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观，更加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

的发展。作为小学体育教师，我们要不断在现有基础上寻找更

加有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使学生喜欢体育锻

炼，增强体质，获得自信，养成积极向上、健康良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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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要认真研究现有的教学大纲和具

体的教学要求，同时也要吸收新的教学理念，不断反思和总结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大力推进体育教育尤其是小学体育

教育的发展，不但关系着教育改革的成效和个人的健康发展，
而且关系着国家对全面发展的后备人才的需求， 更关系到国

家进步和强大的百年大计。 笔者结合相关理论和多年的小学

体育教学实践，对小学体育教学谈了几点看法。
一、增加教学趣味性，提升教学效率

要想在现有基础上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教师需要充

分吸引学生的参与。课堂教学只有比以往更加的生动有趣，才

能极大地吸引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小学生非常喜欢玩各种各

样的游戏，因此教师可以多从游戏设计的思路，将更多的体育

活动融合到游戏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一

边玩一边学习动作，掌握技巧，在组织一些竞赛性的游戏活动

时，教师可以很好的活跃课堂的气氛，另外也能培养学生们团

结合作的能力，甚至可以开发学生的智力。小学生竞争的意识

很强，他们争强好胜，都想自己在课堂上有更好的表现，所以，
引入竞赛的机制可以很好地鼓励大家的积极参与， 并且让他

们的创造性也能充分发挥出来， 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

内容的创新创造中去。
除了精心的设计和巧妙的组织， 教师还需要将更多的体

育教学元素综合起来，尤其可以和其他学科的内容巧妙融合。
例如，体育课堂上可以把音乐元素充分利用起来，也可以美术

元素结合起来。 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时，教师可以播放背景音

乐让学生跟随音乐的提示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 例如，在练习武

术时，可以播放武术文化元素的背景音乐；在练习健美操时，可以

选择非常流行的动感歌曲作为音乐背景。 这样可以很好地调节

学生的情绪状态，让学生积极地投入到体育锻炼活动中。
二、融入生活化元素，提高学生兴趣

体育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又要服务于生活，所以教师

在设计体育活动时一定要从生活中挖掘更多丰富的素材。 学

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一些知识和技巧， 可以直接被应用到生活

实际中，能够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甚

至可以将所学知识与技巧传授给家人，共同提高身体素质。所

以，教师也需要结合生活实际，为学生设计更加活泼生动的活

动内容。 例如，在讲解某些体育动作时，教师可以让学生联想

在生活中做家务可能用到的动作， 也可让学生体会在田间劳

作时的一些动作技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教师也要注重从生活中获得更多的课程设计灵感，要

用生活去充实小学体育课堂， 要用体育课堂上所学到的一些

专业的技巧去给生活增添更多的趣味。
三、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素质教育理念强调教师要认识到自身的角色地位， 要从

传统教学中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从强调教师为

主体转变成以学生为主体。 角色的转变实际上把认真学习和

参与的责任更多转移到学生的身上， 同时也向教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如：教师如何设计教学活动，如何更好地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让学生自主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等等。教师也要

注重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 和谐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教学

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支持和帮助下

更加轻松地参与课堂学习。 同时，在教师的鼓励之下，学生也

愿意尝试挑战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体育项目。所以，教师的

鼓励和专业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学生才能真正适

应学习主人的角色， 才能在学习体育的过程中获得专业能力

的成长，获得心理素质的提高。另外，在小学阶段，体育课程的

学习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兴趣， 让学生学会一些基本的体育知

识，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规则，学会如何在体育锻炼时保护自

己。因此，从主体作用的发挥出发，教师要对学生细心指导，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并且鼓励家长为孩子创造适宜

体育锻炼的环境氛围，通过亲子体育活动，拉近情感距离，同

时也有效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 我们要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方面不断创

新，不断反思总结和提高，要从学生在体育课堂学习中的需求

出发，从学生的学习特点出发，设计出更加适合小学生的体育

运动项目，增加体育锻炼的趣味性，提升学生的积极性，让他

们在体育课堂的参与和学习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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