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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足球教学的策略与研究
叶泽洪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桥兴中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足球教学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力、观察力和判断力，还能培养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体育精神。教师应

该正确看待足球教学，积极开展足球教学，延伸足球的教育意义，让学生在掌握足球知识和足球技能的同时培养体育精神，
缓解学习压力，使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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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蹴鞠，自古至今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师必须改变当前的教育手段，将足球更
完美地融入到体育教学之中。足球教育应该从小抓起，教会
学生足球知识。

一、有效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培养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初中生正处在对足球运动认识的起步阶段，信息技术可

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足球运动的知识与信息，让学生增强对
足球运动的了解和兴趣。体育教师应利用学校的信息技术教
学手段，引导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一）利用信息技术让学生感受竞技足球的魅力，激发学
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应该有计划增加一些足球赛事的欣赏
教学，通过对相关视频资料的加工剪辑，将足球比赛中最具
激发学生兴趣的内容展现到学生的面前，并通过教师的讲解
与分析，以及学生的讨论交流，让学生认识到足球运动给人
带来的运动之美与力量之美，体验足球运动在培养规则意识、
公平意识、集体意识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感受竞技足
球的魅力。

（二）利用信息技术对学生开展足球规则教学，激发学生
对足球运动的爱好

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初中生对足球教学缺少兴趣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对足球比赛的规则了解不够，只有学生将这些
运动规则基本搞懂以后才能自主欣赏足球运动，增强对足球
运动的兴趣。教师一方面可以利用教学实践让学生学习相关
的规则，特别是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选取一些典型的
实战情景，让学生在欣赏的同时认识和了解足球运动的规则。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课外作业，让他们欣赏
一些职业足球比赛实况，并让学生相互交流学习足球运动的
规则，以此激发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

二、改变足球教学的形式与方法，增强学生对足球运
动的参与意识

在实践中根据足球运动的特点和初中生身心发展特点来
改变现有足球教学的形式与方法，对于促进足球教学的成效
和增强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参与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采用多种形式的游戏化方法开展足球教学，让更多
的学生参与到足球运动之中由于足球运动具有运动量大，存
在一定风险等特点。

一些学生在足球教学中往往存在畏难心理，不愿参与到
其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足球运动的
特点和规则灵活多样地创造一些适合学生的游戏化运动形式，
降低学生在足球运动中的门槛，提高学生运动的兴趣。一方
面，可以通过游戏化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基本的素养，创设
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游戏中完成一些原本枯燥的

足球基本动作的训练，激发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另一方
面，可以以足球教学为载体，引领学生以趣味化的方式参与
到足球运动之中，让学生在健体的同时体验学习的乐趣。

（二）加强小组合作学习，增强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参与
意识

作为一种群体性的体育运动项目，足球教学必然要求让
学生以集体的形式进行学习，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以发挥。
其中重要的集体组织形式就是小组合作学习。但从教学实践
来看，许多教师在足球教学中虽然也采用了小组合作学习的
形式，但其只停留于表面，只是把教学对象简单分成几个更
小的单位而已，并没有真正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在足球
教学中真正的小作合作学习，要从分析学生现有的身体素质、
运动能力和兴趣爱好等特征入手，将学生进行合理分组，使每
一个小组成员都能在学习中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作用，并让学生
在学习中相互将自己的优点与小组成员分享交流，通过教师引
导使每一位学生都在活动中有所收获，才能有效增强学生对足
球运动的兴趣，全面提高学生足球运动的技能与水平。

（三）增加学生足球比赛的实战机会，让学生在对抗中增
强参与意识

足球运动的魅力之一就是其有较强的对抗性。这种由于
集体合作而产生的对抗性，能使学生在运动中增强集体意识
与责任意识，促进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参与意识。为了让更多
的学生能参与到这种以实战比赛形式的足球训练之中，在活
动时教师要因地制宜，对于比赛的场地和参与运动的人数都
不要限制过死，以灵活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既要让学生在比赛中增强锻炼的机会，又要通过比赛提高学
生参与意识。既要对让上场的学生有参与意识，还要让场外
观看的学生通过当拉拉队呐喊助威参与到其中，促进学生集
体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形成。

三、结语
我们只有在形式和内容上让学生感觉到自己是足球运动

的主人，让学生积极参与到其中，才能让足球运动在阳光体
育背景下发挥出更加有效的教育教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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