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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阶段的体育教学对于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具有

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小学体育教学环节，教师必须意识到

教学改革的重要性及必然性，探讨小学体育教学环节体育游

戏的作用及策略，可为相关的体育教师带来借鉴与参考，从而

提高体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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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的学生个性活泼好动， 体育课程综合体育游戏

对学生将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课程的积

极性，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还能利用体育课程的开展，营造良

好的教学氛围，增强学生体质，使之身心更加健康，全身心地

投入到学习之中，提高学习效率。针对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体

育游戏的作用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见解与思考。
一、体育游戏的特点

第一，具有趣味性特色。 体育游戏属于游戏的范畴，因此

必须使之更具趣味性， 无趣的体育游戏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更加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第二，具有锻炼身体的作用。体育游戏的根本目的就是促

使学生身体运动，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在体育游戏中发现体

育活动的作用，从而体现其锻炼的价值。
第三，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每项体育项目都是游戏的基本

素材，同时也可作为训练的基本手段，体育游戏不仅要具备提

高身体活力的作用，还能增强学生的运动技能与技术水准，培

养学生终身体育的发展理念，体现综合性的特点 [1]。
第四，具有一定的规范性。 体育游戏并非是随意的、自由

的、散漫的游戏，虽说归属于游戏的范畴，但是体育游戏必须

具有一定的规则，参照规范标准，严格落实体育游戏，培养学

生规范意识，同时也展现了体育游戏的秩序性与规范性，确保

体育游戏高效落实。

二、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游戏的作用

（一）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参与体育活动的主

动性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必须积极调动学生的运

动兴趣，使学生养成自觉运动的良好习惯，并实践终生运动的

目标，这样才能为健康课程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在实践教学

过程中，体育教师可以将极具趣味性的、贴近日常生活的素材

纳入到体育活动中，将生活与学习有机结合，从而为体育教学

注入新的动力。 实验教学过程中应当使学生意识到体育课程

学习的重要性，而后结合学生的体育需求，调动学生的体育兴

趣，利用游戏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 [2]。

（二）可以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

第一，体育游戏中时常运用对抗及竞争的方式，使学生全

身心地投入到游戏中，此外，部分游戏具有一定的智力及体力

难度，以游戏的形式完成体育教学任务，不仅可以保证教学效

率，还能使学生更具进取精神，培养顽强、机智以及勇敢的品

德，在游戏中发现体育运动的趣味性，为学生带来良好的感官

体验，从而保证体育教学的有效性。
第二，体育游戏都会在某些规则约束下开展，以游戏的方

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 还能在日常生活中

培养遵守纪律的意识， 使之日后的成长及发展更具纪律性与

组织性。运用游戏教学不仅可以体现体育课程的引导性作用，
还能让学生形成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团队精神 [3]。

（三）可以培养学生的身体基本活动能力

一方面， 体育游戏的开展过程中利用虚构以及假设的方

式，将趣味性的情节融入到身体训练环节，使学生在轻松愉快

的游戏氛围下提高基本活动能力，增强身体素质。
另一方面，决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活动能力，还能

结合学生的个性特点，使体育活动更能为学生所接受。众所周

知，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相对较小，同时大多个性活泼好动，
具有极差的理解力与自制能力， 许多时候他们参与活动都是

凭借兴趣，以此为出发点，而体育游戏的开展过程中体现了较

强的趣味性，必然会吸引学生的目光，调动其参与游戏活动的

积极性， 使得当下体育游戏已经成为备受学生喜爱的活动之

一，大大提高了体育教学效率 [4]。
（四）可以发展学生的智力

体育游戏开展的最终目的是增强学生的体质，从某种程

度上来讲 还 能 发 展 学 生 的 智 力， 大 多 数 体 育 游 戏 中 将 会 或

多或少地涉及智力 因 素，比 如，接 力 游 戏 以 及 注 意 力 练 习 游

戏等等， 学 生 在 参 与 此 类 游 戏 的 过 程 中 必 须 准 确 而 快 速 地

完成游戏，还要求 其 集 中 全 部 注 意 力，投 入 更 多 的 精 力 方 可

获得比赛的胜利。 尤其是在对抗类的竞争游戏活动中，学生

需要在规 则 允 许 的 范 围 内 制 定 最 佳 的 合 作 方 案， 保 证 动 作

的 有 效 性，确 保 游 戏 活 动 效 果 ，在 此 过 程 中 也 要 开 动 脑 筋 ，
在极具变化的游戏 条 件 及 环 境 下，开 发 学 生 的 智 力，学 生 为

