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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情境教学视角下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培养策略 
◆苏国富 

（广东省江门市台山市水步镇中心小学  529262） 

 
摘要：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运用情境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发散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促使学生全面成长。因此在今后的小学体育教学中，

教师就要将情境教学高效灵活运用在教学活动中。本文针对情境教学视

角下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培养策略进行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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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在体育教学开展与教学内容选择
中，都缺乏趣味性和丰富性，教学形式也缺乏创新性，导致学生
对体育学习失去兴趣，学习积极性较低，严重影响课堂教学效率
的提高。 

一、创设图画情境，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 
小学生的思维认知能力比较弱，在很多比较抽象的概念知识

学习中，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与疑惑。然而小学生的形象思维能
力比较强，能够通过对外界的观察和模仿来认识世界，进而获取
知识。因此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将抽象的概念知识转
换为形象、具体、生动的图画，为学生创设图画情境，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教师可以在教学
中，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来为学生创设图画情境，通过图片、视
频等方式，将概念知识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
感悟体育知识与动作，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例如教师在教授《高抬腿跑、后蹬跑》时，在课堂教学前，
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设备，将高抬腿跑和后蹬跑的动作要领
通过图片展现在学生面前，然后让学生通过视频的观赏，掌握正
确的跑步动作与节奏，从而加深对概念知识的理解。 

二、创设音乐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随着新课改教学理念的不断渗透，要求教师在开展小学体育

教学的过程中，对教学模式进行创新优化。因此在今后的小学体
育教学中，教师就要积极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来让学生自觉主
动参与课堂学习。音乐属于比较形象的艺术，能够为人们带来听
觉上的享受，放松学生紧张的学习心情，舒缓学生的身心。此外
音乐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净化学生的心灵。因此在小学
体育教学中，教师还可以为学生创设音乐情境，来将学生快速带
入到学习状态中，调动学生的全身感官，让学生跟着美妙的旋律
和节奏，引发情感共鸣。 

例如教师在教授《跨越式跳高》时，在课堂教学前，教师可
以为学生展示跨越式跳高的动作要领时，配上优美的音乐旋律，
将学生快速带入到学习氛围中，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然后在课
堂教学结束后，教师配上激昂的旋律，让学生温习所学的动作，
掌握跨越式跳高的起跳动作和两腿依次摆动过竿的动作，克服恐
惧和缺乏自信的心理，体验成功的快乐。 

三、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创造性 
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学生来讲，教师不能给予太大的学习压

力，应该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进而开发学生的智力。教师可以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制定切实有效的教学计划、教学目
标，设计出针对性、合理性的问题情境，进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要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基
本理念为指导，以启发思维合作探究、团队协作为主线，注重全
体学生的参与和合作学习，充分展示学生个性，鼓励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学习，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想学、敢学、乐
学，体验学习的快乐，成功的快乐，体育的快乐。问题情境是指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的为学生创设针对
性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在思考中掌握体育知识，进而激发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与学习创造性，对体育学习充满浓厚的兴趣。 

例如教师在教授《障碍跑》时，可以创设以下问题情境。如
假如我们在跑步时，前面有个石板或者小沟，该怎么办？然后让
学生之间相互讨论，相互尝试，相互联系。接下来教师一边为学
生讲解示范动作，一边强调动作中的重难点。然后让学生参与到
跨越障碍物练习中，掌握动作要领以及动作技能，提高自身的综
合能力。 

四、创设游戏情境，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在生长加速期，朝气蓬勃、富于想象，

有很强的求知欲和表现欲，组织纪律性和学习积极性高。这个时
期骨骼弹性好，关节活动范围大，神经灵活性高、反应快，容易
接受、学会新的动作。而学生作为个体，又具有其独立性，要进
一步培养其耐受挫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给学生一个充分展
示自己想象力、模仿力等能力的舞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通过
竞争比赛，激发学生追求成功，敢于尝试冒险、挑战，靠努力和
奋斗赢得胜利，超越自我的心理倾向。也可使学生心情愉悦，以
乐观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就
可以为学生创设相应的游戏教学情境，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使学生获得全面成长。将体育游戏活动引入到课堂教学中，能
够让学生将自己所学过的知识进行主动积极的运用，提高学生的
基本活动能力，充分发挥自我优势与潜能。 

例如教师在教授篮球的技能知识点时，教师就可以将学生分
成不同的小组，让各个小组成员在规定的距离内进行篮球投掷，
教师在将每个小组在每分钟之内的命中率进行记录，以命中率为
依据，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奖励和激发。此外，教师在教授乒乓球
相关知识的时候，教师也可以采用比赛的方式，让学生进行乒乓
球的互掷游戏，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够锻炼学生的随机应变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促使学生全面
发展。 

结语：综上所述，在今后的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可以借助
情境教学方法，为学生创设图画情境、音乐情境、问题情境、游
戏情境等，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参考文献： 
[1]严浩.情境教学视角下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培养策略[J].

软件(教育现代化)（电子版）,2018,(10):90. 
[2]朱丹英.试论情境教学视角下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培养

策略[J].体育时空,2018,(3):76.  
[3]包正刚.情境教学视角下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培养策略

[J].读写算,2018,(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