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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绿色思潮的推动下，生物生态学也开始引进体育领域，人们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来审视体育本身，并开始了对“生态体育”、“生

态课堂”的探讨。在生态体育课堂中应当有和谐的师生关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学生乐在其中的氛围、教师关注个体差异的素养和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通过教师的探索与实践，真正做到体育课堂的“生态化”，让生态体育渗透学生内心，以此激发学生求知精神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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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是强健学生体魄，促进学生身心健康顺利开展的重要学科。

作为体育教师，要积极的研究课堂，研究学生，研究课改，让体育课成

为学生心中 向往的一节课，带着浓厚的兴趣走进，在课上幸福而健康

的成长。 

1 重新审视中小学体育课——体育教学生态失衡 

作为教师要时刻保持学习、能够反思，要想上出 受学生喜欢的额

体育课，就要不断的研究当下的课改形式和学生的学情，在自己教育教

学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不断的尝试课堂改革，不断的尝试创新，向着

美好的课堂形式迈进。 

当前，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中出现存在着盲目追随主义和形式主义，

很多老师就是照葫芦画瓢的原样照搬，比如教学改革中提倡的合作学习，

以为在体育课中就变成了分组一下或者讨论一下，在教学中根本不考虑

分组的意义，分组是否服务于教学目标，分组能不能达到教学目的。在

教学评价上，片面理解体育教学“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体育教学的

评价是以竞技体育的高度、远度；在教学目的上，体育教学的目的存在

以竞技成绩为主的导向，一味追求“更高、更快、更远”。在师生关系上，

经常出现严肃、严格、严厉，甚至严酷的气氛。有的教师偏爱体育成绩

好的学生，对于稍差点的学生不管不问。这种教学师生关系的失衡、教

师素养与改革要求的失衡不仅不利于改革深入开展，还给中小学体育教

学带来不良影响。这些必须引起体育届的高度重视，用生态学的眼光来

审视体育本身，对“生态体育”、“生态课堂”进行探讨，并积极践行于

中小学体育课堂。 

2“体育生态课堂”的涵义 

生态课堂，运用生态学视野的理念、手段和方法，来研究课堂的教

育教学活动。生态课堂的核心内容是依据新课程建设理念的要求，建立

一种动态、活跃、和谐、民主、平等的课堂环境，能够在新形势下全面

深入实施课堂教学。体育生态课堂，是指在体育课堂教学中体育教师要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主体，一切生态因子之间的有机组合与协调,进而产生

参与运动者互相激发、共同参与、质疑探究的浓郁学习氛围，在不知不

觉中实现师生共同发展、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体育课堂追求。“体育生

态的课堂”与传统“填鸭式”教学相悖，提倡由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转

变为自主学习的方式，崇尚研究性学习和合作性学习；教师的角色从全

权代理的灌输者转变为设计者和促进者。通过生态化体育课堂，传授给

学生体育学习的方法，提高学生的体质，使学生的身心在体育运动中身

到自然、和谐的发展。 

3 体育生态课堂----和谐、自然的师生关系 

在体育生态课程中，课堂教学的本质就意味着师生间的交往互动。

要让体育课堂成为师生乐教乐学的地方，必须营造师生互动的交往环境。 

首先，要努力培养“师生互动”意识。一节好课首先是建立在教师

合理的角色定位上的，只有教师定位准确才能让课堂上出幸福的味道。

传统的体育课堂采取的是教师主导讲解，教师示范动作，学生照样模仿

的形式，我们要追求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那就是师生之间平等的互动，

教师要鼓励学生多参与参与教学，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主要作

用是引领学生成长，要在课堂上有意识的创设一些师生互动的机会，尽

可能多的调动学生，让学生有机会主动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更要在教师

的积极引导下让学生有可以表达的机会，能够主动的走入学习，这样的

课堂带动是入心的，既能在外在对学生进行引导，也能够在学生的内在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是学生后续上好每一节体育课的心理保

障，教师引领好了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只要教师智慧设计、用

心施教，静等花开，一定可以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到教育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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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育生态课堂----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 

