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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导读 ] 基于此，笔者将根据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趣味性教学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方法进行探讨，希望能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参考价值。基于此，笔者将根据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趣味性教学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方法进行探讨，希望能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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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新时期里，体育教学被赋予了新的教学要求和目标，如体育教学需要秉持着“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体育教学不仅要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

还要促进学生养成积极的体育意识和素养等等，体育教学的形式需要趋向于多样化。基于此，笔者将根据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趣味性教学在体育教

学中的运用方法进行探讨，希望能为广大小学数学教师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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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素质教育中强调学生的培养目标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其中体育教学与其他文化课教学是不同的，体育教育倾向于知识理论

教学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的指导作用。然后，通过实际调研发现，当前的小学体育教学中存在着教师教育观念陈旧、死板，教学方法单一，学生学习兴趣

不高等问题。然而，趣味性教学却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实际的体育教学中，教师们务必要积极实践趣味性教学，力求发挥出该教学方

法的最大优势。

        一、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生活经验，设计趣味性的教学活动

        具有趣味性的体育教学活动能够很好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那么，如何设计有效的趣味性教学活动呢？笔者认

为体育教师们在设计趣味性体育活动时可以以“学生的年龄特征”“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1]。首先是年龄特征，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普遍活泼好动，喜

欢玩游戏，因此，体育教师便可以抓住小学生的这一年龄特征，设计游戏性的活动。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体育中的“各种姿势的走”这部分内容的时

候，教师便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一个名为“小组往返走接力”的竞赛类游戏，具体游戏过程如下：教师组织学生按照排队的顺序分成四个小组，继而规定统一

的起点和终点，要求每个小组的第一排学生站立在同一起点，并在终点放置一个毽子，要求每组有5名学生在到达终点后完成踢毽子的活动（10个即可，

可以不连续）。待教师吹响口哨后，每组的第一个学生便可以开始出发，然而在走的过程中学生们需要根据教师的口令变化走的动作，如当教师说“交叉

走”时，学生们就需要立即做出交叉走的动作；当教师说“单脚跳跃走”时，学生们就需要立即做出单脚跳跃走的动作。通过这样具有竞争性的小游戏，不仅

能训练学生用各种姿势走，还能无形中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体育精神。其次就是生活经验，体育教学不仅仅是为学生学习体育打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学

生在课外养成自觉学习体育和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开展生活体育，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例如：和爸爸、妈妈开个家庭运动会，比赛跳绳、踢毽子、

做仰卧起坐等；开展家庭高尔夫球赛(用旧报纸挖两个洞当场地，把球吹进洞)；用气球进行顶球比赛；和父母一起郊游远足；在父母的帮助下学骑自行车

等，使学生感受到体育来源于游戏，体育来源于生活。

        二、借助多媒体设备，刺激学生感官，激发学习兴趣

        小学阶段学生活泼好动，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但是他们的学习持久度不高，容易疲劳、注意力分散。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师可以尝试开展

体育趣味教学，实现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和长久维持。“音乐为背景”“以图片或视频为导向”是笔者总结出的能够有效激发并确保小学生学习兴趣长期维持

的方法[2]。首先，以音乐为背景。众所周知，音乐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和感染力，因此小学体育教师可以尝试将音乐融入体育教学中，以此调动学生的情

绪，带给学生轻松的感觉。例如，教师在体育课前可以播放《运动员进行曲》，让学生随着音乐节奏进入课堂，开展踏步、跑步等一系列的热身。再例

如，在苏教版小学体育中的“韵律活动”这部分内容的时候，教师便可以播放诸如“江南style”“小苹果”这类节奏感强且小学生们熟悉的音乐，使得学生能迅速

进入运动状态，继而开展相应的动作教学。总之，将音乐融入体育教学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学习兴趣，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学生的节奏感、协

调学生的生理机能。其次，以图片或视频为导向。颜色丰富、生动形象的图片和视频能很好的抓住小学生的眼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例如，在教学时，

教师便可以播放《健康歌》动画视频，让学生模仿和练习视频中卡通人物的动作。通过借助多媒体设备，能够制造出教与学、情与景、演与练相融合的学

习场景，这样即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消除学生的疲劳，集中学生注意力，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进行完成学习活动；还能让学生深切体会到体育活动能

给人们的身心带去愉悦和健康[3]。再例如，在教学苏教版小学中的“篮球”这一体育运动的时候，教师可以在室内理论课上为学生播放诸如《篮球旋风》

《黑子的篮球》等动画版的视频短片，又或是教师自己打篮球、一些NBA球星打篮球赛的真人版视频，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样能让学生对篮球运动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且还能在无形中培养和加深学生对于篮球学习的兴趣。

        结束语

        综上所述，趣味教学其实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玩中学，趣中乐，使学生对于体育活动的认知由“兴趣”变成“志趣”。笔者从“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生活

经验，设计趣味性的教学活动”“以音乐为背景开展体育教学”“以图片和视频为导向开展教学”这三个方面探析了小学体育趣味性教学策略，希望能有效提高



体育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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