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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课堂教学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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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初中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初中体育课程在初中占据着很小却至关重要的地位，要想其他

主科目学得好，就必须要求学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但现在学校并不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而是一味地以中考有关的体育考

试内容为基准，依旧对学生进行传统模式下的体育教学，严重阻碍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本文对初中体育教学现状和应用

策略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旨在为提高初中体育教学水平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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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结合现今的初中生身心特点，倡导初中教育不仅
要以知识科目为主，也要为初中生安排相应的体育课程，发
展初中生的体育兴趣爱好，从而让初中生的身体素质能够与
文化素质共同发展。但是现今的初中教育却“虚有其表”，开
设了初中教育的课程，学生却没有选择权，也不能根据自己
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一切课程时间都只为
提高中考分数，这种畸形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正常的身心健
康发展，同时它也不能适应新课标的改革，因此，初中教育
课程方面需要改革，需要注入新思维才能保证真正有效的提
高初中教育质量。

一、初中体育教学现状

1. 初中体育教学课程开设不全
目前，在初中学科中，体育学科是一门副课，我国各地

区普遍的把体育学科纳入中考考评中，各初中学校也都开设
了相关教学课程，但体育学科在中考总分数中所占比例较小，
体育分数也容易得到且相差不大，导致很多学校不仅课时开
设较少，而且只针对中考必考项目开设教学课程，其它运动
由于不是必考项目，也就很少开设教学课程，使初中学生的
体育能力不能得到全面的提升。

2. 体育教学质量偏低
学校虽然开设了体育教学课程，但其教学质量偏低是当

前初中体育教学存在的重要问题，其主要体现是虽然开设了
教学课程，但所起到的教学效果或作用较小，初中学生的身
体素质却没能得到有效的提高。造成这种现状问题的原因也
有两个方面，首先，对于初中学生而言，体育分数的获取相
对于其它学科而言相对容易，而且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分数差
距较小，导致初中学生重视其它学科的学习而忽视体育运动，
也存在其它学科占用体育课的现象，从而影响其教学质量；
其次，由于初中体育教师普遍的缺乏专业的教学能力，也就
难以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教学方式来提高其教学质量；第三，
体育教学也需要足够的教学场地、器材等设施设备的支持，
但由于用于体育教学的经费拨付不足，使体育教学工作无法
正常开展，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初中学校，由于地区经济条件
的限制使很多学校缺乏教学设施设备，导致其教学质量偏低。

3. 学生被动接受体育教学
受我国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学生为了能够在中考中取

得高分，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其它学科的学习上，而不主动
的参与体育运动，学生的体育运动积极性较低，不仅让体育
教学陷入被动，也让初中学生被动的学习体育知识、被动的
进行体育锻炼。

二、初中体育教学现状的优化对策

1. 增强体育运动意识
体育运动不仅符合我国素质教育要求，更重要的是增强

了初中学生的身体素质，所以，针对当前学生体育运动主动
性差的问题，体育教师必须要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增强初中
学生在体育运动方面的主动性，才能有利于体育教学的顺利
开展。

2. 增加体育教育经费投入
针对因缺乏设施设备而难以开展有效教学活动的教学现

状，学校及教育部门应给予重视，拨付足够的体育教学经费，
用于完善必要的教学设施设备，不仅保障着初中体育教学的
正常开展，也是提高其教学质量的前提条件。

3. 增强初中体育教学师资力量
初中体育教学主要是依靠体育教师而进行，所以，必须

要保证师资力量的充足，为此，学校及教育部门应首先为现
有的体育教师提供便利条件，使其参与培训、学习等活动，
以此来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才能有助于改善当前的教学现
状。此外，针对部分学校缺乏专业体育教师的情况，教育部
门应积极的给予解决，调派具有专业教学能力的教师从事体
育教学工作。

4. 增设体育教学课程
针对初中体育教学课程开设不全的教学现状，初中体育

教师及从事体育教育的相关人员首先要突破我国应试教育的
束缚，在充分考虑学生中考的同时，也必须本着增强学生身
体素质的教育原则来完善教学课程，并制定科学、合理的考
评方式。

三、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体育教学是为了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针对当前初中体育教学课程开设不全、体育教学质量偏低以
及学生被动接受体育的教学现状，必须要利用合理的优化对
策来优化其教学现状，比如，利用增强体育运动意识、增加
体育教育经费投入、增强初中体育教学师资力量、增设体育
教学课程等对策，都可以对当前的教学现状给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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