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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游戏兴趣教学探究
李良云　赵明辉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中心校　024227

摘　要：体育课程就是让学生在运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快乐，使学生身体得到锻炼的同时，心理也得到锻炼，进而使学生的综

合能力都得到很好的提高。在新课改后，更加重视了对小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健康和学生发展也成为了体育教学中的重要

思想，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应该改变教学的方法，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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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科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学科，在发展学生的体能，

强健学生的身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在以往的

体育教学中存在一个显著的弊端，即学生的训练方式较为单

一、无趣，以至于学生缺乏练习的动力和热情，常常在体育

锻炼后难以维持练习的积极性。而游戏对小学生有着极大的

吸引力，学生也善于在游戏中进行知识的建构，所以，体育

教师可以主动地将游戏活动与体育运动进行整合，以便学生

在充分调动练习的欲望中，主动地参与体育锻炼，提高身体

的素质。

一、利用好奇心，激发学生游戏兴趣

小学生具有较强的好奇心，而好奇心的产生会调动学生

内在的认知需要，让学生主动地消耗精力参与到学习之中。

在体育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观察到，学生对自己不熟

悉的游戏活动会抱有积极、探究的状态，也会产生玩耍的欲

望，主动地透过玩耍的过程完成体育锻炼。所以，为了发挥

游戏的价值，使游戏真正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点燃

锻炼的兴趣，教师应当基于学生的好奇心，为学生设定趣味

性的游戏活动，从而引发学生内心的愉悦体验，使学生在新

颖的游戏方式中释放自己的热情。

例如，在热身运动中，教师就可以利用“叫号成团”的

游戏活动，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练习之

中。在传统形式下，教师往往利用慢跑、热身操等，引导学

生进行热身训练，而简单、枯燥的热身方式，不仅不会增强

学生热身的热情，甚至会削减学生热身的质量。所以，当教

师为学生提出“叫号成团”这一新颖的游戏名称时，学生会

主动地产生好奇心，想要了解这一游戏的具体玩法。随后，

教师为学生介绍这一游戏的基本规则：教师说出一个数字，

学生按照教师喊出的数字，迅速成团，使得每个团的人数与

教师喊出的数字相同；对于没有成团的学生，表演一个小节

目。在学生了解了游戏的规则后，学生迫不及待地参与到新

游戏中，从而透过玩耍的过程，完成热身练习，避免在未来

参与训练时出现运动损伤。

二、运用体育游戏，促进学生锻炼

体育游戏能够强化学生的练习质量，让学生感受到积极、

愉悦的锻炼氛围。但是，并非所有的体育游戏都是符合要求

的。透过以往的教学经验我们能够看到，许多学生在玩游戏

后，尽管兴趣高涨，但是却没有实现体能的提升，也没有掌

握体育运动的基本动作技巧，这样的游戏活动只体现了娱乐

价值，没有体现教育意义。所以，为了有效地体现游戏活动

存在的重要性，教师应当结合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游

戏活动的恰当设计，以便在兼顾游戏娱乐价值和教育价值中，

提高学生练习体育运动的效果。

以足球运动的“脚内侧传接球”为例，教师就可以通过

恰当的游戏设计，提高学生传接球的能力。在游戏开始前，

教师先带领学生学习脚内侧传接球的技巧，让学生为游戏活

动做准备。随后，教师为学生介绍游戏活动的基本规则：学

生两人为一组参与游戏，分别站在相距八米的两个定点上；

当游戏开始后，一名学生将球传给同组的另一名学生，在另

一名学生接到球后，迅速将足球踢回，如此反复，直到游戏

结束；对于在规定时间内传接球次数最多的一组，获得游戏

的胜利。在学生认识了游戏的规则后，教师组织学生按照如

上规则参与游戏，以便学生在玩乐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对脚

内侧传接球技能的掌握效果。

三、个性化教学，促进游戏多元化

每一个学生都是独立的存在，有着自身独特的学习特点

和学习兴趣。所以，在体育训练中，当教师为学生设定了同

样的游戏后，学生的练习兴趣相差较大，有些学生表现得兴

致高涨，而有些学生则表现得兴致缺缺，而当教师更换了游

戏活动后，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可见，统

一的游戏活动很难满足全体学生的学习需求。所以，体育教

师可以为学生设定多元化的游戏形式，让学生真正地基于自

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以便在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中，使

