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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高初中体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途径
刘志伟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八里中学　陕西商洛　726100

摘　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进行改革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初中体育课堂教学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了体

育教师应该去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将结合笔者的教学实践，为解决初中体育教学课堂上存在的问题，提高初中

体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方面提出几点策略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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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看来，初中体育是一门 "副课 "，学

生和教师对体育教学都不是非常重视，这导致课程

计划实施不到位，教学效果不理想。因此，我认为

提高初中体育教学有效性体育教师首先要端正态度，

提高初中体育教学重视程度，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在

简单地讲解完动作要领以后就把课堂交给学生，而

应该做好课堂设计，提高初中体育教学水平和教学

质量。

1　初中体育课堂教学特点

众所周知，体育教学大多是在室外进行，在时

间和空间上都无限放任，因此，学生在课堂上受到

的干扰就会增加，尤其是环境干扰。在学校操场进

行体育教学时因为学校场地的限制，上课班级会相

对较为集中，人口较密集，并且各班活动内容不一，

会导致学生受到的干扰增大。例如，一些班级在进

行一些较为有趣的班级活动时，学生非常投入，因

此欢声笑语就会增多，另外一个班级的学生也会被

吸引，这样对正常上课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体育这

门学科对各学生的要求不同，学生对这门学科的态

度也不尽相同，一些学生会因为自身身体素质的原

因而讨厌体育课，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体育课堂存在

种种问题。尤其是初中学生正式情感敏感期，会因

为心理因素而排斥一些较大运动量的活动，会对教

师安排的一系列教学任务有抵抗心理。长此以往，

体育课堂就会被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学生体育素质

的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就得不到良好的培养。

2　初中体育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初中体育教学上，体育教师通常教学方式过于

单一，这样长时间教学，初时学生会产生很大兴趣，

但时间一长，学生难免会对体育课失去兴趣。笔者

发现，在初中的体育课堂教学中，很多教师都采用

让学生先绕操场跑几圈，然后就自由活动的教学方

式。对于这样的方式，学生对于体育课的兴趣点仅

仅在于自由活动，而且这样的教学方式无法完成教

学目标，达到锻炼学生体能的目的。这样的体育教

学只会低效，不顺利。

2.2　缺乏良好的教学环境

笔者在初中体育的课堂教学中发现，很多体育

教师并不能在初中的体育课堂教学中为学生营造良

好的学习环境，相反，教学环境过于低效。例如在

平时体育教学的时候，教师对于体育知识以及运动

保护等，多采用口头叙述，缺少与学生的沟通，整

个体育课堂显得呆板，缺乏生机，而且对于一些体

育教学，由于器械的缺乏，教师一般便会取消体育

活动，学生在对于体育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从而导

致不能高效完成体育教学目标，整个教学进程显得

低效。

3　初中体育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策略

3.1　分层教学，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新课标和素质教育背景下，课堂教学活动的开

展是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根本目标。因此，初中体

育课堂上，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练习情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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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定教，结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因材施教地分层

教学，让体育课堂能够真正地面向全体学生，让不

同身体素质的学生都能体验到体育活动的乐趣，进

而全面提升体育课堂的有效性。例如，在引导学生

进行 800米的中长跑时，教师可以结合班级学生的

特点，要求班级内所有的学生必须把 800米跑下来

一次，无论花多长时间；要求班级内的大部分学生

都要达到教学大纲的要求，尽量用不到 5分钟的时

间跑完 800米；要求班级中的少部分学生用 3分钟

左右的时间跑完 800米。当然如果班级中的男生比

较多的话，教师可以适当地要求班级中更多的学生

都能用 3分钟左右的时间跑完 800米。当教师对班

级学生进行了分层，对学生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了

分层，那么教师就可以针对性地展开教学活动，就

可以有针对性地把握教学节奏。

3.2　游戏教学，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游戏活动对于学生而言，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设计多种游戏活动，进而

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并提升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例如，在训练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时，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背对背抱球”的游戏活动：

学生两两一组，然后背对背夹住一个篮球或者排球，

两名学生商量决定哪个学生为正面，哪个学生为反

面，反面学生要绝对服从正面学生。学生准备好后，

教师要发出“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蹲下，起

立，踏步走”的命令。学生在执行这些命令时，不

能让球掉下来，如果球掉落下来了，学生要迅速将

球夹住，继续进行游戏。这个游戏活动对学生而言，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如学生执行向后转的命令，背

面学生要迅速反映出正面学生会怎样做，然后自己

要怎样做，才能保证球不被掉落下来。例如，在训

练学生的奔跑能力时，教师可以设计“大鱼捕小鱼”

的游戏活动：教师可以在操场上画出一个大大的圆

圈，然后班级中 2/3的学生扮演待捕的鱼儿，班级中

1/3的学生扮演捕鱼人。游戏开始后，捕鱼人要手拉

手围成一个圆圈去捕鱼。捕鱼人必须快速奔跑才能

捕住鱼儿，鱼儿们也需要快速奔跑，才能不被捕到。

整个游戏过程中，学生不仅感受到了体育活动的乐

趣，还提升了奔跑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3.3　小组竞赛，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初中生大都有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教师可以

引导学生进行小组竞赛，从而让学生在紧张激烈的

比赛活动中全身心地投入，发挥出自己的最强水平，

进而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例如，在引导学生进

行 100米的短跑训练时，教师可以设计 400米的接

力赛跑。教师要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原则，

将班级学生分成 4人一组，进行每人 100米的接力

赛跑。教师要给每个小组计时，用时最短的小组获

胜，教师要对其进行相应的奖励。为了小组荣誉，

每一个学生都会拼尽全力，快速奔跑。这种练习方

式，比让学生单调地进行 100米的短跑练习的效果

要好得多。例如，在引导学生练习跳绳等体育项目

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小组竞赛。跳绳竞赛时，

小组内每一个学生连续跳绳次数的总和就是该小组

最后的成绩。紧张激烈的竞赛活动可以调动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跳绳能力，提升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

4　结语

总而言之，体育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需要师

生的共同努力，两者缺一不可。初中体育课堂教学

中，教师要充分地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要充分调

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形成终

身体育的观念，让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实质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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