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训练思维的发散性、多向性、求异性和灵活性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由于其还处于发育阶段，学生自身的

思维能力明显有限，但也是学生提高思维能力最为重要的阶

段，特别是 11~16 岁的学生。在该阶段，学生在学习初中数学

知识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自身思维能力的影响，而且也很容

易被其余的同学所带动，思维出现雷同，导致学生缺乏探究意

识，严重阻碍了思维的发展。在初中数学实践教学中，学生的

思维性一旦受到了阻碍，很容易对学习造成影响，只有不断对

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才能够真正促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发

展，同时教师也需要多加鼓励学生，使学生在学习中敢于发表

自己的见解。

例如，在初中数学《分式》章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需

要使学生对分式有所认识，并且需要掌握分式的基本性质，当

分式的分子与分母乘以或者除以同一个不等于 0的整式时，那

么分式的值是保持不变的。为了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训练，教师

通过利用探究式教学，为学生寻找合适的习题。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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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左面是如何得到右面的公式的？学生们在进行解题的过程

中，都会根据经验，先在确定 a 是否等于 0 的情况下进行解答，

大部分同学都会根据教师的思路，对习题进行解答，但是这就

导致学生的思维受到了局限，为了能够有效地使学生思维得到

训练，教师要求学生将公式由右到左进行解答，在对学生思维

不断训练的情况下，学生也能够打破常规的解题思路，对习题

可以进行明确分析，运用不同的方式对问题进行解答，使学生

的思维得到了全面的创新。

四、结束语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教师必须要以学生作为主体，通过利

用探究式教学，为学生寻找具有代表性的习题，使学生在训练

中，提高自身的思维能力。而且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也能够

掌握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这对于学生日后的成长以及学习具

有重要帮助，为学生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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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课程，是一门通过增强学生身体素质的发展，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课程。小学体育课程开

设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增强学生体质，让学生有健康快乐成长

的基础。为了提高小学生的体质水平，对学生的运动能力进行

培养和发展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受到了广大小学体育教师

的关注。

一、小学生运动情况和体质健康的状况分析

（一）小学生体质下降趋势明显

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分析，我国学生在心态发育上

的程度和水平有着持续的提高，学生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保健水平也在提升。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报告显示，

近五年来，全国 7至 12岁学生，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

乡村女生平均体重分别增长了 1.35、0.80、2.02、1.15 千克，总体

肥胖率从18.27%上升到23.42%。但是，学生的体质健康状态，

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肺活量水平逐渐降低，在运动的耐力和

爆发力、跑步的力量和速度等方面进一步降低，全国超重和肥

胖的情况越来越多，视力出现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产生视力

问题的年龄也越来越低，全国 7至 12岁小学生视力不良率高达

45.79%。

（二）小学生锻炼时间明显减少

现在的小学生每天用在体育锻炼上的时间是比较少的，有

些学生每天只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锻炼身体上，甚至有学

生基本上从来不进行体育锻炼。现在的社会非常需要对知识

把握良好的人才，这让学生的家长对学生的学习成绩非常重

视，但是在学生的道德思想水平、心理素质和身体健康方面并

没有足够的关注，学校也更加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甚至出现

基于发展运动能力提高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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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体育课的课堂时间用来学习文化知识的情况，平时就更没有

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了。学生原本除了体育课以外，还有大课间

和课外活动课程，可以进行一定的体育锻炼，但是很多教师喜

欢拖堂，将课间占用，让本该在进行运动锻炼的学生坐在教室

里，继续听教师讲解文化课，甚至将体育课这种专门设置用于

锻炼的课程进行挪用、占用，将视线全部放在学生的文化成绩

上面，学校、教师对体育并不重视。

（三）小学生运动能力状况堪忧

小学生的身上，有很多运动能力不足的表象被体现出来，

比如上下肢不协调，在托举“重物”的时候“光伸手不蹬脚”；左

右不均衡，由于生活习惯等原因，平时喜欢使用右手，用右手握

筷、执笔，导致右侧肢体比左侧肢体更加发达，灵活性和协调性

都在左手之上；平衡能力欠缺，在单脚站立、燕式平衡等练习中

没有办法保持平衡，或者保持平衡的时间过短。据统计，与五

年前相比，我省小学生男生、女生的耐力跑成绩分别降低了

3.08 秒、2.10 秒，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下降 0.49 厘米、0.33 厘米，