每一个学生都保持高涨的情绪。

例如，在组织学生练习了排球运动后，教师就可以为学

生设定“三球不归一”“滚球接力”等游戏活动，并依次为学

生讲述这些游戏活动的规则和游戏的意义，如“滚球接力”

的游戏活动能够锻炼学生的协调能力，提高学生之间的默契。

随后，教师为学生设定思考的时间，让每个学生基于自己的

兴趣，选择自己喜欢的游戏方式。之后，选择同一游戏的学

生自动成为一组，共同按照游戏的规则参与游戏，以便在兴

致勃勃地玩乐中，提高练习排球运动的效果。

四、利用竞技心理，促进学生进步

小学生具有极强的好胜心，当教师为学生设定竞技类的

游戏活动时，学生会为了获得游戏的胜利，而主动地耗费心

神进行练习，从而提高自身的能力。同时，在体育课程中，

教师组织学生练习体育运动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让学生参

与专业化的竞赛，使学生体会真正的体育竞技精神。所以，

教师在设计游戏活动时可以融入一些竞赛的元素，有效激发

学生内心对胜利的渴望，促使学生在争夺冠军的过程中，可

以更加积极地进行练习，提高自身的体育技能，强化对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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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动作技巧的应用。

比如，在篮球运动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定实

战化的竞赛活动，让学生在激烈的竞赛中，感受别样的体育

趣味。在教师组织学生学习了篮球运动的基本动作技巧后，

教师为学生讲述篮球竞赛的基本规则，让学生在掌握规范规

则的基础上参与竞赛。随后，教师为学生预留自主练习的时

间，使学生基于好胜心更主动练习篮球运动的基本动作技巧。

在学生完成竞赛后，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对获得胜利的学

生进行嘉奖，强化学生的荣誉感和满足感。而对于其他学生，

教师也应当进行鼓励，避免其他学生丧失练习篮球运动的信

心，促使学生可以坚持完成之后的练习。此外，教师也可以

根据学生的表现，查看学生练习体育运动的效果，以便结合

学生的具体表现，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帮助学生

进一步增强练习篮球运动的效果。

五、变换提出方式，凸显主体地位

一般来说，体育游戏都是由教师提出的，学生按照教师

设定的规则参与到游戏之中。这样的方式虽然能保持游戏活

动的秩序，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学生思维的发展，让学

生有被动参与游戏的感觉。所以，为了进一步凸显学生在游

戏活动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增强玩游戏的愉悦情绪，教师

可以鼓励学生自己提出游戏活动，使学生充分感受自由的游

戏氛围。但是，教师也要意识到学生的能力有限，学生所提

出的游戏并非都适合体育活动，因此，教师也要适当地起到

“把关”的作用，使学生提出的游戏更符合教育的需要。

比如，在组织学生完成了短跑练习后，教师就可以向学

生提出“你们有没有哪些游戏可以帮助我们锻炼短跑技能

呢？”的问题，引发学生的思考，使学生主动地提出自己喜

闻乐见的游戏方式。根据学生的回答，教师对学生提出的游

戏活动进行筛选，并确定这一游戏是否适合学生。如有些学

生提出“三个字”的传统游戏活动，这一游戏能有效地锻炼

学生的反应能力，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提升跑步的速度，因此

可以入选；有的学生提出“捉迷藏”的游戏活动，而这一游

戏更多地锻炼的是学生的思维能力，较少利于学生体能的训

练，所以应当排除。随后，学生在自己提出的游戏活动中尽

情地玩耍，以便在玩乐中逐步提高短跑的能力。教师鼓励学

生提出自己喜欢的游戏活动，能够真正地做到“以学定教”，

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活动的安排中，使学生真正地成为活动中

的主人。这样，学生也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游戏活动，在全

身心地参与游戏中，不断提高训练的效果，增强身体的素质。

六、结语

总而言之，将游戏活动与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

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练习兴趣，点燃学生的练习欲望。所以，

作为小学教师，我们应当在尊重学生兴趣爱好的基础上，主

动地为学生创建趣味性的游戏活动，以便学生在科学、合理

的游戏中，不断强化身体素质，掌握体育运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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