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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改的挑战下，体育教学必须改变传统授课模式，。在课堂上真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教学的各个环节入情入境进行创新。

本文就从一节课堂教学案例出发，引出一些对体育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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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是促进小学生自主学习的前提，只有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兴

趣，才能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本文一拟对体育课中如何运用情景

教学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新意识

进行探讨。 

所谓的情景教学就是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注重启发,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激励他们好奇心、

求知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体育教学以往的模式就是教师示范传授，

学生被动学习。而把情景教学融入体育课堂中，在课上把学生带到特定的

活动环境中，让学生入情入境，明理知味，使学生产生优势性兴奋中心，

从而获得最佳的学习方法，以提高体育课堂的教学效果，为此我利用学生

已有教学经验，创设了以下多种教学情境。 

1 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巧妙地设置情境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手段，如我在上《助跑

几步跨过前面一定的高度》这一课时，我以带领学生背着书包外出郊游为

主线，创设情景。首先语言激发：“春天，一个美丽又带有梦幻般的景色

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大地上百花齐放，万物复苏。这一切的一切，都

给人带来了欢乐,今天来了老师带领同学们去郊游，取感受这美好的季节

吧！”然后播放《快乐的节日》这一歌曲，我和同学们踏这快乐的节奏练

习齐步走。紧接着老师说：“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一片青草地，我们

闻到了泥土花香味，青草芬芳扑鼻而来！在这里我们做一下韵律书包操

吧”，巧妙利用书包操来替代枯燥无味的准备活动。书包操做完了，让我

们的疲劳已经消失了，我们还要继续前进吧！开始慢跑几圈后，老师说“春

天在哪里？小溪告诉我：春天在冰雪融化的溪水中，像音乐家弹奏的琵琶，

清脆、优美。春天的小河，也很美丽。小河在阳光的照耀下，河水一闪一

闪的，河里有许多小鱼在嬉戏。我们就来到山谷的小溪前，我们在这里要

跨过小溪练习”。利用小溪我们做本节课的跨步跳练习，为主题铺垫，在

学生的头脑里我们是在春天的意境中。通过创设具体形象的场景，激发学

生浓厚学习兴趣的教学方法。 

1.1 角色进入 

在教学中，凭借生活的形象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想象

更丰富，学生兴趣更浓，如我在上学习《前滚翻》一课，我是这样设计的，

导言问：“学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吗?孙悟空的翻得跟头翻的厉害吗?

想学吗?那么本节课老师我就伴做孙悟空，你们都伴作孙悟空的徒弟，跟

我一起来学习翻跟头好吗？”然后把本科的内容以西天取经为情景线索。

这样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加深对学动作的记忆。 

1.2 音乐的配合 

优美和谐的音乐更能把儿童引向活泼、愉快的情绪中去表现自己，

培养个性，提高儿童的鉴赏和创造美的能力。利用抒情优美的旋律，营造

出舒心的情境，使同学们激情奔放，心情愉悦，从身心上得到放松。如我

在上学习《前滚翻》一课，给每个环节都配上不同的《西游记》音乐。在

准备活动时同学们手持体操棒与老师一起做棍棒操，再配上《猴哥》的曲

子，节奏明快，动作高雅，舒展大方，是在音乐伴奏下进行动态造型美的

运动，同学们感觉好像真是在练习孙悟空的金箍棒。基本练习时用《敢问

路在何方》的曲子，让学生学习《前滚翻》动作的同时，好像是在花果山

上的小猴子在操练，让同学们过足了戏瘾。游戏时《取经路上》一个前滚

翻再加上一个其他动作的搭配组成的游戏活动。现实带有游戏性的表情动

作配上和谐音乐，更能把儿童引向活泼、愉快的情绪中去表现自己，培养

个性，提高儿童鉴赏和创造没得能力，有利于克服成人化教学。放松时用

《白龙马》的曲子，根据骑马套缰绳编排的动作，让学生把本节课的紧张

充分放松。一整系列的曲子贯穿于整个课堂，使得学生感至这一课是在《西

游记》情景中度过，寓教于乐，使学生在轻松，悦的情境中进行自主探究，

不知不觉中学到本领。 

1.3 创新情境游戏 

游戏是小学生喜爱的活动，它的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生动活融趣味

性、娱乐性、竞争性、健身性等多功能于一体，符合儿心特点，利于它来

激发学生参与运动掌握动作基本技能，使学享受快乐的同时学到了新知

识。如“持轻物投准”教学中，以打“飞机”来作为课件，当勇敢的“射

手”用纸做成敌机挂在架子上，用沙包当“炮弹”让学生分散投准，打中

越多分数越多。再如在我们北方冬季可以上这一课，我们可以用雪堆成一

个大雪人，同学把雪入围在中间，我们可以做打雪人的游戏，这样学生就

会自己动脑筋，怎样用力可以打得准。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自己

编、游戏内容和规则，并让学生自己去组织积极动脑筋，激发了学生的创

新意识，使学生越玩兴趣越高，思路越宽，还培养了他们独立工作和社会

适应能力 

1.4 想象情景 

想象是创新的基础，在创新想象时，要抓住小学生思维活跃，想象

丰富，头脑中常有一些超乎常规的“奇特”想象的特点，激发学生的想象

力，并渗透到课堂的每一个环节，启发学生多想新花样，鼓励与众不同，

做他人所不能，如在做低年级“走和跑”“小鸡走”“熊走”“小兔跳水”等等，

进行集体模仿，这样鼓舞学生的创新精神，也提高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2 结论 
2.1 情境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创新能力，想象能

力，有利于掌握体育技能，增进学生深心健康和促进社会适应能力，是小

学生体育教育的有力手段。 

2.2 情境教学能避免体育教学中的“说教式”传统方法，使学生在活

动、锻炼、玩乐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2.3 情境教学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课堂教学

任务的完成，枯燥的教材，单调的练习变得生动有趣，学生学得愉快，练

的高兴。 

总之，开展情境教学，要针对小学生兴趣广泛，模仿力强的特点，

有意识地进行，要熟练掌握教材，全面构思课的内容，精心设计课的结构，

具体安排，尽量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上的主人，多一些选择，多一些想象，

多一份自主创新的主动权，让他们体验到学习的乐趣，验到创新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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