课程，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给

与学生正确的指导和训练，以提高学生的体育热情为主，积极的为学生

打造活跃的体育课堂，从而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体育的意义，

在有趣、快乐的体育课堂上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以此来促进初中体育

教学的发展、提高初中生的身体素质，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基

础保障。本文主要探讨了目前初中体育教学所遇到的困境，并简要分析

了几点解决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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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生的身体素质影响个人的学习和发展，近年来，随着人

们对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初中体育教学已经成为了提高学生身
体素质以及促进未来发展重要途径。但对目前初中体育教学的情
况来看，教学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些困境，学校和相关教育人员应
积极的发挥自身的作用，分析出有效的对策来进行解决，这也是
提高初中体育教学质量以及促进学生学习发展的重要途径。 

1 目前初中体育教学所面临的教学困境 
首先，学校对于体育教学不够重视。虽然当前的教育正处于

新课改的背景下，但初中体育教学并没有真正的成为教育中重要
的一部分，不论学校、教师还是学生，都没有意识到体育教学的
重要性，忽略了体育教学的功能和作用，将重心都放在了基础学
科的教学中。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教学的目标并不明确，教学的
主要内容仅仅为完成一些体育活动，这不仅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体
育意识，更不利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降低了体育课堂教学的
效率。其次，缺少规范的体育教学方式。目前初中体育教学的主
要方式还处于“自由活动”的形式上，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未能让
体育教学的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也并未得到标准的训练指
导，这不仅降低了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不能让学生了解到
体育运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教学的方法也过于单一。受传统
教育理念的影响，目前在初中体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在沿用
一些老旧的知识理论，体育活动的形式过于单一，学生对课堂活
动并没有多大的参与兴趣，这直接导致教学无法有效的进行开
展，降低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2 提高初中体育教学质量的几点对策 
2.1 及时更新教学的理念，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 
在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学校、教师以及学生对于体

育学科的重要性没有明确的了解，这不仅影响了体育学科功能的
发挥，更降低了体育教学的质量。随着新课改的深入进行，初中
体育教学应及时更新教育的理念，让学生重视对体育的学习，增
强学生的体育意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积极对学生渗透体育
学习的意义，让学生了解到体育学习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素质以及
学习有多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好的体魄，就会面对更多的学习压
力和生活压力。教师可以在班级里多开展一些能够有助于提升学
生体育意识的班会，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可以通过一些真
实案例或者是让学生切实的感受运动对身体的影响，主题班会的
举办不仅能够增强同学之间的友谊，更能让学生在交流之后找到
相同的兴趣爱好，有助于体育活动的开展，也能让学生以积极的
心态去面对体育活动，从而增强自身的体育意识。 

2.2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增强师生在体育课堂中的有效互动 
在初中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对中学生心理性格特

征、兴趣爱好、体育能力、身体素质等方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
掌握，从而努力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体育学习氛围，培养学生
参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并且要求体育教师自身应注重锻炼自身
体质，养成日常坚持锻炼参与体育活动的良好习惯，从而以自身
行为真正的感染学生参与体会活动，强化学生体育运动的意识和
理念，从而做到言传和身教，获得学生从心而发的尊重和信任，
与学生建立起亦师亦友的良好关系，更加有助于体育教学质量和

效果的提升。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学生主动参
与体育学习和体育活动的基本前提，实现生生及师生间的有效交
流和互动，在轻松愉悦的体育课堂上学生也能更加自然高效的学
习体育知识掌握体育技能。例如，在篮球教学过程中，教师就可
在充分了解学生体育能力和篮球技术的情况下，将学生合理的分
层，并组织学生展开一场篮球对抗赛，同时教师也应参与其中，
教师可作为裁判或者队员都可。教师与学生共同学习和活动，成
为学生体育学习的伙伴，从而突显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平等性，
以及学生在体育课堂中主出体地位，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参与体育
学习和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更加有助于中学体育课堂教学有效性
的提升。 

2.3 体育教学应注重学生之间差异性，采用因材施教 
由于中学生心理及身体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并且，

每位学生身体素质、体育能力、和学习能力、兴趣爱好等多个方
面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为此，在当前的中学体育教学中教师
也应及时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体育实践教学中，在对班级每位
学生身体素质、体育能力、体育学习态度、学习兴趣以及心理性
格特征进行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将学生合理的分层，从而实现体
育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确保体育教学更具针对性、有效性和全面
性，让班级全体学生都能在体育课程中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
升，促进其身体和心理的积极健康发展，在体育教学中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现代化教学理念。 

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初中体育教学面临着教育理念陈旧、教学模

式固定、教学方法单一的困境，学校和教师对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有明确的了解，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的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在响应新课改的同时让学生享受到体育带来的乐趣，让学生轻松
的锻炼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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