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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教学在农村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胡海珍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三角乡中心小学　江西　九江　330300

摘　要：体育游戏本身具有形式多样化以及内容趣味性强的特点，在农村小学体育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有针对性

的游戏活动安排和保障游戏活动过程的科学性和组织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促进学生的智力发育，提升学

生的身体素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游戏化教学；农村小学；体育教学

农村小学体育教师要充分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持续改

革创新，在游戏化教学中锻炼学生的身心，提升他们的核心

素养和综合素质。

一、当前农村小学体育教学现状和问题

（一）对体育课重视程度不足

由于传统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仍有一些农村小学的校

领导和教师认为体育课没有实质性作用，只有始终学习文化

课才能够引领学生成才和发展，加上体育教师安排数量和质

量不够达标，对教材内容挖掘深度不足，使得体育教师教学

动力较低，学生对体育的认识也显得愈来愈狭隘。除此之外，

因为农村学校学生的家长受教育程度较低，“望子成龙”和

“望女成凤”的心情更加迫切，因此只注重学生在语数外课程

中获得的成绩。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使得学生参加体育运

动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制约，也不利于农村学校体育教学活

动的开展，久而久之，更不利于小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和身

心的健康发展。

（二）教学方式固化单一

目前在农村地区，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对于体育教学的

认识都不够全面，许多小学体育教师一直延续传统的教学模

式，认为体育课程就是简单地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带领学生

在规定的场地之中跑跑跳跳，课前组织学生报数，随后要他

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这样单调乏味的模式只会持续削弱学

生的自主学习动力。加上其余教学环节和方式设置不当，不

能令学生及时掌握一些实用的体育知识和运动技巧，慢慢就

认定体育课就是自由玩耍的课程，升学之后也不会用心投入

学习，这对于日后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大大不利的。

（三）学生自身学习兴趣不高

一些小学生一味地受到家长们的呵护，养成了娇生惯养

不爱运动的习惯，一旦上体育课时，就到处埋怨，认为这样

太过劳累，不愿意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自身的体育锻

炼意识愈来愈弱，自然也谈不到体育学习兴趣的提升。

二、游戏化教学在农村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一）更新教师教学理念

农村小学体育教师要积极学习和参与各类培训，全面完

善个人的文化素质和教学技能，形成更加积极向上的教学态

度和科学的指导思想，能够定期组织多元化的游戏活动，引

导小学生清晰准确地把握小学体育课的本质和现实意义，并

在实际教学中注意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再就是做好不同阶

段的课后总结，保证及时发现和修补漏洞，进一步有机改善

教学效率和水平，增强学生的探究和锻炼意识。

（二）制定完善的游戏教学方案

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之前，要明确应用游戏及教学

的目的，精心策划教案，借此明确各阶段的教学目标和规范

标准，确保实际教学中拥有充足的时间调查了解学生的实际

需要和兴趣偏好，还有身体素质，进一步筛选设计有针对性

的游戏项目，安排更有效的指导。特别是面对那些身体素质

过差的学生时，要尽量安排他们参与那种可以独立完成、运

动量不至于太大的游戏类运动，这样既不会打消他们的自信

心和积极性，又可以令他们在多次尝试和顺利挑战成功后明

白坚持的重要性，从而在日后体育游戏化教学中投入更多地

参与激情。其次，与教学目标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提升

体育游戏的趣味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体育教学活动之中；

同时，将思想品德教育与体育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团结合

作、互帮互助等优良品质。

（三）不断创新游戏教学方式

对于小学生来说，由于其年龄较低，心智发展还不够成

熟，对于外界的好奇心较大，因此游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

比较容易接受的活动方式。在进行体育游戏教学期间，教师

可以结合学生能力进行适度创新，令整个游戏活动更加富有

趣味性，激发学生参与体验和学习相关体育知识的动力。作

为一名农村小学体育教师，要主动挣脱传统的理念约束，积

极引入更多新型的游戏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钻研，加深

对体育课的认识。包括和学生互动、共同参与游戏活动，不

断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激励学生不懈努力，熟练掌握相关

的运动技巧，为体育教学奠定基础。

三、结语

传统的体育教育模式单一，加上教师能力有限，不足以

稳定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基于此，日后小学体育教师要

大力地组织相关的游戏活动，通过体育游戏的组织，能够提

升学生的兴趣，在课堂中能够积极地进行自我展示和自我锻

炼，令学生在集体交流和彼此竞技中感受到锻炼的益处，从

而愿意自主学习和强化运动，有效地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

进而提升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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