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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创新，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学生主动融入教学而不是被动接受教学，小学体育

教学尤其要注意这点，小学体育教学就算对学生的要求不高，但一堂课下来难免身体疲乏，如果没有良好的教学氛围，用精神上的兴奋来缓

冲身体疲劳的话，那么长远下去学生势必对小学体育产生抵触，体育游戏的意义就是增加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趣味性，让学生乐于接受体育教

学，进而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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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国民身体素养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一部分原因是社会环境和

食品安全，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国民缺乏锻炼意识，要改变这些，就要从

学生阶段做起，而小学体育教学就是学生对体育项目筑基的阶段，运用

体育游戏先吸引住学生，培养学生对体育的爱好，并养成锻炼身体的习

惯，能够受用终生。 

1 体育游戏应用在小学体育中的内涵 

要想搞懂体育游戏应用在小学体育中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小学体育

的教学内容是什么，目前来说，小学体育教学对学生的要求不高，除过

一些田径运动的技能教学，最主要还是自由活动，但自由活动也不是任

由学生任意玩闹，而是说要在玩闹中引导学生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又

或者是对某一体育项目的喜爱，让这种喜爱可以升级成爱好，最终长远

发展下去，相信学生的体质可以因此得到提升，因此，体育游戏具有教

学性与活动性两种特性，两者都要顾全。 

对于教师来说，要认识到体育游戏的深远意义，要把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的教学目的牢记于心，这样才能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教学课程，而且

体育游戏也要富有趣意，让教育氛围活跃起来，才能一定程度上消减身

体疲劳带来的抵触，进而培养出良好的体育习惯，针对小学不同年级段

来说，低段学生以较为简单的游戏为主，例如“丢手绢”“砸沙包”等，

高段学生就有必要开展集体性游戏，这样不仅花样变多了，也能让学生

养成合作意识。 

2 体育游戏应用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几点建议 

2.1 游戏内容要尽可能丰富，还要分层次 

应对不同年级段的学生应该准备不同的体育游戏内容，如果游戏内

容过于简单，长期单一的游戏也会引起学生抵触，如果游戏内容过于困

难，学生完成不了又会变得沮丧，对低年级的学生来说，跳格子、丢手

绢、砸沙包、模仿动物、跳舞等形式在他们学前时期就经历过，不会觉

得困难也乐于接受；年级再大一些，体育游戏内容就要更生动具体化了，

例如“听数起跳”、“听数抱团”、“套袋子跑”等，更高年级段，就要开

展集体性项目，像是接力赛、组合赛、绑腿跑等等。 

2.2 体育游戏不用拘泥于形式 

小学体育的本质是吸引学生融入体育，锻炼身体的同时培养学生有

关体育的兴趣爱好，因此体育游戏并不用拘泥与形式，只要让学生起到

了锻炼身体的作用，以及吸引了学生兴趣，那么不管什么形式都可以，

至于体育项目的动作要领，小学阶段接触的都较为简单，让学生明白简

单的道理即可，大可不必深究。 

例如，跑步主要是在锻炼学生的腿部力量以及全身协调能力，用跳

台阶、左右横跳、平衡球、蛙跳过关、套袋子跑等形式代替，要是想锻

炼学生对于枪响的反应速度，也可以用两两成组来打手背代替。 

2.3 适当开展竞赛项目 

对于小学体育科目来说，不会像其他学科一样用最终的分数来评定

学生，有的教师开展期末考试只是形式化，最终都会给学生优秀的成绩，

而有的教师根本就不开展期末考试，因此，适当的开展竞赛项目，用竞

赛来代替考核很有必要，竞赛项目分为单人和集体，因为要活跃教学氛

围，要让教学充满乐趣，所以竞赛项目还是以集体竞赛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竞赛也要分层分次，在相对公平公正的前体系，保

证各竞赛小组之间的实力平衡，才能让竞赛更有趣味性。例如，进行集

体接力赛，把班级里跑步成绩较好的学生分开划分；再例如，也可以把

竞赛项目分为多段式过关型，第一段跑步、第二段跳远、第三段跳高、

第四段抛掷铅球等等，按照学生的完成度约定学生等待时间，让完成优

秀的小组立刻开展下一段，完成不足的小组需要等上五秒或十秒之类的，

通过竞赛，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体育竞技的魅力。 

2.4 在安全与规范的前提下进行体育游戏 

体育游戏应该在安全与规范的前提下进行，一般而言，教师制定的

体育游戏，只要动作规范，安全性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实际上，小学生

群体还是心智不够成熟的阶段，例如说，被沙包砸的太疼了就立刻会生

气，生气就有可能产生报复，对于大型集体性游戏更是如此，比如说多

人绑腿跑、接力赛等，学生心里有了集体荣誉感，就有了压力，心理就

会变得急躁，这时候动作就会出错，教师应对学生讲解游戏基本要领，

做好保护，发现学生行为动作不规范或不到位，应立刻进行指导，降低

安全隐患，当学生明显沉浸在胜负欲中，而不顾身体状况，教师应及时

喊停。 

2.5 高年级段教师应引导学生形成兴趣爱好 

等到了小学体育高年级段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这

个兴趣爱好可以是田径项目中的一类，也可以是活动课中的球类运动，

实际情况中，学生对于较为辛苦的田径项目的兴趣不高，对花样更多的

球类运动倒是兴趣十足，教师有必要让学生的兴趣变成爱好。例如，某

一学生对篮球很感兴趣，教师引导学生展开篮球的运球、传球、投篮的

基础学习，在一定基础后也可以让学生自主展开比赛，学生如果能因此

养成爱好与习惯，将会受益终生。 

3 结束语 

小学体育对学生的要求不高，主要还是锻炼身体和培养兴趣为主，

基于此，教师应积极在教学中应用体育游戏，让学生时刻处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之中，这样学生才会慢慢养成兴趣，更融入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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