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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社会文明逐步发展与创新，人们对于自身的身体素质重

视程度也逐步增加。青少年身体素质是个人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前提越来

越多的人将关注度集中在初中体育教学上。本文在此背景下，简要分析

当前初中体育教学中的困境以及具体的教学对策，希冀有效提高初中体

育教学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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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在体育教学过程中，部分教

师仍然采用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多元化的体育学
习欲望，学校也并未正确认识体育课程设置的重要性，所以体育
教学现状差强人意。本文从以下几方面阐述当前初中体育教学存
在的困境，以及具体的教学对策： 

一、初中体育教学中存在的困境 
（一）体育教学重视程度不足 
体育教学是初中阶段的重点学科，但是受到传统教学理念的

束缚，部分初中学校教学模式并未完全改善。部分初中学校主要
是以学生的达标率以及学习成绩作为体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体育
教学没有明显的地位，学校也并未正确认识体育学科的重要性，
体育教师的地位处于劣势，所以体育教学活动难以充分开展。部
分学校的管理者与教师将体育教学当作副科，甚至部分文化课教
师为了提高教学成绩，会随意取消体育课程，此类做法不利于体
育教学的有效延展，也会导致学生失去体育运动兴趣。 

（二）体育教学规范性不足 
由于体育教学方法单一落后，导致学生难以提高运动热情，

部分学校仍然采用放羊式的教学方式，大部分体育教师都会采用
自由活动教学方法，此类教学模式难以满足体育学科的教学需
求，也难以达到专业的体育训练标准。过于懒散的教学模式会使
学生感觉体育学习并不是那么重要，逐渐打消体育活动热情，也
会导致师生关系不和睦，教学氛围效果较差等各类问题。 

（三）体育教学方法单一落后 
部分初中体育教师仍然采用传统的教学活动进行教学，教学

模式过于陈旧单一，甚至有部分教师将基础理论讲解当作教学主
体，减少了学生的课外运动量，缺乏课外训练活动，学生的体育
锻炼意识难以得到培养与发展。久而久之学生也会逐渐失去体育
运动兴趣，体育教学难以有效开展。 

二、初中体育教学策略分析 
（一）加强体育训练中的思想教育 
在新课程标准下，教师首先要正确认识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并且在体育训练中逐步加强思想教育，使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体
育学习观念，只有学生在思想上正确认识体育教学的重要性，才
能够拿出自身的实际行动配合教师开展体育活动。学生予以思想
上的配合，才会加大对体育训练的投入力度，体现出个人的学习
兴趣，所以教师应当充分重视思想教育，例如在跑步训练前可以
为学生先讲解有关田径的体育人物，使学生感受到田径运动的魅
力。在此基础上，教师在阐述跑步训练的好处，加强学生体育思
想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运动目标，也为日后的体育
锻炼打下夯实的基础。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学生认识
到体育训练是提高自身身体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报效国家的重
要基础，不仅能够改善身体现状，也能够发挥自身价值。 

（二）加强课堂师生互动练习 
例如：在展开篮球教学过程中可以与学生先探讨篮球技巧或

者是近阶段的篮球赛事。也可以将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教
师首先要投入到比赛之中，以裁判的方式加入或者是以小组队员
的形式加入，与学生共同学习娱乐，能够吸引学生参与体育运动，
也成为了体育教学中的一大亮点，有助于加强学生对于体育学习
的认知与重视程度。 

（三）根据学生差异进行因材施教 

由于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有所不同，学习观点也有一定的差
异。所以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当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根
据不同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多元化要求，抓住学生的个性化特
点，采用不同的训练模式进行因材施教，充分尊重学生的课堂主
体地位。例如在跳远教学中，教师结合学生的兴趣特征，为学生
安排多元化活动。对于体育学习较为感兴趣的学生教师可以安排
其在跳远技巧练习时提高跳远专业素质。对于兴趣较弱的学生教
师，引导他们进行跳远游戏，在跳远中获得乐趣。在此基础上展
开技能练习，通过因材施教有助于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出在新课程标准下开展初中体育教

学，教师应当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念，紧密结合学生间的
身体差异以及新课程标准要求，采用正确的教学行为，才能够激
发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充分发挥体育教学价值。采用多元化的
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踊跃参与体育活动中，有助于学生感受
到体育学习的快乐之处。但是教师也应当正确认识当前初中体育
教学困境，能够根据学生间的身体差异为学生创造和谐且具有竞
争力的教育环境，有助于促进体育教学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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