握力分别平均下降0.18千克、0.35千克。

二、基于发展运动能力，提高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一）培养小学生体育运动兴趣

兴趣决定了个人对事物的选择，是个人对情感和情绪的体

现，让个人的注意力得到集中，在体育这门学科的教学之中，对

体育是否有兴趣对学生是否有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想要让学生的运动能力得

到发展，就要让学生对此产生足够的兴趣。小学高年级的学生

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体育也会有不同的爱好和兴趣，部分

学生性格是比较活泼好动的，喜欢竞争激烈的体育项目，而一

些性格比较安静的学生更喜欢一些合作性的或者个人的体育

项目。想要让学生的运动能力得到发展，体质水平得到提高，

需要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就要针对不同学生的爱好，进行

有针对性的教学。因为学校的教学资源是有限度的，不能根据

每一个学生的细微不同量身定做不同的体育项目，但是提供一

些基础的项目让学生进行选择是有实现的条件的，可以让学生

的兴趣被激发，得到有效的利用，同时体现了对每个学生的独

立性和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在体育教学中，有兴趣与没兴趣有着很大的区别，进行感

兴趣的学习活动的时候，学生可以更加专注，在进行体育锻炼

的时候更加积极主动，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更加努力去克服，让

心情更加愉快；而在没有兴趣的时候，学生会感到厌烦，对学生

的运动能力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难以促进学生的体质健康发

展。在体育教学的实施中，教师要善于更加科学更加灵活地对

教材进行安排，让课堂更加生动更加活泼，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愿意利用体育课这个平台，进行更好的体育锻炼；教师

还应该利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产生更大的兴

趣，尽量给学生创建进行体育锻炼的有利条件，吸引学生主动

锻炼，让他们的运动能力得到提高，最终实现提高体质水平的

目标。

（二）教授小学生体育运动知识

想要让学生的运动能力得到提高，就要给学生打下坚实的

理论基础，包括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和树立运动健康的思想。对

知识的掌握，就是让学生记住体育的基础知识，了解基本的技

术，掌握基础的技能。

体育教学要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让他们有充沛的精力去

进行一天的学习，还要让学生在以后能够独立地对身体进行锻

炼，让运动成为贯穿学生一生的重要事项，获得终身效益。要

将持之以恒的思想灌输给学生，给他们奠定终身进行体育活动

的基础，具备终身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习惯，让学生真正的意

识到体育所蕴含的价值，让体育的乐趣真真正正进入学生的心

中，让学生的生活与体育密不可分。这对发展学生的运动能力

有着偌大的好处，对提升学生的体质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当学生有了健康第一的意识，就会积极主动进行体育锻炼；

当学生的基础知识掌握得非常牢固了，在课外进行体育锻炼的

时候就能做到更有依据，让运动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让体

质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加强小学生与教师的沟通

体育课堂上，教师除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

要有与时俱进的教学思想观念，对传统教学方法和观念进行思

考，锐意进取。体育课程的教学中，要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让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提高，让学生自己进行学习和思考。老

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都需要进行充分的交流，对体

育课程的讨论和训练时的相互配合，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

课堂更加民主，让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加平等，让课堂的气氛

更加和谐融洽。当课堂气氛达到这样良好的程度的时候，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让学生之间相互交流，互帮互助，让他们的协作

配合能力得到培养，拥有集体主义精神，团结互助，和谐友爱，

在让学生的合作精神得到培养的同时，达到发展学生运动能

力、提高小学生体质水平的目的。在体育教学中，应该提高学

生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体育锻炼的能力，对学生进行适

当的引导和教育，让他们对体育锻炼的不同环境与条件进行适

应，在面对不同的场地器材以及环境的时候，学会因地制宜，让

身体得到适当的锻炼。

在加强了学生与教师在学习上的沟通之后，要对学生的个

性进行发展，对学生进行一定的鼓励，让他们勇敢地开拓创新

的思想，尝试更加多元化的体育项目，勇于创新，将新奇的想法

与坚实的基础联系在一起，进行既科学系统，又适合自己的体

育锻炼，让学生的拼搏进取精神得到体现，让学生的运动能力

得到发展。

三、结束语

小学阶段是学生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健康发展的

重要时期，是学生通过体育锻炼，得到健康身体的关键时期。

我国社会经济正在稳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越来越多的目光聚集在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上来，学生的体

质健康状况成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想要提高小学学生的

体质健康水平，发展运动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教师应该

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并且将其转换为学生自己的运动

习惯，让运动能力得到发展，让体育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让学

生拥有健康快乐的未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马杭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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