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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发展，我国体育教学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待解决的困难与问题，其中

教学方法的改革更是制约我国中学体育教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体育运动？为什么会产

生这一现象？我们如今应该怎样进行的下一步的体育教学方法？这些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传统的教育

观念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学校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上，但大多数老

师却忽视了学生全面发展，导致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滞后。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学体育教师必

须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为学生着想”的角度出发，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

到课堂中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自己的兴趣，使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更好的发展，从而达到更高的

水平。基于此，本文以初中体育教学方法为出发点，提出优化体育教学方法的必要性并给予改善当前初

中体育教学方法的实施策略，旨在为初中体育教学方法的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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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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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to be solved, among which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ethods is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
tion in middle schools in our country. Why don’t students like sports? Why does this phenomenon 
occur? How should we proceed with the next step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now? 
These problems are in front of u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education has a great impact on 
teachers’ teaching concepts. Many schools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improving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most teachers ignor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a result, the im-
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lags behind.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middle school PE teachers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create a new teaching metho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inking for students”, so 
that students ca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room and exercise their own body. Cultivate their 
own interest, so that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can be better developed, so as to reach a higher 
level.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give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the current teaching me-
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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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生活条件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中学

生的身体素质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像“近视”、“肥胖”、“抑郁”这样负面的标签出现在中学生的

身上[1]。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了一系列与青少年体质有关的文件，指出要把符合国家规定的学生体

质和身体条件作为教育和教学评价的一个主要指标，文件的颁布表明了国家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重

视。 
因此中学阶段的综合性教育必然会成为我国社会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学教育的整体水平也

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选拔高中生人才的基本水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中学的体育教学内容不仅是中学

基础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未来素质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重要基石与保障。学生是国家的未来，

他们要实现国家的强盛，必须要有良好的体质，这就对学校体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2. 体育教学方法概念的界定 

在体育教学中，各界学者对体育教学方法的界定不尽相同。 
在学校体育学中，“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被界定为：在体育活动中，以实现教育活动的方式和手

段。 
张学忠[4]把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界定为：是指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为实现体

育教学目标，合理组合和运用场地、器材、手段的活动方式。它涵盖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内在

思想、心理活动，也包含了设备的使用、展示、活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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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明把“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界定为[5]：为了达到体育教学目的，进行有系统的、技术性的、

能产生教与学相互作用的教学活动。 
从整体上看，学校体育学把体育教学作为一种方式和手段；从张学忠的角度来看，把体育教学作为

一种活动形式；从毛振明的角度来看，把体育教学法看作是一种教育活动。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分析，本文将体育教学方法的概念定义为：教师和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所进行

的一系列活动、方式、手段和教学活动的总和。 

3. 优化初中体育教学方法的必要性 

初中体育教学方法的多元化是人才培养视野下社会发展的一种教育观念[6]。教师要对初中体育教学

方法进行持续的改革，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才能达到体育教学的效果，进而提高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

多元教学方法要与多元智力理论相结合，形成阶梯式教学目标。体育教学方法选择的目的是为了科学的

组织教学，轻松地完成教学任务，促进学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也是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材特

点、场地器材等教学因素之间的结合或联系方式[7]。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的分类，尊重他们的个性，了解他们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背景，

这样才能提高教学的价值。在教学满意度、教学收获、教学兴趣、教学质量等方面采用多元化教学方

法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实施多种形式的体育教学方法可以使学校体育教学得到更大的

发展[8]。 

3.1. 满足初中学生多元个性的需要 

初中体育教学的内容是建立在运动与身体素质的基础上，如在体育课前进行体操、跑步等热身运

动，这样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极大地压缩了学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造成了学生思维的僵化，不能与

老师和同学进行有效的沟通；又使得它失去了独特性，有悖于目前的教学目标，与素质教育的要求相

去甚远。 
在初中体育课上，要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让他们可以更好地在运动中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进而

提升体育教学的效果，使体育教学更好地适应初中学生个性的多元化。 

3.2. 学生是体育教学的主体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是核心，教师起辅导作用。要做到“学”与“教”相结合，在我国现有的教育

制度下，要加强对学生主体的重视[9]。 
因此，必须改革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使之适应学生的需求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交流[10]。真正科学

的体育教学方法，应该是让学生积极地接受知识，以学生为主体，以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既能对学生

