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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体育教育在发展学生个性方面的地位与作用 
◆张建华 

（平城区第三十三小学校  山西大同  037000） 

 
摘要：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体育教学相较于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有了很

大的改变，教学更趋于个性化、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得

到了教师的重视并积极的为其创设有利的课堂环境，促进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小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成为教学的重点。基于此，本文主要简单

的探讨了发展学生个性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几点

促进小学生个性发展的相关策略，希望能够为相关的体育教育人员有一

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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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个性发展是促进校学生全面发展的必备基础条件，在小学体

育教学中实施个性教育的意义在于能够充分的挖掘学生的潜能
力，以此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是新时期教学的主要目标，
将对学生的个性培养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第一步。 

1、小学体育教学在发展学生个性作用和地位分析 
1.1 小学体育教学中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效推动学生

个性化发展 
在小学体育实践教学当中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及

游戏活动等，并且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灵活的选择自己喜
欢的体育项目和游戏活动，从而有效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同时
学生在参与各种体育项目、体育训练和体育游戏活动过程中多是
群体合作的形式展开，从而让学生在合作交流中人际交往能力、
口语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以及合作意识等多个方面都能获得
有效的培养和提升，并且在体育活动中也能获得教师及他人的认
可，体会体育学习带来的快乐及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体现切实
增强学生自信心，并让学生个性在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获得有
效培养和发展。 

1.2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能够在广阔的空间中实现个性的培养
及发展 

对于小学体育学科来讲，比对于其他课程教学具有空间上的
天然优势，体育教学可以在室内也可以在室外的各种场景当中，
而其余课程的教学通常都在室内这就严重限制了学生创造能力
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而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则能够让学生
在户外的不同场地展开各种体育活动和游戏项目等，相比其他课
程教学更具丰富性、趣味性和探索性，让学生在广阔的活动空间
中充分发挥自身想象力、创造力，切实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喜好选择相应的体育和游戏项目，在自由愉快
地氛围中展开体育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并且在教师的引导及组
织下，学生思维更加活跃能够与身体锻炼紧密结合，从而让小学
生个性获得有效培养和发展，为小学生个性化的养成及释放提供
良好条件。 

1.3 让学生在体育教学汇总身体素质及思想意志品质获得有
效锻炼和培养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组织和引导学生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训
练、体育活动和游戏项目等，学生在学习和掌握体育知识及体育
技能的同时，身体素质也能够获得有效的锻炼，除此以外，学生
在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体育活动中体会到运动的快乐，实现愉悦
身心的目的，让学生能够在身心愉快地投入到生活和学习当中
去，保持心情愉快提高学校效率推动学生积极健康成长。 后，
在体育教学中也可向学生渗透德育教育，让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
中不断提升思想道德素养。比如，在引导学生参与足球、篮球等
团队型体育活动时，学生则能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切实培
养团队协作意识，懂得与人合作、齐心合力、拼搏进取、坚韧不
拔的意志品质。 

2、推动学生个性化养成及发展的小学体育教学对策探讨 
2.1 在体育教学中重视情境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体育学习

需求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应根据体育教学内容和学生体育能

力及特点，尽量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体育学习情境，从而有效
培养学生体育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个性化养成及发展。特别对于
在体育课堂上表现积极和体育能力较强的学生尤为重要，将这部
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后，体育课堂氛围也更加活跃，可
以有效感染其余学生从而获得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为此，在体
育教学中教师应尽量丰富教学内容并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收单，注
重学生身心方面的动态变化及实际需求，继而针对性的依据体育
教学具体情况设置充满趣味性的、满足学生体育个性化学习需求
的体育教学内容，同时在具体的体育教学中更具教学具体需求灵
活合理的选择运用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积极自主的参与到体育教
学情境当中来，让学生在体育情境中愉快的展开体育学习和训
练，从而促进学生个性化的养成及发展。 

2.2 充分体现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主体地位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重视学生个性化培养和发展，其首要前提

就是应切实体现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应给予学生
足够展现自我和表达的时间与空间，同时给予学生鼓励和赞扬调
动学生积极自主性，使学生在自由愉悦的体育课堂中积极主动的
展开学习和探究。并且也应确保体育课堂的趣味性、探究性、专
业性及知识性，同时为培养和提高学生团队合作意识能力、探究
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打造良好条件和环境，从而推动学生个性化
养成及发展。 

2.3 应不断优化各革新小学体育教学方法 
在小学体育实践教学当中，教师应与时俱进的转变教学理

念，将‘以学生为本’教学理念切实落实到具体教学工作当中去，
同时应更具小学体育教学具体学情、教学特点、学生体育能力、
兴趣爱好特点、心理特征等多个方面不断优化和革新体育教学方
法，充分运用多元化的体育教学手段促进小学生个性化的养成和
发展。比如，游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分组教
学法、分层教学法等。 

结束语： 
个性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个人能力，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个性，

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的个性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通过
体育活动促使学生积极的表现自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教学
实践中积累培养的经验，更要通过自身正确的言行影响学生、引
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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