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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学排球游戏化教学的思考 

郭 敏 
(安徽界首市靳寨职业中学，安徽 界首 236500) 

摘 要：本文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从基本思路、基本内容和方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在农村中学体育课堂教 

学中运用游戏化手段，提高排球教学效果的研究，希望能为农村体育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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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村学校体育师 

资缺乏，使农村学校的体育课流于形式， 

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到体育带来的情趣，表 

现不是很积极。但事实上，农村中学生 

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据调查得知，有 84％ 

的学生喜欢体育课，但不喜欢传统类型 

体育课的学生却 占78％。从 中我们可以看 

出，学生真正上课时却因为课的内容太过 

平淡、枯燥而抱怨打不起精神。为什么想 

象中轻松活泼的体育课与现实的差距那么 

大呢?怎样才能改变体育课内容乏味、教 

学形式单一的现状?怎样才能调动中学生 

对体育课的期待与热情?在本文中，笔者 

将结合切身教学经验，谈一谈农村中学排 

球游戏化教学的构建。 

1 学生对排球运动的认知 

由表 1我们看出，学生对排球运动是 

比较喜爱的，但是由于对规则不太了解 以 

及技术的限制，排球运动未能得到广泛地 

开展。在中学体育课堂教学中的比重并不 

很大。但是，排球是一项很适合中学生身 

心发展要求的运动，它对于中学生灵活性、 

平衡能力、上下肢协调能力的发展有很大 

作用。因此，我们在中学体育课堂教学中 

要大力挖掘排球教学的娱乐性和可行性， 

使它成为真正受中学生喜欢 的一项运动 。 

2 排球游戏化教学内容构建 
的基本思路 

2．1 游戏化教学定义 

就是要采用以游戏法为主的多种教 

学方法，寓教于乐，使体育课堂教学符合 

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轻松活泼 。在游戏中 

锻炼学生的身体，发展学生的体育技术技 

能；在娱乐中灌输体育锻炼的科学方法， 

完善学生的品格，树立他们终身体育的思 

想意识。 

2_2 游戏化教学的要点 
2．2．1 寓教于乐 把体育教学的内容以多 

表 1 农村学生对排球运动的认识 (N=50) 

传高比赛 利用不同高度的树木作为参照物，比谁传的高。锻炼学生对传球手型的掌 
握，和发力技巧。 

双人互传比赛 两名同学面对面站立，互相传球，距离逐渐拉大，以互传最多的那一组为胜。 

这一游戏考验了学生们传球技术的稳定性和传球动作正确的方向性。 

三人互传比赛 三人一组，站成等边三角形，球在三个同学之间按顺序或不按顺序地互传。 

这个游戏难度较大，主要锻炼同学们应对不规则方向来球的灵活性。更大 

程度上考验了他们对传球方向性的把握。 

教学初期的垫球 在足球球门的横杆上吊两个间距适宜、高度适宜的排球，把学生分成两 

教学游戏法 组，排队去垫，让他们感觉垫球的大概高度、位置和手臂姿势，培养他 

们的球感。 

教学后期的垫球 一个班学生分为两队面对面站立，由甲队的第一名学生甲一垫给乙队的 
教学游戏法 第一名学生乙一，垫完球之后，甲一迅速跑到乙队队尾，同时乙一再把 

球垫给甲队第二名同学甲二，甲二垫给乙二，乙二垫给甲三等，依次类 
推，每一个同学垫完球后都要跑到最放队伍的末尾，若游戏中断，可拾 

球再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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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应用于课堂，灵活多变，以娱乐为 

