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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体育教学中足球游戏的有效应用
朱庆华

南京市梅山第一小学　江苏　南京　210012

摘　要：小学阶段的学生天性活泼好动，与文化课相比，他们更偏向体育课程的学习。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时，应当利用学

生对体育课的兴趣，提高授课的趣味性和教学性。本文将从目前的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体育教学来阐述足球课程在

小学体育课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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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利用足球游戏，提高足球教学活动的

趣味性，将足球教学和足球游戏相结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足球游戏在实际教学中的问题

（一）忽视足球游戏在教学中的应用

虽然素质教育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但受升学压力的

影响，一些学校过于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忽视了体育教学，

开展足球游戏教学自然无从提起。在这样的环境下，体育教

师往往也会忽视课程的趣味性，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一味

地向学生讲解体育知识、示范体育动作。这样单一的教学方

式将导致教学枯燥乏味，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教学效

果不佳。

（二）未能充分发挥足球游戏的优势

一些教师已经认识到足球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能够在教学活动中开展足球游戏，但其开展足球游戏的方式

不合理，或者方法不得当，未能充分发挥足球游戏的优势。

在不同的教学环节中穿插足球游戏，获得的效果是不同的。

教师如果随意开展足球游戏，没有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将

导致学生不能抓住学习重点，使其一味地沉浸在游戏中，难

以真正掌握足球技巧，长此以往，体育教学将流于形式。

二、小学体育教学中足球游戏的应用策略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时，教师可以利用足球游戏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觉参与足球训练，以提高体育教

学的效果。因此，教师在进行足球教学时，应调动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采用多元化的足球游戏教学方法，为学生营造寓

教于乐的氛围，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足球技巧。比如，在练习

传球时，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学生反复练习传球动作，但

学生天性活泼好动，难以接受这种枯燥的教学方式，导致参

与积极性较低。教师可组织学生开展比赛，利用学生好胜心

强的特点，以接力赛的形式开展活动，而最先到达终点的小

组获胜。这种游戏方式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在游戏的氛围中，掌握相关的运

球技巧，提高体育教学的教学质量。

（二）要有明确的纪律性

在小学阶段，如果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为其

未来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小学生年龄较小，自控能力较差，

在体育课教学中，学生往往容易沉浸在游戏中而忽略了教学

纪律。此时，教师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向学生强调纪律，

并为学生讲明足球游戏的规则。比如，在游戏开始前，教师

应为学生介绍游戏规则及违反规则的相应惩罚。当学生在游

戏中出现违规行为，教师应及时提醒。作为教学的引导者，

教师应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

（三）提高游戏的趣味性

要想掌握相应的足球技巧，学生必须反复练习。但对于

低年级学生而言，反复练习容易产生厌烦感。即便一些教师

在教学中融入了游戏，学生也容易因为游戏的趣味性较低而

不愿参与其中。因此，教师在开展足球游戏时，应提高游戏

的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如，在进行单脚交换

踩球的练习时，教师可以改变单一的训练方式，对游戏的趣

味性进行设计，让学生开展竞赛，看谁先完成 100 个单脚交
换踩彩球，最先完成的即为胜利。这样能够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让枯燥乏味的训练变得充满乐趣。

（四）控制游戏的强度

足球游戏的作用主要是辅助体育教学。为取得理想的教

学效果，教师要正视足球游戏在教学中的地位，控制游戏的

强度。若游戏的强度过大，学生的体能跟不上，将导致学生

在游戏中消耗过多的体力，从而影响后续教学；若游戏强度

过低，则无法充分锻炼学生的体能，也无法在游戏中提高学

生的足球技巧。因此，教师要控制游戏的强度，充分发挥游

戏优势。比如，在高年级的绕杆运球运动中，教师如果让学

生依次练习绕杆跑，不但会耗费较多时间，而且运动强度不

足，难以达到训练的效果。教师可以将游戏设置为运球绕杆

跑，加一次不运球绕杆跑。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足球技能，

又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三、结语

学生的天性活泼好动，他们对游戏教学充满兴趣，而足

球游戏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进行足球游

戏教学时，应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种技巧，体会到足球的魅力，

从而让学生真正爱上运动、锻炼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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