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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体育教学的究极目的,是为了能够增强学生的体质,促进学生在身体强健的基础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积极主

动参与,能够极大程度的增进教师与学生的默契配合，提高教育效率。下文将立足初中体育教学中学生主动参与的特点，介绍实际开展工作中

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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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不仅仅只是肢体上的活动,更是大脑频繁参与全过程的锻炼，因

此开展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强身健体更能促进身心、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对于学生成长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当前的初中体育教学中出现

了包括教学方法传统、教师缺乏交互意识等问题，导致学生积极性不高，

教学效率堪忧。 

1 充分认识提升学生主动参与的特点 

初中对于学生而言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身处学校的特殊情况使

得通过体育教育锻炼身体成为主要的途径，因此，教师对于每节课的设

计都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体素质。学生这一时期的身体是初步具备可塑

性的，如果教师能够充分根据学生的身体特点来合理科学的设计课堂教

学，不仅能够提高教学效果，提升课堂效率，更能够帮助男同学拥有健

壮的体魄，女同学塑造更为流畅的线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1 重视个体差异，杜绝千篇一律 

如同这一时期的学生早早地便呈现出在文化课学习中表现差异巨大

的现象,体育教学中也应该意识到学生在体质、体力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

异，实际表现在有些学生即便不怎么努力，体育测试中仍然能够取得良

好的成绩，而相反，有一些学生即便努力的参与，最终表现依旧平平甚

至难以达标，这两者之间呈现的巨大差异就对教师提出新的要求,即不能

对待所有的学生都适用一套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因此,体育教师应当正

视并重视学生在实际条件下的差异存在,主动对学生身体条件进行观察、

了解，思考并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缺乏并可以努力的方向，制定合理可行

的教学计划，并称现在最终的成绩评定中。 

1.2 关注学生进步，开展适时鼓励 

体育教学不仅仅是对于最终成绩和效果的追求，更是要注重在过程

中提振学生参与的信心，帮助他们敞开心扉，借着体育活动的帆，能够

更积极地与人交际，面对生活。也正如上文所说，每个学生都具有很大

的个体差异，身体素质有好有差，不能一概论之，先天条件出众，表现

突出的同学自然要表扬，可是天赋不好，但没有放弃努力的同学也不能

忽视，即便其最终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只要相比之前有较为明显的进步，

就值得教师鼓励赞扬。教师的存在价值某种程度上重在陪伴呵护学生成

长与发展，当教师不断地给予他们前进的动力，能够灵活变通的用不同

的标准让学生拥有成就感，不仅对学生是一种帮助，对教师本身也是一

种提升。 

2 巧妙安排提升学生主动参与的策略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行，不少学校都提高了对体育课程的重视。初

中阶段不仅是学生强身健体的大好阶段，更是心智成熟、性格养成的奠

基时期。因此，作为担负这一教育重任的体育教师有责任也有义务采取

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来推动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教育，帮助学生提升主动

参与的积极性。 

2.1 营造热情温馨的教学氛围 

实际体育教学中经常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不少同学害怕群体活动，

不愿和团体一起，喜欢离群单独行动。初中体育教学还是要以团体教育

为主，因此脱离于团体之外的学生很难保证学习成效，对他们在以后的

成长发展中也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主动采取更为积极地教学策

略，努力的为学生创造温馨的教学氛围，让本来一些内向的学生放下戒

备，自觉地回到群体怀抱中来。教师不仅要在教学活动中关怀学生身体

素质的提升，也要细心注意其情感心理上的波动，主动安慰疏导，帮助

他们敞开心扉。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娱乐性质的团体游戏，引

导学生自我介绍彼此鼓励等活动。 

2.2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体育课开展的场合就是室外操场，内容就是各

种体育锻炼活动，其实这样的模式很大程度的限制了体育课蓬勃发展的

羽翼。事实上，体育课不仅要有实践也要有理论作为支撑，倘若不能明

晰各种体育锻炼带给身体的好处与限制，那么就容易陷入实际教学的无

序化，也容易让学生产生自由散漫的想法,认为体育就是每天去重复教过

的动作,殊不知每一个教授的动作都是对身体各部分有针对性的锻炼。在

网络技术极大发展的当下，倘若体育课堂中还不能及时运用网络手段来

辅助教学，就很难提升学生主动参与的兴趣。因此，广大教师可以学习

网络技术来制作一些与体育教学有关的小视频、幻灯片或者动漫等，不

仅以深受青年人喜爱的形式传播体育理论知识，更是一次提升师生交互、

彼此加深了解的好机会。技术的发展要求体育教学必须学会与时俱进，

教师更要时刻保持创新意识，只要是能够拿来有效帮助学生主动参与体

育教学的合理方式，都可以拿来尝试。 

3 总结 

帮助促进初中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教学当中去，一方面符合新课程改

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负责。课堂不只是教师

一个人的课堂，更是广大学生积极活跃的舞台，只有他们主动参与，所

有的教育才有意义，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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