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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还可以发挥学生学习的
能动性，展现小学田径教学的优势。教师可以在教
学时创设适合学生的学习情境，让学生有强烈的求
知欲。

四、结束语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小学体育教学变得越发重
要，教师应该将体育游戏与小学田径教学相结合，改
变教学模式，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教师还要在教学
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提升专业素养，为学生树

摘 要：基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
版）》的学科核心素养基本要求，一线体育教师可以
从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方面进行教学，
但在日常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一般会把对学生运动
能力的培养放在首要位置。笔者认为，对学生体育品
德的培养更为重要，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将
学生体育品德的教育贯穿于体育课堂教学中，这样让
学生在平时的体育课堂中可以养成积极勇敢、健康向
上、诚信自律的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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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小学生体育精神的
教学策略

体育精神 的 具 体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自 尊 自 信 、 勇 敢
顽强、积极进取、超越自我等相关内容，因此，在
体育教学中，教师如何有效通过体育课堂教学来提
升小学生的自尊自信、积极进取和勇敢顽强等基本
能力，这是体育教师在备课、上课环节中需要认真
思考的问题。如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主要是以激发小
学生的兴趣为主，在组织小学生学练环节中，教师
多采用游戏的形式来锻炼学生的体能，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学生的运动技术与技能。如小学生的耐
久跑教学中，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图形标志、不同
数字的标志桶、不同的图案形式，转化不同形式的
学练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在这样的学练形
式中，有部分学生发现自己一直追赶不上同伴或者
其他同学的时候，就会出现自我懈怠的现状。教师
发现学生出现这种苗头，要在第一时间给予学生自

信心。如果是因为身体不适的原因而出现的运动不
积 极 的 现 状 ， 可 以 让 该 学 生 先 休 息 调 整 一 下 ； 但
如 果 是 因 为 自 己 运 动 体 能 不 如 别 人 而 产 生 懈 怠 的
情 绪 ， 教 师 就 要 给 予 学 生 信 心 。 我 们 做 这 项 运 动
并 不 是 为 了 要 超 越 谁 ， 而 是 要 超 越 自 己 ， 只 要 每
次 的 练 习 都 超 过 先 前 的 自 己 ， 那 么 我 们 的 运 动 能
力 就 有 所 提 高 ， 就 是 我 们 成 功 的 时 刻 。 教 师 在 学
生 学 练 环 节 与 学 生 的 深 情 交 谈 也 是 给 予 学 生 自 信
心 的 一 种 方 式 ， 这 样 的 方 式 可 以 有 效 地 提 升 学 生
的 自 尊 自 信 的 品 质 ， 培 养 勇 于战胜自我的精神。所
以，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注意课堂中学生的状态，
通过学生细微的变化，发现学生的问题，继而有效地
解决学生的问题。

二、提升小学生体育道德的
教学策略

体育道德的主要内容包括遵守规则、诚信自律、
公平正义等方面，如在篮球教学比赛中，教师通过
规则的设置让学生明白在体育运动比赛中，遵守规
则是首要前提，正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依然
需要遵守很多规则，这样我们生活的社会与环境才
会更加安全舒适。还有在与对手的对抗赛中，当学
生出现肢体的碰撞时，如果没有教师的正确引导，
场上就会出现矛盾。所以，教师在面对学生发生碰
撞的时候，应及时给予学生正确的指导，告诉学生
在场上进行同场对抗，出现肢体的碰撞接触是正常
的，如果我们的对手不是有意碰撞自己，可以通过
道歉的形式给予解决；但如果对手是有意而为之，

探索体育教学中提升小学生体育品德的
实践研究

立更好的榜样。通过体育游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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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学中的体育教学，不仅是一门课程、一个
学科，一方面，它履行着教会学生掌握体育项目的运
动要点，引导学生在体育锻炼中提高体能素质，调
节身心平衡，保持身心健康的教学义务；另一方面，
它还承担着培养学生能够在体育训练中运用结构化的
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这是技能训练、思维训
练、精神训练、身心陶冶等多方面的综合教学，即体
育核心素养。教师应当紧紧地围绕这一教学中心来组
织开展高中体育教学活动。

