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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中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培养学生创造力
贺旭鹏

湖南省娄底第八中学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　要：文章从信息中拓展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体育积极性；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促进从“学习”到“学会”的转变，

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交流，延长体育时间等方面论述了运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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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阶段学好体育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和综

合能力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广大体育教师要通过各种手段

引导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并使其树立终身体育意识。教师要

将体育新课程改革的思想落实到体育教学的全过程，有效提

升学生的整体水平。从初中体育教学现状来看，虽然已经进

入了信息化时代，但是体育教学仍未充分与信息技术结合，

教师教学活动仍停留在动作演示、学生模仿阶段，一些复

杂的动作细节教师演示不到位，造成学生模仿出现错误，后

续锻炼过程中始终采用错误的动作，体育教学价值并未充分

体现。

一、以信息拓展教学内容，提高学生体育热情

在体育教育中，教师直接开展体育运动对学生产生的帮

助很小，很少有学生能够领悟到这些动作的真谛，真正消化

教师课堂所教内容。所以在信息化时代中，教师体育教学需

要将体育动作与信息化内容相结合，将多样化的训练动作教

给学生。在信息化时代中，教师可以将网络中最流行的体育

项目同传统体育动作相结合，改变体育训练的花样与模式，

吸引学生关注体育运动。

以“跳绳”的教学为例，多数情况下教师要求学生进行

的跳绳模式为计数跳绳、计时跳绳、单腿跳绳等，单调的

训练让学生几乎厌倦了跳绳这个项目，因而教师对“跳绳”

动作模式做出了创新。教师可以通过上网搜索各种跳绳比

赛的视频和动作解析，创造性地提出“摇铃跳”“体侧叉腿

跳”“编花跳”等动作。除此以外，教师还询问了学生的意

愿，有些学生反映喜欢武术学习，于是教师开始思索武术动

作是否能够融入跳绳动作中，而后发现武术动作中的一些空

翻、手翻等动作都可以与跳绳相结合，因而创造了“武术跳

绳”的训练模式。在跳绳训练中，教师以快节奏的歌曲为背

景音乐，让学生按照音乐节拍与节奏进入跳绳训练中，从而

为跳绳训练增添乐趣。

二、以信息技术优化教学，促进“学会”向“会学”
转变

在信息化时代中，学生的学习模式也会发生转变。多样

化的信息内容强调受众自主选择希望学习的内容，自主决定

学习的方法，这也正好贴合体育教学本质。在初中体育教学

中，学生“学会”某些动作意味着学生掌握了这些动作技巧，

在平时训练中可以自主运用这些动作，而学生“会学”一些

动作是指学生在信息化时代中，能够找到动作学习的正确途

径，掌握动作学习方法，在课下可以运用课余时间加强学习

和探索新知，可见在素质化教育年代中，“会学”对于学生更

为重要。

以足球中“颠球”动作教学为例，在信息化教学中，教

师将“颠球”教学分为几个步骤。一是信息输入过程。通过

网络视频演示，教师借助视频、图片为学生讲解大腿正面颠

球的方法、原理、功效等，让学生更加清晰地理解动作要领，

把握动作细节。二是自主训练过程。学生通过模仿视频中正

确颠球方式，在教师指导下进行自主颠球，学生之间相互纠

错，教师以巡场方式指出错误。三是分组练习阶段，该阶段

主要依靠学生自己探索击球部位、触球部位最佳点，判断足

球落点的方式，掌握颠球的力度，学生以小组讨论方式总结

规律。四是每位学生用手机记录颠球动作，并与网络中规范

动作进行比对，寻找自己的不规范之处，加以修正。

在该课堂中，教师将“颠球”动作的学习大部分交由学

生自己探索，学生借用网络视频演示及自主记录并比对视频

的方式来自我检测，寻找自己不足。教师的四步骤教学法也

让学生了解到在面对一个新动作时，自己完全可以借助网络

视频来简化自己学习难度，同时也为自己动作修正提供明确

参照，由“学会”过渡到“会学”。在这种模式下，不同兴趣

爱好、不同体育需求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中选择想要学

习的内容，这也是体育教学意义所在。

三、以信息技术促进交流，延伸体育教学时间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体育运动，学生体育学习

也应遵循该规律。在课堂短暂的训练时间中，学生很难完全

掌握所有动作要领，仍然需要依赖课下大量的训练，而在训

练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疑惑，同时有部分学生在平时体育自主

学习中也会遇到一些难题急需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

信息化途径加以解决。

总之，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简化了初中的教学步骤，优

化了体育环境，极大地促进了体育教育。作为一名初中体育

教师，要抓住体育信息技术的推广，加强信息技术的培养，

努力寻求信息技术与体育的结合，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价值，

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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