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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其中的关键是学生的主体作用。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我们的教学行为普

遍存在教学方式单一、学生被动学习、机械训练、个性受压抑等状况。为改变这种现状，国家教育部制定和实施了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型的现代教育理念，就此，本人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谈几点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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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的教学，应主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尊重学生的

人格，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1 重视学生的主体性 

学生的主体性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

性和創造性。在传统体育教学中，常常是教师讲授动作、提出要求、布

置任务后，学生按教师固定的教学思维模式，按部就班地练习。实际上，

教学成了教师对学生的单向“培养”活动。新教育理念下，尤其注重学

生主体性的体现。教学应以学生为主，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人，要让学生

完成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学会”到“会学”的根本转变。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过多束缚学生，当教师把动作方法传授给学生后，

应让学生按照自己对运动技术的理解去活动，并在活动中提高自己。这

样可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以积极热情地投入到

学习中去。而不是教师说什么做什么，学生就被动地接受，逐步丧失个

性与创造。当然，教师对学生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应对学生在练习中

出现的错误动作，及时加以纠正，使学生正确认识、理解、掌握运动知

识与运动技能，让学生在积极主动的状态下学习，真正达到“我要学”

的目的。 

学生主体地位的落实既要注意循序渐进，又要注意紧密及时地捕捉

生活中的素材来促使其主体性发挥。在他们篮球兴趣和水平不断提高的

过程中，再有意识地向他们讲授一些篮球技术要求和比赛规则，慢慢地

他们能够在课外活动中自已组织比赛，对篮球不仅是兴趣，已经成为展

示自我的一项技能，成为他们校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促进了校

园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 

2 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差异 

每个学生都有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也就是个体差异性。为此，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种差异性，而且还要尊重学生的差异性。就体育教

学而言，教师要因材施教，分层要求，教学内容和形式要充分考虑学生

的差异性，制定出多层次的学习目标和评价方法，使他们每个人都体验

到学习和成功的乐趣，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比如：在体操分腿腾越

教学中，我发现男同学非常喜欢跳，动作掌握较快；女同学由于身体上

的差异、心理素质差、胆小等弱点，往往很难达到练习的效果且完成非

常吃力针对这一情况，我首先给这些同学以鼓励，并采用多种形式进行

表扬。如：对他们说“你真棒！你真行！”等。特别是对少部分曾在体育

运动锻炼中有过挫折经历的学生，通过适当降低高度、教师保护的方式，

消除其内心惧怕心理。即使学生在练习中没有进步，也对学生的活动参

与性、学习态度等多方面给予肯定与表扬，激发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和

战胜困难的信心，从而逐步扭转他们的心理弱势。 

3 从精耕细作到粗放式经营 

必须使我们的体育教学从“精耕细作”到“粗放式经营”。传统体育

教学强调把教案要写得详详细细，把课堂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周到，

这本身并没错。但体育课是个动态的过程，体育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教师在教案的精耕细作，结构上的周密细致、滴水不漏，往往会导致教

学上的墨守成规，变成一种思维束缚，最终导致教学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教学中要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应提倡“粗放式经营”，应多考虑大思路、

大情感、大原则（不是不要细节），这样做的好处是给课堂留有较大的时

空余地，而这正是学生主体施展拳脚所必需的。过分强调有序、强调精

耕细作，就会僵化、顾此失彼，不能面对千变万化的情况和千差万别的

学生，不利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实现。 

现代教育教学论认为，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形式

包括两方面：一是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教材的纵向学习程序；二是教师、

学生、教材不同的横向组合方式。二者纵横交错，构成体育教学立体化

的教学结构形式。但是，传统的体育教学明显偏重于纵向结构而忽视横

向教学，通常是从技术学习的角度把教学设计成“感知一理解巩固一应

用”的模式。教师构建课堂程序的落脚点是知识，目的是让学生掌握知

识，操作上多采取由浅入深，从分解到完整的循序渐进方式。这种重纵

向结构的明显弊端是，教师重教学内容，轻教学对象，重知识传授轻能

力培养，重教的过程轻学生学的过程。很显然，这样的体育教学使得学

生的主体性难以实现。要让学生成学习的主人，我们在体育教学中就必

须重视并优化课堂教学结构，让教师从关注教材、关注知识，转变为关

注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体育课堂成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我

发展的舞台，而不是老师传授知识的表演舞台。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

既能全班统一学习，又能成对学习、个人独立学习，突破常规，从而大

大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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