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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阶段体育教学对于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学校升学率的提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体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教学方式不

同于语、数、英等文化课，不能太依赖高强度的练习，然而很多的体育课堂容易陷入这个误区，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打压，课堂参与

度不高，影响了体育学科高效课堂的建设以及学习效果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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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阶段的体育学习，不仅受到学生重视文化课、轻视体育课甚至

认为体育课就是放松的时间的错误学习观念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来自文

化课对于体育课的教学时间的挤压的影响，同时，学生对于娱乐活动的

兴趣也会对于影响学生锻炼的积极性。初中体育教学要从自身教学方式

方面进行改善提高，削弱这些负面的影响，同时也克服自身教学方式方

面的问题，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价值的最大化，满足素质教育教

学目标的要求。 

1 初中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学习自主性不高 

实践调查发现，在很多的初中体育课堂上，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都

有待提高。自主意识不强，表现在在脱离老师的监督时学生练习的质量、

强度都大大降低。虽然体育学习需要技巧，然而合理的练习锻炼也是必

不可少的。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必须让学生树立体育学习的自主意识，

对于体育锻炼的正确认识，让锻炼不仅仅存在于体育课堂，更存在于生

活和学习中。 

1.2 教学目标功利化 

初中体育教育，一方面要突出对于学生、体育意识与终身锻炼意识

的培养，另一方面也要满足高中升学对于体育学科提出的要求，在这两

个目标之间进行平衡的过程中，很多的体育课堂都容易偏向后者，导致

课堂学习任务重，不仅很难达到预期的提高学生体育成绩的效果，反而

在这种功利性、目标性强的教育之下让很多的学生失去了对于体育学习

的热情，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对体育课堂教学改进，就必须平衡好短

期目标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重视对于学生学科素养的培养，解决这

个重要问题。 

1.3 教学方式有待改进 

高效课堂的构建，不仅仅是学生的主体作用得到发挥，也是教师教

学科学教学方法的有效实施。所以，在初中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改

变传统的教学观念，一方面，不能像文化课程教学一样，对于学生的练

习数量提出过多的要求，强调技巧性与体育竞技的实战性，另一方面，

也要与时俱进，更新教学方式，不能完全枯燥的学习体育锻炼的理论知

识、动作演示等，可以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兴趣，采用一些游戏、

比赛等丰富课堂的形式，培养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学习兴趣。 

2 提升学生参与度的有效策略 

2.1 提高重视，增强锻炼 

对于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以及自主性不高的问题，教师可以通过加

强关于体育锻炼优点的宣传教育以及重要性的强调来解决。向学生普及

一些加强体育锻炼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是青春期身体发育的积极作用，对

于文化课课程学习效率提高的积极作用，对于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积极

作用，对于中考升学的重要性等，让学生在积极的宣传教育下，逐步改

变轻视体育学习的错误观念，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体育学习中，严肃认真

的对待每一次的体育课堂学习任务、锻炼任务。 

2.2 竞争合作，增进交流 

体育活动大多都具有竞技性，因此，适当地举行一些比赛能够让学

生对于学习内容有一个更好的把握.但是，体育比赛受制于文化课学习时

间，所以经常组织的可能性较小，所以，为了促进学生的体育锻炼积极

性地提高，也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育课堂学习效率，体育教师可以适当组

织小规模的比赛，在体育课上以班级为单位以来进行比赛，在培养学生

的身体素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以及竞争意识，提

升学生的体育学科素养。 

例如：在进行“篮球”教学时，为了检验学生对基础篮球技能、篮球

规则的掌握情况，也为了培养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可以组织学生进行

小型模拟篮球比赛活动。首先，要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将学生分成两组，

保证组内的队员程度相当其次，然后，在正规的规则下进行比赛，以让

学生获得更真实的竞技感。进而使学生在主动参与中掌握知识，提高能

力。 

2.3 学在娱中，寓教于乐 

适当的课堂游戏不仅可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也可以在轻松愉悦

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进行“跳绳”的教

学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花式跳绳”的游戏。“花式跳绳”就是在日常

教学时，通过单人单绳跳、单人单脚跳、“倒跳”“8 字跳”“双人单绳跳”

“多人单绳跳”等的练习或者比赛丰富教学内容，增强趣味性。这一游戏

不仅可以克服单纯的双脚跳数量练习的缺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也

可以让学生在多种跳绳形式的学习与练习中来提高其体育素养，为学生

的双脚跳数量练习积累更多的技巧。 

2.4 多媒体教学，培养兴趣 

尽管体育课主要是在室外进行，但是优秀的体育课堂不能局限于室

外，特别是在当下网络发展迅速，各种视频软件等对学生产生强大的吸

引力的背景下，体育课堂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吸引学生的资源，适当的组

织学生在室内观看各种球赛，让学生在比赛的观赏掌握一些基础规则等，

同时，也使得课堂的趣味性增强。 

3 结束语 

初中体育课堂参与度现状虽然有待改善，但是初中生心理特点比较

普遍与突出，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融入游戏、竞技等学

生感兴趣的元素，体育课堂参与度就可以得到提高，体育学习的效果也

可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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