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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游戏是一种允许学生在学习和运动的环境下锻炼和提高身体质量的游戏。在小学进行体

育教学,不仅可以有效地鼓励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而且还提高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本文分析了体育游戏在

体育教学中的特点与优势,并提出了在小学应用体育游戏进行教学的相关策略,以提高小学体育教学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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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游戏既是一种运动技能,也是

一种有趣的运动形式,不仅能够强健身

体,还具有娱乐性和趣味性的特征,体育

游戏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在小学体育训

练中有很好的教育效果。在小学体育教

学中,应用体育游戏对学生进行教学,不

仅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特点,有效提高

学生参与运动的动力和学习体育技能的

积极性,而且也会在集体游戏中塑造学

生的团结感和互助意识,优化体育教学,

在提高学生体育素质方面起着非常积极

的作用。 

1 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

的应用特点 

1.1趣味性 

体育游戏是体育训练和游戏活动的

有效结合,无论是在游戏活动中还是在

体育训练中,提高身体素质以及激发对

比赛的兴趣,是对学生进行体育教学的

目标。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应用体育游戏

进行教学,教师利用游戏的趣味性可以

有效地激活体育课活性,使学生积极和

充满热情地参加体育运动。体育运动可

以借用游戏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学

生的神经刺激,让他们在欢乐的气氛中

进行体育运动,这种教学方法可以有效

地防止学生疲惫、畏惧、无聊以及其他

情绪的产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热情和

活力。 

1.2竞争性 

体育游戏本质上与正常游戏无差别,

而游戏在本质上就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这也和体育竞争意识相吻合。小学体育

教师在教学中利用游戏可以有效地调动

学生参与的热情,同时引导学生更努力

地学习体育技能,进行体育训练[1]。体育

游戏使学生在最大程度上体验体育的乐

趣,并在比赛中获得成功,使学生既能感

到有趣又有目标地进行体育运动。 

1.3综合性 

就体育技能或高素质锻炼内容而言,

教师在教学中更有针对性设计体育项目,

以此来完成教学中特定的目标。这是小

学体育教师普遍采用的教学方式,这种

教学策略虽然对一般学生的身体素质和

锻炼效果有明显的影响,但也因为其教

学目的过强,降低了学生在体育学习中

的激情。将体育游戏应用于教学中,不仅

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多种体育技能的主动

性,还可以在合作意识、竞争意识、技能

学习、反应能力、大脑智力等方面进行

有效提高。如此一来,学生的进步是非常

明显的。同时,学生在这些方面实现的能

力提升也可以融入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

具有综合性的学习效果。 

2 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

的应用策略 

2.1根据学生年龄选择体育游戏

项目 

在小学教育教学中,学生的各个年

龄段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

异。因此,在使用体育游戏进行教学时,

老师需要根据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选

择适合学生的体育游戏。在我们国家小

学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存在着两个非常

明显的学习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这

一时期的学生年纪相对较小,在学习知

识和提高心理素质等方面有待提升,处

于这个阶段的学生更喜欢玩游戏,对规

则和纪律的理解也处在懵懂的阶段。在

这一点上,当老师选择体育游戏时,就必

须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选择一些对

学生来说简单而有吸引力的游戏项目,

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比如说,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简单的体育比赛,

如“扔手帕”、“踢毽子”、“拍皮球”等

简单的体育活动,使学生能够更多地参

与到体育运动中去,还会在不同方面得

到训练,包括身体素质、反应能力、身体

协调与控制等等。 

第二阶段是从四年级到六年级,这

一时期的学生智力和认知水平有了很大

的提升,身体素质也在随年龄的增长显

著提高,学习的规范意识和对规则的理

解也达到了一定水平。在这个阶段的体

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充分利用学生对

体育活动的兴趣,还要积极地渗透体育

技能的教学,更好地指导学生实现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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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养的总体提高。例如,在教学生进

行篮球投篮技能时,老师可以组织“趣味

篮球比赛”。学生被分成不同小组,根据

投篮距离来划分得分数的多少,距离越

远得分越高,然后学生进行内部讨论和

协调他们的战术,每个人都投一球,最后

看一看哪个小组得分最高。有趣的体育

游戏会突出比赛的竞争性质,可以有效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投篮训练。与此同时,

学生在商量战术时根据每个学生的个人

能力制定了一定的出战顺序,以求得分

最大化。体育活动这不仅能提高学生的

体育技能,还能培养学生体育比赛的战

术和团队协调意识。更重要的是,小组内

每一位投手的命中率都关乎整组的成绩,

学生也会产生一定压力,在体育活动中

也锻炼了学生的心理素质。 

2.2围绕体育教学开展游戏活动 

体育比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的

身体素质和体育素养,小学体育教师在应

用体育游戏进行教学时,应当注意教学与

游戏的地位不能发生变化[2]。在教学中如

果一味地追求教学的趣味性就会忽略学

生的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因此,教师在教

学中仍要以实现有效教学为体育教学的

目的,正确认识体育游戏只是教学的一种

有效手段,但是不可以忽视在游戏中提高

学生学习能力与素养的目标。 

在这方面,教师必须选择合适的体

育项目,并在体育游戏和体育训练之间

取得平衡,不让体育游戏变得无聊,同时

也要在活动中让学生学习体育知识。另

一方面,老师应该做好体育游戏的充分

准备,比如让学生熟悉游戏规则,让学生

进行提前训练,对于团队体育项目应指

导学生如何进行合作,这样既能保证学

生充分感受体育游戏乐趣,也能实现教

学互动,这也避免了由于缺乏对规则或

技能的认识,从而导致游戏效率下降的

不良后果,降低了体育教学的效率。 

2.3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多样化游戏

活动 

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中,存在很多不

同的体育游戏,教师必须根据教学内容

和目标选择合适的游戏,以扩大学生的

运动能力。例如,学生在进行足球传球训

练时,老师可以使用自创游戏对学生进

行教学,如学生站成一圈,让其中一名学

生站在圆圈内截球,如果圆圈中学生传

球失败或被中间学生拦截,中间位置就

可以换成传球失败的学生,继续进行游

戏。这类体育运动不仅非常有趣,而且完

全符合对学生进行足球传球训练的标准,

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足球训练,培

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在体育比赛中,教师

应特别注意体育活动的选择,在体育游

戏的设计中要有创造性,让学生在学习

的环境中实现体育知识和技能的学习,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3 结束语 

在小学体育课中应用体育游戏进行

教学,不仅需要教师对体育游戏建立一

个充分的理解和认识,还要注重体育游

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贯彻执行。教师要做

到不仅意识上认同体育游戏的作用,还

要真正将这种教学方式渗透到平时的教

学当中[3]。将训练技能与运动知识充分

融入到体育游戏中,引导学生进行游戏

的同时还能实现轻松、愉快的学习,不仅

如此,还能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实现了

学生全面发展,提升了学生的体育综合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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