传统的体育教学以教师为主体，教师像个教练，学生必须按教师的

号令进行上课，教师说什么，学生听什么；教师做什么，学生就做什么，

这种机械式样课堂会让学生感觉到乏味无趣，学生就想车间里流水线上

的机器一样，无需动脑，按部就班，学生无需思考就可以模仿照抄式的

完成，时间长久后，学生边缺少了思考的意识，缺少思考的习惯，甚至

也没有了思考的能力，这对学生发展是很可怕的。体育课要想践行生态

课堂教师必须牢记把学生放在第一位，将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以学

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课堂上通过教师智慧的设计，不断的引导学生

去思考，去实践，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 

5 体育生态课堂----心理自由的课堂 

笔者曾经在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中做过调查，非常喜欢体育可课的学

生只有百分之 45，很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孩子竟然有百分之二十多，我大

致问了一下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种：“体育课的强度太大，自己感觉很累”

“老师的要求太高了，自己能力达不到，一上课就感觉到紧张。”“体育课

没意思，不好玩。”从学生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学生在体育课

堂并没有感觉到轻松和自由，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从改变教师开始，

只有设计新颖才能吸引学生，只有设计贴合学生学生心理才能让学生积

极主动的参与其中。注重体育课堂情境的创设是走进学生内心、提升学

生对体育课堂兴趣的有效手段。教师要跳出原有的经验主义，丰富教学

情境，通过语言情境、音乐情境、竞争情境、合作情境、矛盾情境等激

发学生想象思维、求知心向、学习动机和情感，使学生学习的欲望与教

师的教学导向产生“共鸣”，通过教学活动中体育课堂要给学生营造一个

能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的环境，用体育内在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好奇

心，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定向的认知活跃状态，以积极的姿态摄取新知。 

6 体育生态课堂---关注个体差异的课堂 

体育课堂教学应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合适的教育，给每一个学生 

以平等的机会。教育就是要允许学生暂时存在差异，通过教师的因

材施教等方式来不断的提升恰能生的学习能力和整体素养，体育课堂更

要注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切不可一刀切。由于每个孩子身体素质的不同，

教师一定要在课前充分的了解每个孩子的体质状况，对于一些身体情况

特殊的孩子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体育成长方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关注每

一个孩子，成就每个孩子。 

比如在立定跳远的教学中，课前我充分的考虑到班级有几个情况比

较特殊的孩子，在教学准备的过程中特意将起跳线前面画好区域，给学

生自由选择的地方，而且为了激励他们，当学生跳过三次后是可以选择

到下一个区域进行练习的，这样不仅仅保护了孩子的自尊，照顾了孩子

的接受能力，同时也对他们的成长得到激励，让每个孩子可以通过自己

的教学找到体育课学习的乐趣，不断促进、不但激发。 

7 生态课堂---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没有评价的课堂不是完整的课堂。生态教学的多元化评价，核心是

促进发展。体育生态课堂目的是不断地增强体质，提高身心健康水平，

而不应刻意地去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所以在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中，

不仅仅看成绩，更要把学生的身心健康，努力程度等作为一项指标，目

的在于强调学生的整体发展、身心的和谐状态。在体育生态课堂的评价

中，跳出仅仅教师评价学生的范畴，教师也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评价

能力，是优化体育生态课堂教学的重要途径。生态课堂的评价以多元化

方式进行评价，引导学生参与评价，让学生互相评价，让评价内容多元

化。运用生态学视野的价值观对体育生态课程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体育

课堂、教师、学生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运用生态学的观念可以看出，

发展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尊重学生个体发展的差异性，开发多元化

的评价体系，科学地把握评价主体，正确地分析评价内容和评价方式，

有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首先是关怀备至地、深思熟虑地、小心

翼翼地去触及年轻的生命。”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努力构建体育生态课

堂，让“生态之花”创设一种自然、和谐、人性的成长环境，呵护学生

真正的精神生活和内心世界，提高学生体质，引导学生 终自然的形成

良好的体育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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