一、运动认知与技能的培养

体 育 核 心 素 养 是 一 个 由 浅 至 深 ，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的综合能力，如果将它比喻为同心圆，那么它是由
若干个圈层叠加起来的，而这个同心圆中最基础，
最 根 本 的 是 学 生 对 运 动 项 目 本 身 的 认 知 以 及 对 其
技 能 的 了 解 和 掌 握 。 因 此 ， 高 中 体 育 教 师 培 养 学
生的核心素养，首先应当对学生从运动认知与技能
的培养开始做起。以田径项目为例，作为传统的体
育大项目，它又包括了若各个子项目，每一个子项
目又会再具体划分为更多小的项目。以跑步这一项
为例，仅从距离上划分就包括短跑、中长跑、长跑
（含马拉松跑）。从跑步形式上，包括单人跑、接
力跑等。教师应当培养学生建立起对各个跑步类型
的 正 确 认 知 。 比 如 ， 1 0 0 米 短 距 离 跑 步 ， 它 侧 重 于
短 时 间 内 的 爆 发 力 ， 而 8 0 0 米 乃 至 于 更 长 距 离 的 马
拉松跑步，它则侧重于长时间的耐力素质。可以发
现，爆发力与耐力，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如果学生
从耐力的角度去训练短跑，用爆发力的角度去训练
长跑，显然不太合适。唯有适配的训练方法才能够
让训练更加有效与高效。因此，教师要将基本的动
作要领，运动规则，训练方法等逐一地教给学生，
让学生首先对运动项目本身有一个正确、清晰、完
整的认知与理解。

二、健康认知与行为的培养

体育核心素养的第二个圈层是学生对体育项目所
代表的健康生活，健康运动行为的认知。比如，有的
学生学习压力大，情绪紧张时，会选择用暴饮暴食
来释放压力，这本身就是一种损害健康的行为，是不
可取的解压方式。比如，有的学生非常在意自己的体
形与体重，过分地关注于自己是否超重，为了达到理
想的体重标准，甚至还会用节食、催吐、代餐等方式
来控制体重，这本身也是一种损害健康的行为，是不
正确的体重管理方式。站在体育锻炼的角度上讲，一
方面，体育锻炼能够加快学生的新陈代谢速度，让学
生在运动时保持亢奋与专注的状态，这有利于调节学
生的心理情绪，让学生在运动中去释放压力，通过机
体运动产生的汗液排出等来达到解压的目的。另一方
面，体育锻炼下的新陈代谢会保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
状态，对于有体重控制需求，追求身体线条的学生来
讲，也可以通过各种体育运动项目来达到自己对于体
形美的要求，这显然比无谓的节食、催吐、代餐等来
得更有效果也更符合身体成长的需要。由此可见，当
学生能够对健康本身有来自于体育角度上的正确认知
与合理行为时，其对个人的体质健康打造也将有很大
的促进作用。

三、环境适应与实践的培养

学以致用，是学习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这种教
学主张置放在体育锻炼中也不例外，学生在学习体育
项目，掌握体育技能后，要主动地将其运用到日常的
学习与生活中，用于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与学习中出现
的问题等。这意味着学生对体育的锻炼，对体育的应
用，需要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堂走向社会，因此，
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的第三个圈层是对环境适应以及
实践的培养。以2020年初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

试论高中体育教学中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那就需要给予对手进行严格惩罚，让他明白公平公
正的比赛是怎样的。所以，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可
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给予学生体育品德教育，这
样学生在体育运动中，慢慢提升自我的体育品德，
从而也为培养全面型的人格奠定良好的基础。

总之，在体育教学中，对小学生体育品德的渗透
与教育应贯穿于每一节体育课堂中，教师要善于运用
教学内容对小学生进行体育品德教育，让学生在体育
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习得优秀的体育品德。

（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一实验小学）赵卫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