了获取游 戏 的 胜 利 会 提 高 自 身 的 环 境 适 应 能 力， 潜 移 默 化

地增强了综合素质[5]。
（五）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网

学生的交往活动很多都是通过游戏开始的， 他们在游戏

中加强合作、有效沟通，使得生生间的友谊更加稳固。 而体育

教学过程中开展体育游戏活动， 无疑为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提供了机会，体育游戏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感

交流更加密切，同时将体育游戏作为交流的重要平台，学生在

游戏中发表自己的态度以及主张， 尝试运用切合实际的方式

与他人交流， 在交流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成长自我、 完善自

我，使学生在此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我，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

能力，为日后步入社会的人际交往打下良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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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开展体育游戏活动的策略

（一）结合学生的认知层次及个性特点，选择适宜的游戏

种类

体育游戏所涉及的种类较多， 教师若想最大限度地保证

体育教学效果，就应当结合学生所喜爱的体育活动，并根据学

生的认知层次与学习能力，有针对性地选择游戏类型，起初不

可设置难度过大的内容，削弱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过大的运动

强度将会使学生很难投入到游戏活动中，此外，也容易给学生

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深入到体育

课堂之内，加强对于学生游戏行为的监督，如果发现存在违规

行为必须立即制止，再将相关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学生，这一过

程中必然会增加教师的工作压力。因此，教师需要选择学生感

兴趣的游戏种类，降低运动强度，提高体育游戏的趣味性，使

学生主动参与到游戏活动中，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保证体育

教学效果[6]。
（二）合理组织体育游戏，使之更具秩序性与规范性

体育游戏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使之更能为

学生所接受，符合学生的学习及成长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

有序开展之前需要向学生说明游戏的规则、条件与目的，确保

讲解方式的形象与生动，甚至可以配上歌谣，比如，火车跑与

小燕子飞等，将自然常识教育、思想教育与基本政治教育融入

到游戏内容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拓展其知识范围，还能

达到增强身体素质的效果，真正实现了一举两得 [7]。
综上所述，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有效利用体育

游戏的方式，保证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调节学生

的身心，帮助其树立良好的品格，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网、发

展学生智力，为其日后的成长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本文首

先针对小学游戏的特点进行分析， 后又阐述了体育游戏在小

学体育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探讨了体育游戏的教学策略，
以期为相关的小学体育教师带来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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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课程建设多维考量
———基于上海市的分析

杨 帆
（上海市金山区成人教育学校，上海 金山 201599；上海开放大学金山分校，上海 金山 201599）

摘 要：上海市社区教育课程建设中体现了诸多成功经验：

以需定供、弘扬传统、以评促建。同时，社区教育课程建设存

在：课程目标设置众口难调、课程体系建设缺乏统整、课程内

容整合亟待优化等问题。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课程建设，课

程建设者应合理优化已有课程，并考虑以从旧与从新相结合

的路径设置适当的新课程。
关键词：社区教育；课程建设；多维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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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是我国国家层面的战略任

务。社区教育具有全方位开放的特征，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处于

关键位置。 而在社区教育中，课程建设又居于核心地位，关乎

社区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近年来致力于社

区教育课程建设，取得诸多成效，现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体

系及布局。对于上海市社区教育课程建设情况进行多维考量，
有助于总结推广经验，同时揭示不足与问题，进而引导社区教

育良性发展。

一、社区教育课程建设现状

（一）以需定供

社区教育应以人为本，课程建设应面向居民需求。上海市

在社区教育课程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坚持了需求导向， 遵循了

“以需定供”理念，有效提高了课程的针对性，涌现了《木兰拳》
《剪纸》等诸多契合居民所需的优秀课程。

木兰拳动静结合，有机吸收结合了太极拳基本功、气功要

领、武术技击基本功、体操基本功及舞台艺术造型等特点，伴

随优雅音乐舞动，有利于防病、治病，延年益寿。 但是，学习者

多是自发、分散练习，缺乏统一组织指导交流平台。 社区学校

关注到居民对木兰拳学习的需求痛点， 开发了木兰拳社区教

育课程。 一方面，组织开发了《木兰拳规定套路 28 式》课程教

材，不断推进木兰拳学习规范化。 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课程学

习，搭建各类课堂、比赛等交流平台，促进了学习者之间的切

磋交流。居民对木兰拳的需求不断被释放，许多社区、学校、村

委等都纷纷组织了木兰拳学习团队。
（二）弘扬传统

上海市在社区教育课程开发建设中注重弘扬优秀传统民

俗文化，构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社区教育人文素

质课程体系，把村居民的传统文化教育真正落实到实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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