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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提高农村初中体育教学有效性的方法 
◆李秋华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中学  湖南常德  415106） 

 
摘要：在素质教育的大力推行下，体育从原本不受重视的所谓“副科”

变为了主要的教学科目之一，正在全面改革和调整。体育是锻炼学生强

健体魄，磨炼学生意志，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学科，只有发挥

出体育教学的作用才能够达到素质教育的终极目标。但在我国农村地区，

由于教学观念的更新速度较慢，体育教学设施不完善，教学的有效性还

有待进一步提升。本文在分析了农村初中体育教学现存问题的基础上，

将对于提高体育教学有效性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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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教学的有效性体现在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提升，体育技

能的增强以及心理健康发展等方面，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而言发挥
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尽管当前教育改革工作正在全面开展，但农
村地区仍然受到师资力量、教学设施、教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没有真正体现出体育教学的作用，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农村初中体育课堂教学的现状 
（一）缺乏标准化的教学内容 
大多数的农村初中学校都没有标准的体育教材，仅仅依靠体

育教师的教学经验和习惯来自由安排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随意
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也很难制定出科学的、具有条理性的
教学计划，教学效果有限。 

（二）体育教学设施不完善 
尽管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教学条件也在逐

步改善，但由于对体育教学重视度的不足，教学资金和学校场地
的有限，仍然缺乏完备的体育设施，致使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课程
难以开展，体育教学有效性的提升受到了制约。 

二、提高初中体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对策分析 
（一）根据学生需求选取教学内容  
体育教学内容不应一味的按照教材或教学经验来选择，需要

根据学生体能发展的需求来制定训练的目标，并选取最适合的教
学内容，进行搭配、整合。只有合理选择教学内容并科学搭配才
是高效教学实现的有利基础。那么，怎样选择教学内容，才能提
高教学的有效性呢？选择教学内容要具有合理性和实效性。例
如：在教学前滚翻时，某位体育教师在开始教学时先让学生做“胯
下看天”和“看谁坐得快”等辅助性游戏，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
会了前滚翻技术的低头和团身动作，为随后开展前滚翻教学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教学效果非常明显。 

大部分的体育教师都喜欢在课程的开始部分选择游戏作为
准备活动，但在选择游戏内容时千万不可单纯为了游戏而游戏，
游戏的内容应为后面的主要教学内容做好铺垫，这样才能提高课
堂教学的有效性，不做无用功。又如，某老师在健美操开合步的
教学中安排了竹竿舞，两个内容完全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会产生
反作用，最后教学效果极不理想。如果将竹竿舞换成一个包含开
合步动作的综合性舞蹈练习，教学效果就可能会明显提高[1]。因
此，要想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师应
该做到：（1）确定难易适中的教学内容；（2）教师充分掌控主教
材的教学步骤。 

（二）整合资源创新体育器材 
农村学校场地、器材缺乏，学生对体育课深感单调乏味。对

于这一问题，体育教师应把握好学生的性格特点，结合本校实际，
自制和开发体育器材，如：用布做沙包、用木头做跳杆和接力棒
等。因材利导上好体育课。教学设备虽差，教师如能因材施教，
也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农村学生上下学的路途较长，教师可根
据学生行走、跑步、跳跃的特点，利用来校上课和放学回家的一
路行程，为学生布置体育锻炼任务，让学生自觉完成。还可以指
导学生利用上学时间，在途中晨跑，课间做操，课余适当开展体
育兴趣活动，开发智力，愉悦身心[2]。每逢体育课下雨时，可让
学生在室内走廊、空地做操、原地跑步、立定跳远等。  

（三）课上教学与课下训练相结合 
初中的文化课学习压力正在不断增大，每周内的体育课时仅

在 1 至 2 节之间，仅仅依靠有限的课上时间是很难使学生的体育
能力得到全面锻炼，满足他们体育活动的需求的。因此，教师还
需要将课下时间充分利用起来，鼓励学生在课余时参与自己喜爱
的体育活动训练。田径训练是初中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学生在
课堂上的训练时间总是不充足，为此，教师不妨组织学生利用大
课间、放学后以及周末的时间，展开集体性的训练，也可以将技
巧交给学生，鼓励他们自主训练。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①科学
的安排训练方法和计划。循序渐进，逐步提升学生的灵敏度、柔
韧度、速度、耐力以及协调能力，打好基础后再进行针对性的系
统专项训练。②加强安全教育。一是训练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运动，
通过压腿、慢跑等把筋骨和关节活动开才能进入到正式的训练；
二是注重训练后的放松性练习。田径训练后往往会出现肌肉酸
痛、疲劳等情况，教师应指导学生通过放松、按摩、热敷等方法，
恢复身体机能。这样他们的课余训练才能够更加安全、有效[3]。 

（四）改革体育教学评价机制 
首先以课程标准为导向，引导学生建立全面的体育价值观和

课程目标意识；其次从起点看变化，在鼓励学生力争上游的同时
让他们感受不断超越的成功体验，积累信心、耐心和学习兴趣，
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 

再如，在“跳绳”教学中，学生可以进行自我评价对照：①
基本上能完成教师安排的内容：达标；②能在教师的启发下想出
两种以上的跳绳办法：良好；③能将“跳绳”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优秀[4]。这样的评价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以后的学
习中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三、结语 
新课改的步伐刚刚开始，在体育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还存在着

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在今后的教学中去进一步完善。教师应当重
视教学思路与方法的创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营造良好的学习氛
围，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应明确学生的课堂
主体地位，不断优化教学内容，保障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能够尽情
发挥，提升农村初中体育教学有效性，达成最终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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