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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玩”
刘月簇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611743

摘　要：本文以体育与玩的距离为切入点，进而谈论体育课与玩的距离、关系。就学校普遍存在的“单练课”、“单玩课”的

体育课现状，进行探讨，以小见大，从而讨论体育与玩的现实距离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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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体育与玩的距离不是统一的、客观的答案。

它是涵盖很多因素的。其次，笼统地将“体育”一词放在这
里是非常宏观的。从我个人而言，更愿意把“体育”一词换
为“体育课”。探讨一下“体育课”与“玩”的距离。

一、体育课与玩的距离

当我们仔细思考体育课与玩的距离时，我们会突然发现
体育课不就是玩吗？但现实中学校体育课真的只是单纯的玩
吗？当然不是。现在学生上体育课，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学生
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不停地练习、达标、练习。现在
的体育课不是“玩”，而是“练”。体育课与玩的距离，其实
就是练与玩的距离。同样这个答案也是不统一的，不能用客
观数字等所决定的。从主观上，总是有学生喜欢现在不停练
习的体育课，每当成绩提高一点就越高兴一些，虽然很累，
可他们觉得很充实，有成就感。就像上课时谈论的科比投球，
每天定时定量几百个投篮，累却快乐着。对于他们而言，练
与玩没有区别，练即是玩，玩即是练。练与玩没有距离，带
来的乐趣相同的。

再综上所述，体育课与玩的距离或是练与玩的距离都是
时有时无的。

二、体育课练与玩的关系

许多学校体育课在教法上仍存在一些问题，尤为突出的
是一个“练”字。即练得过多、练的学生苦累。这样的体育
课，虽然老师愿望良好，但收效甚微；近几年，有些学校偏
解“快乐体育”的内涵，在教法上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
练只玩，以玩代练，此种课，结果出现“放羊式”、“自由
式”、“随意式”，教学效果更为不佳。
（一）体育课现存现状一：单练课

“单练课”之所有能成为几十年体育课教法的一根粗线，
绝非偶然。究其根源，既是因科学、文化、教育等水平所限，
也是人们的认识观念所限。学生对“单练课”在态度上，往
往从观望，消极发展到冷漠、厌恶，甚至反感，抵触；在行
动上，往往从被动到怕动、不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 就是因
为单一无趣的“单练课”，完全不适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需
要；就是因为教学中，教师外因，学生内因，教是手段，学
是目的，学生不想学，不愿学，不乐学，教师再辛苦，也无
济于事。正因如此，学生不仅体质和意志并未得到明显的增
强，而且运动技能也不尽人意。更令人痛心的是，广大学生
离开学校，往往也就离开体育，他们对体育的兴趣，随着学
段的升高而降低，至于“终身体育”更无从谈起。好像这样
看来，我们应该选择“玩”。
（二）体育课现存现状二：单玩课

近几年，有些学校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应试教育”

下的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因而让他们放松调节，也就将“单

练课”改为单玩课。结果不仅失去课堂教学的严格性、严肃

性，养成学生自由散漫、怕苦、怕累的坏习气，而且各项动作

都学不到、学不好，进而学生兴趣越来越小，爱“玩”的人越

来越少。因此“单玩课”玩的过多，放得过开，非改不可。

（三）体育课提倡课程形式：玩练结合课

世上万物，往往都有其两面性，“玩”虽然有其积极性

一面，但也确有其消极性一面，其弊病反映在体育课内，可

能至少有三点：一是，容易淡化教学中的教，尤其是较难的

动作，学生很难在“玩”中掌握；二是，容易造成学生爱

好、兴趣的单一、狭隘，造成教材中不少动作学不到或学不

好；三是，容易造成教学秩序混乱，有学的、有练的、有玩

的、也有不动的。但尽管如此，无需因噎废食，应扬长避短，

将“玩”作为一种必要教法，努力摸索，探讨如何玩？玩什

么？玩多少？努力在“玩”字上下功夫。这对教师的要求不

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只要教师教学组织得法、得体、得

意。“玩”的弊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完全可以将课上的生

动、活泼、有趣、有效的。

综上所述，过去“单练课”、“单玩课”。只练不玩或只玩

不练显然不行，需要改革。不过学校体育课不管如何改革，

但总的说来，应该是“玩”、“练”结合起来，即“玩练结合

课”。这种“玩练结合课”，既“玩”又“练”；有“练”、有

“玩”；“玩”中“练”、“练”中“玩”，以“玩”为主。只有

这样，才能深受学生欢迎，全面体现体育的功能，有效完成

体育教学任务，才是终身体育的真谛。

三、结语

体育与玩，从体育课与玩的角度以小见大。体育与玩的

距离是不断变化的、是不分彼此的，体育因玩越来越高级丰

富，玩因体育越来越有趣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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