主，符合农村中学生的兴趣习惯，激发他 

们的运动激情。 

2．2．2 注重教学效果 游戏化教学不等于 

传统的 “放羊式”教学，而是采用有组织、 

有秩序的游戏等教学娱乐方法发展学生们 

的身心。教师在考虑教学方法时应尽可能 

大考虑教学效果，保证教学质量。 

2．2．3 强度安排合理 游戏化教学的过程 

中，应不时地注意调整强度，避免运动负 

荷过大的游戏，应考虑到青春期学生的生 

理特点，安排内容健康、强度合理、有张 

有弛的游戏。 

3 创编游戏化教学的原则 

3．1 健康、有趣 

给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文明的活动氛 

围，以增强游戏趣味性。教学内容、游戏 

情节、规则和组织方法都要与学生的身体 

条件、认识能力和心理态度相适应。挖掘 

球类运动动作中的趣味性，难度适宜。这 

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2 方便、简易 

有许多好的游戏，无论从形式上或是 

内容上都很新颖而又有吸引力。在创编和 

选择游戏时，应根据本学校的实际情况， 

量力而行。组织方法以简便易行为宜。 

3．3 注重德育 
游戏教学应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 

思想品德。在学生游戏和比赛的过程中， 

我们要担当调解员与裁判员一职，带头做 

好模范作用，向他们宣扬体育道德和运动 

员精神，鼓励他们培养团结友爱、追求竞 

争、公正合理、勇敢顽强的优良品德和集 

体主义精神。 

5．1 在教学实 际应用的过程 中，各位教 

师要发挥积极主动性和灵活性，根据排球 

基本技术的动作要领，设计更多行之有效、 

富有趣味性的排球教学游戏。 

5．2 根据当代中学生的心理认识和生理 

发育特点，鼓励他们多多参与排球运动， 

关注学习生活以外的东西。充分挖掘排球 

运动的乐趣，让更多的中学生喜欢排球运 

动，了解和认识排球运动，培养他们终身 

体育的意识。 

5．3 根据现在一些学校逐渐用软式排球 

与带硬式排球的趋势，我们还应该加大对 

软式排球教学的研究，开发出更多适合软 

式排球教学的方法。 

4 排球游戏化教学基本内 
容和方法 参考文献： 

由于排球运动的基本技术，如传球、 

垫球等内容单一、比较枯燥，应采用游戏 

的方法或添加辅助物来增加趣味性。(表 

2、表 3) 

5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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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保健、医务监督、锻炼效果评价、饮 

食与营养、安全急救和运动处方等。体育 

健康教育应穿插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使竞 

技体育教学向健康体育教学的方向发展。 

3．2 推进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和 

测评方法的改革 

课堂教学是学校体育的主渠道，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的优劣直接制约教学效果。 

对待体育弱势群体首先须查明原因，对症 

下药，如对运动损伤的学生，则主要以医 

疗、康复体育为主；对患有内脏器官慢性 

病的学生，则以养生、调养和恢复功能为 

主；有功能性障碍的学生则应尽量让他们 

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对那些来至贫 

困家庭的学生，则应加 以关怀，及时了解 

他们的身体状况，避免盲目运动造成不必 

要的身体损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对这 
一 特殊群体要加强医务监督，及时调整运 

动处方及控制运动量，尽量使他们的身体 

在原有状况下得以恢复和提高，同时增强 

其信心。这一群体体育测评的方法应多种 

多样，一定要区别对待，测评应以激励和 

展现自我为目标，打破传统的强制性的统 
一

考试方式，让这一群体在测评中同样能 

获得成就感和满足。 

3．3 注重心理保健，提高心理健 

康水平 

生理健康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因 

此可引导学生根据不同的性格取向，选择 

不同的运动方式。例如，对于治疗孤僻、 

怪异心理缺陷的运动处方项目，宜选择以 

集体锻炼的形式为主，如篮球、足球、排 

球、集体接力、拔河等；对胆怯、腼腆心 

理缺陷应当多参加武术、摔跤、拳击、单 

双扛、跳马以及篮球、足球、溜冰等项目。 

情绪紧张从生理上讲，是 由于运动后体内 

的内啡肽水平显著升高，诸多有氧代谢运 

动项目是最理想的调节紧张、完善性格的 

锻炼方式。 

3．4 传授伤病预防和处理知识 
在运动中伤病时有发生，只要预防和 

处理得当，可以极大地减少伤病的发生， 

尽快地恢复健康。伤 病的预防及处理方 

式，应成为体育教学的必要内容，教师不 

能因学时不够或自身原因加以回避。只有 

让学生充分认识伤病的成 因，懂得预防及 

处理，才是改进体育弱势群体现状的有效 

途径之一。 

3．5 优化教师队伍素质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和体育弱势群 

体的存在，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教师不仅要转变教育观念，还要有较 

高的业务素质。目前，健康教育对许多体 

育教师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 

此，要采用多种措施，多层次、多渠道地 

加大培训力度，要引导教师认真分析自己 

的教学工作，明辨存在的问题，针对 “健 

康第一”进行思考、设计和操作，把健 

康与体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其真正有助于 

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课程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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