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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如何在初中体育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主动参与性 
◆李尧林 

（四川省剑阁县柳沟中学校  628304） 

 
摘要：由于初中阶段学生有独特的心理与生理发展特征，所以体育教学

教师不仅要重视学生的身体素质发展，也应当充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与人格发展，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研究学生的身心特征基础上，

进一步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积极踊跃参与，提高学生的

学习主观能动性。教师应当创新教学项目，与学生进行互动交谈，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综合素养，进一步促进

体育教学和持续发展。所以本文在此背景下，简要分析如何在初中体育

教学中提高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并提出具体的体育教学策略，希冀有效

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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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体育能够促进学生

身体与心理健康发展，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各界也极
为重视，为了进一步加强体育教学的教师，必须正确认识学生的
课堂主体地位，进一步创新教学。通过有效的引导与点拨，激发
学生的体育参与积极性，能够在体育学习活动中自身的综合素
质，切实增强体质和心理素质，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一、目前体育教学中学生主动参与性低的原因 
（一）并未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束缚，我国体育教学过程中仍然是

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也并未重视学生的课堂主体
地位，仍然采用讲授是单方面教学，也难以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
在教学过程中过于重视知识讲解，却并未根据学生的身体情况进
行有效引导，正处于体育教学活动的边缘位置，难以参与到体育
活动中。例如体育练习目标，教师通常是自主设置并且过于重视，
导致在教学时有较多的干涉和控制，学生只能够被动式的学习，
被动式的接受教师的要求与安排，活动中并未体现学生的主体
性。 

（二）体育教学内容枯燥单一 
当前体育教学内容过于单一，教师并未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进行有效的拓展和延伸，只是采用讲授与重复练习的方法，久而
久之学生会感觉枯燥乏味，从而降低参与热情与。 

（三）教学评价方法单一 
体育教学评价模式单一主要体现在课程评价是对教师的评

价以及教育结果的评价，却并未关注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对于
有努力过的学生有所忽视，也并未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所以学
生在体育学习中得不到鼓励和关注，会感觉到失败，也难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二、在初中体育教学中提升学生的主动参与性的策略 
（一）丰富教育内容，归还学生学习主动权 
当前体育教学现状差强人意，内容过于枯燥乏味，严重制约

着体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构建起主动参
与体育教学活动的新理念，结合社会以及时代的发展要求，进一
步创新教学内容。初中体育测试中有 100 米跑，学生参与训练过
程通常是被动的，并没有用心去跑。对于这一情况，教师可以将
该训练改变为接力跑单位，要求每个小组进行竞争，通过竞争使
学生参与其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由于小组竞赛
有了胜负，学生在参与时也会变得更加积极，课堂氛围也会更加
激烈。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正确认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
位，教师只是起到了教学辅助和活动组织的作用，所以教师应当
真正将课堂主动权交还给学生，有效应用现代化教学设施，可以
直观形象的呈现出所要讲授的体育知识或者是体育运动技巧。在
此过程中教师能够认真观察学生的差异，从而进行针对化教学，
争取让每位学生都可以受到科学合理的体育培训。 

（二）拓展课外活动，提高学生活动参与热情 
当前我国体育教学不仅要革新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主动参

与性，也应当进一步拓展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兴趣进行重点

培养。所以教师可以在学校内定期开展拔河比赛、篮球比赛、跳
绳比赛让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比赛，或者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竞
赛。通过集体形式，学生能够在课后积极踊跃的练习，也会以小
组的形式进行团队交往，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三）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 
在教学中教师应当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扭转传统讲授式教

学模式，即向学生宣传各类体育知识，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
下进行学习。同时要为学生准备充足的体育器材，学生能够根据
自身的兴趣爱好，在课后时间内自由选取运动项目，有助于学生
养成终身体育运动习惯。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增加
情境式教学内容，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也可以通过设置问题解
决问题，使学生能够真正理解体育运动技巧以及教学内容。 

（四）建立多元评价模式，引导学生掌握技巧 
建立多元的评价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教师

对学生开展教学时应当考虑学生间的整体差异，才能够进行多元
评价。例如在进行 800 米跑运动测试时，教师应当先对学生展开
摸底测试，并且准确记录测试结果，根据学生的不同体能制定有
针对性的训练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然后再让学生进行
800 米测试，根据两次测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才能够确保评价
正确有效，也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使学生的能力在相应水
平上得以提升。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看出，基于新课改背景下开展初中体育教

育，教师应当正确认识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根据学生的认知规
律以及身体差异，有针对性的开展多元体育游戏和课外活动，有
助于激发学生的活动参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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