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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帮助学生建立体育锻炼的意识，更加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教学安排，帮助
学生培养体育学习的兴趣，从而培养他们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培养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他们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主要探
究小学体育教学中趣味性教学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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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正处于身体发展的阶段，因此教师在对他们

进行体育训练的过程中，应当重视他们的生理特点，帮助他们建立良好

的身体素质，引导他们进行正确的锻炼方式，从而更好地提高他们的身

体素质。但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对于体育知识的兴趣并不是十分

浓厚，因此教师要不断发掘新型的教学方式，运用趣味性教学方法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1 趣味性教学的内涵 
趣味性教学，顾名思义，可以理解为“一种有趣的教学”，是新时期

提出的一种较为新颖的教学方法。趣味教学法与传统的僵化教学方法相

比，区别在于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融入趣味性教学思想，目标在于营造轻

松自由的教学氛围，让学生们改变学习的方式与情绪，化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从而实现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此外，趣味性教学还可以进一

步丰富教学内容，改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

与到体育活动中，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 

2 小学体育教学中趣味性教学的应用策略 
2.1 教师应加强对于趣味教学法的认知 

就现阶段我国小学的体育教学现状而言，要想将趣味教学法应用到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加强教师对于趣味教学法的认知是其中的关键。首

先，学校应对体育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并以此来保证教师对于趣味教

学法的认知程度以及应用水平；其次，教师自身应通过学习或者钻研，

根据自身对于趣味教学法的认知情况，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以及学生实际，

制订相应的教学计划，并以此来开展相应的教学活动，最终将其真正地

应用到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除此之外，学校还应加强对于趣味教学法

应用的监督，并在此基础上保证趣味教学法的落地实施及其积极作用的

发挥。 

2.2 合理设计游戏，以营造趣味体育课堂 

在以往的传统体育教学中，很多学校的体育教师都因为担心小学生

年龄小，担心体育训练对学生的安全有隐患，从而在教学中不能够伸展

拳脚，进而导致很多应该存在的体育活动项目被取消。学生在体育课中，

或是在班级内聊天、讲故事，或是在操场中跑几圈，做做热身运动，之

后便让学生进行自由活动。因此，在很多小学生心目中，体育课相当于

体活课。传统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如果要组织相应的体育训练，一般都

是按照循规蹈矩的方式逐步引导学生进行体育训练，从而让体育教学变

得枯燥、乏味，进而让学生慢慢对体育失去了兴趣。因此，要打造高效

的体育教学课堂，教师要首先改变教学理念，要深入了解和掌握先进的

体育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融入趣味性教学，从而让体育教学充满趣

味性。例如，在进行 100 米跑的教学内容中，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抓

尾巴”的游戏或跳绳游戏等，从而让原本枯燥乏味的体育训练变得生动、

活跃，不仅能够让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充分的锻炼，还能让学生感受到

体育学习内容的魅力，充分理解和掌握 100 米跑的标准动作要求，进而

提升自己的赛跑能力。另外，还可以使用师生之间的互动游戏，例如，

为了增强游戏的趣味性，教师可以置身于学生的田径活动之中，与学生

共同完成各类任务，帮助学生获取成功的体验，以“密室逃脱”为例，

教师可以提前设置逃脱过程中的各种任务，100 米短跑、400 米中距离跑

步、俯卧撑、扔实心球、跳跳绳等，把学生按角色分配，分为两组人，

分别是逃脱者、阻碍者，逃脱者与阻碍者在设置的各类任务中分别进行

“比拼”，哪个组最先完成所有任务就算逃脱成功，获得奖励。教师全程

参与“逃脱”活动，见证学生“脱困”的全过程，给努力“脱困”的学

生加油。 

2.3 创设生活情境，提升教学效果 

此外，由于小学阶段学生的认知结构也尚未完全，缺乏社会经验与

生活经验，对此教师在打造小学体育趣味教学课堂时，也可以结合教学

主题或利用一些体育器材，模拟社会情境或生活情境，以此来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进而提升体育教学效果。例如，教师可以模

拟“超市促销”情境，让学生自己购买体育用品。情境模拟如下：教师

课前先将体育用品中的各类球埋在沙坑里，让学生寻找，最先找到最小

的球的学生获胜。这种模拟情境的设计有利于开拓学生的思维，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也有利于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提高学生参与体育教学的

积极性。 

2.4 运用情感，加强体育教育情感引导 

教师是学生的重要引领者和组织者，而不是指挥支配者和领导教育

者，针对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动力不足、学习兴趣不强，体育教师一

定要加强教学反思，改变教学形式，利用各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首先，由于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小，注意力集中时间短，课堂上

容易出现教学秩序混乱的情况，这时教师对体育课堂上的小学生要有耐

心，积极规范自身的教学行为，更多地展现自身优秀、温和、活泼、幽

默的性格特征，能够与学生“打成一片”。其次，体育教师要关注学生在

体育课堂上的个性化行为，加强教育对象的个性分析，在情感交流中发

现小学生体育学习的抵触心理和负面情绪，有针对性地对教学进行改进。

再者，教师要尊重和信任学生，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课堂教学中的必要條

件，每个孩子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教师要根据

学生素质情况一视同仁地对待，设置不同的学习目标、具有针对性的练

习方式，从而促进学生完成教学目标，减少抵触心理和负面情绪，激发

学生的运动潜能。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应用趣味教学法，可以在提升教

学效率的同时带给学生更为优质的课堂体验。因此，在实际的应用过程

中，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结合学生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趣味

教学法，并在教学过程中加大对于学生的鼓励和引导，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发挥出趣味教学法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周海伦.小学体育教学中如何渗透趣味性因素探析[J].当代体育
科技.2018.8(09):89-90. 

[2]陈夫宝.趣味性活动在农村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分析[J].中国
校外教育.2017.12:156. 

[3]李权福.探析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应用[J].科学咨询(教
育科研),2020(10):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