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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素质教育发展的全面性要求，积极有效的智力和体质的双重教育尤为重要，因此正确地培养学生对于学习体育的态度，实现小

学体育与健康的教学进步，及时地促进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热爱度，尤其是对于体育能力较弱的学生，需要高度关注，帮助其提高体育能力，

实现共同进步。本文主要对于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浅谈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中如何关注体育能力弱的学生，希望

能促进小学体育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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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健康的智力和体质教育在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正确地

培养小学生学习体育的态度，尤其是对于较弱体育能力的学生，有效地

引导十分重要。充分利用体育兴趣来教授体育知识，及时地促进学生对

于体育学习的热爱度，满足学生的未来发展要求，为实现祖国现代化提

供力量支持。 

1 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中的问题探讨 
1.1 家长与学生思想上不重视，致使学习态度不端正 

由于应试教育的发展，很多的家长、学生甚至老师只重视学生的试

卷成绩，忽视学生自身素质所必要的体育学习，对于体育科目不太重视，

同时很多家长或学生片面地认为，体育学习作为副科知识不太重要，这

种观念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很多的家长和教师没有特别关注较弱体育

能力的学生，导致这部分学生在较小的时候身体就出现“红灯”，影响

学生各方面的健康成长，其实这都是不全面的错误的思想认知导致的。

体育学习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通过体育学习，学

生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实现自我的终身学习目标。因此，教师应该及

时的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重视对学生体育的学习，更应该利用游戏体

育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以此热爱体育的学习。 

1.2 课堂缺乏趣味性，致使学生学习没兴趣 

作为小学的课程设置之一，很多同学觉得体育学习不易把握，一则

是体育的学习确实不如语文、数学等科目，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更加长

久，而且由于大多数教师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如重复的室内操、

单一枯燥跑步练习等方式，会导致很多小学生丧失体育学习的热情；二

则是教师在体育的教学中，往往缺乏与生活实际的联系，缺乏生动形象

的情景教学，缺乏趣味化的体育手段，降低了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

很多教师也只是单纯的讲述体育知识或者拷问体育概念，完全忽视学生

学习体育的自主性，缺乏利用体育游戏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体育，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课堂教学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教育效果。 

2 改变方式，让体育能力弱的学生主动学习 
2.1 合理分配教学内容，关注体育能力弱的学生 

每个学生的身体素质不同，体育学习的能力也不同。在小学体育教

学中，教师们应该合理地分配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关注体育能力较弱

的学生，只有健康的身体作为保障，才能好好的去学习、去生活、去改

造。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从小培养积极向上，吃苦耐

劳的思想，长大才能胜任建设祖国的重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以体力素

质为基础，关注体育能力弱的学生，真正的从小学就开始加强学生的身

体素质培养和训练。 

2.2 让学生有自主权和主动权，以此培养能力弱的学生 

体育新课程标准提出，要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去进行尝试练习、

改进练习、巩固学习、体验成功的乐趣以及思考、讨论等活动。传统体

育教学中，教学内容统一，教学手段单一，形式单板，不论学生“吃得

饱”还是“吃不了”都实行“一刀切”，致使有些学生精神负担过重，

心情受到压抑，个性发展受到阻碍，潜在能力不能发挥，缺乏独立自主

性，导致自身的能力比较弱。所以，在教学中笔者倡导开放式、探究式

教学，讲究个性化和多样化，加强学法的指导，提高学生自学自练的能

力，以锻炼他们自我调控的能力，以此来加强自身的体育能力。 

2.3 充分利用体育游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现代化的新型讲课方式应当全面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培养学生

的体育核心素养，让学生真正学习体育，理解体育，运用体育……这需

要教师们不能把体育教学当作单一的体育知识传授来对待，这会使得很

多学生认为学习体育是一道难关，而感受不到乐趣。很多小学生其实是

特别喜欢体育的，这就需要教师们适当地引导，利用体育游戏等丰富有

趣的方式，吸引他们的学习注意力，提高他们的体育学习兴趣。小学生

天生好动，好学，厌烦过多的重复练习。因此，教学方法和练习手段要

多变，才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延缓疲劳的出现。不必担心不好组织，不

要怕“乱”，要相信学生自己能够管理自己。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即培养

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又激发了他们对体育课的兴趣，也确实发挥了学生

主体教师主导的作用。 

例如：在学习跑步技巧时，若一味地讲解知识重难点，枯燥乏味，

会使得学生产生厌烦心理，学习效率大打折扣，对于体育能力较弱的学

生，此时很有可能会对体育学习从此产生厌恶心理。教师们可以利用立

定跳远接力赛、打保龄球等游戏来教授体育跑步的技巧，让学生们在玩

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到体育知识，热爱体育学习，启发学生的体育学习

能动性，培养学生们的现代化的体育学习思维，让体育学习距离学生不

再遥远，实现生活中的体育学习进步，同时给一些体育能力较弱的同学

们一些启发，让他们对于体育学习充满兴趣，主动锻炼自己，提高体育

能力。在学习一些较为难掌握的体育知识时，简单枯燥的理论讲述，会

使得学生们难以理解，产生学习距离感，教师们可以利用体体育游戏，

充分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体育能力。 

3 结语 
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校对于小学体育与健康的有效教学越来越重视，

尤其是对于体育能力较弱的学生，更应该给予重视。体育学习不仅要满

足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更应该让他们热爱上体育，热爱上锻炼，从此

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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