的身体素质进行锻炼，又能对他们的思维能力进行培养。在体育教学中，不仅要有基本的教学内容，还

要有多元的教学内容，以此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11]。 

4. 改善初中体育教学方法的实施对策 

4.1. 改进体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现如今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更好适应新课改的要求。教学是一个师生共同探索的过

程，有了教就有了学，因此要给学生充足的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索的时间[12]。例如，老师发放一组照片给

学生，让学生自己模仿，自己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姿势或者学生们也可以互相讨论、互相指导，老师也可

以为他们解答疑惑。这种探索性的教学方法还可以用于提问，例如，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在接力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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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接棒最快最稳？让同学们自己想一想，然后主动地说出来。 
学校和体育教师应当对体育教学给予足够的关注，采用更高效的教学内容，更新教学观念，采用更

科学的教学方法，遵循初中生的身体发育情况，制定适宜学生身体素质的体育教学内容，让学生主动参

加体育练习，遵循以健康为主的教学原则，营造阳光的体育活动氛围。 

4.2. 营造和谐的体育课堂教学氛围 

要保证每个地区的体育教学活动都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将教学的方法

内容与地域特点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因人而异的效果[13]。同时，因地制宜选取教学方法还可以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保证他们将所学到的运动技巧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 
作为教师还要关注学生的课外体育生活，使学生养成每天运动的习惯，形成强身健体的意识。如教

师可以在校园内举办篮球、乒乓球等球类比赛，或者跳绳、踢毽子比赛，通过一定的竞技比赛，刺激学

生的好胜心、荣誉感，从而提升学生的体育技能。 

4.3. 实施差异化教学，因材施教 

在体育项目上，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感受，例如：男生倾向于打篮球，而女生更倾向于跳绳。除了

性别的不同之外，学生在运动兴趣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学

生，实施不同的教学。如果学生参加的是自己不喜欢的运动，他们就会感到厌倦，这样不利于学生更好

地进行体育锻炼，也不能让体育课堂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基于此，有必要根据学生的体育偏好，对他们进行具体的安排。体育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

把喜欢同一运动项目的同学分成一组，使他们从自己所喜爱的运动中获得乐趣。这样做对学生之间的感

情交流也有好处，能够让学生之间友善和谐相处，建立良好的友谊[14]。 

4.4. 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线上 APP 开始被教师广泛的运用，许多学生由于并没有参与

过体育课的线上教学，更可以很大程度的激发起学生的积极性与好奇心[15]。因此，体育教师要意识到信

息技术的媒介作用，要用实际行动去发掘信息技术，充分发挥体育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的积极影响和信息

技术的多功能性。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以直观形象的方式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体育学科的魅力，培养

学生的体育精神，在新时期开出精彩的初中体育课堂。 
因此，学校体育教师在进行教学中，可以多引入一些线上的教学 APP，既有教学性质，也有娱乐性

质，使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越来越高。并且这些 APP 还有着“打卡”的功能，学生可以通过这一指标

来养成定时运动的习惯，培养终身体育的观念，教师也可以通过这一系统对学生进行监督与指导。另外

体育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们在课堂上观看一些体育比赛，让学生们去看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或者是

其他的田径比赛，让学生们体会到运动员们在赛场上的努力拼搏、团结合作的精神，还有运动员们为国

家争光的勇气，通过这些典型的人物来影响和感染学生，从而培养出学生们的体育精神。 

4.5. 开展小组活动，彰显学生主体地位 

自从新课改中提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以来，小组合作法就得到了许多教师的广泛认同，因

为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学习，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6]。 
基于此，体育教师要始终抱着为学生发展考虑的教学态度，运用小组合作的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在和谐的课堂氛围下完成提高初中体育教学质量的任务[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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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注重游戏教学，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都觉得游戏会影响到学生的发展，因此忽视了游戏教学方法。然而，

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游戏教学法得到了越来越多教师的认可。初中体育教师的教学观念也应发生巨

大转变，应当意识到在体育课堂教学实践中将游戏教学法与之体育课堂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课堂质量[18]。 
因此，体育教师要重视游戏教学法，将游戏与体育教学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从而提高初

中体育课堂教学效率。 

4.7. 完善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作为学校教育的主体，体育教师首先应当从思想意识上提高对于教育工作的重视，还需选择性

的针对自身的薄弱点进行系统的学习[19]。学校也要加强体育教师进行外出培训、交流的机会，使教师在

入职后可以形成自己的教师学习组织，从而整体提高体育教师的职业素养及体育技能的掌握。定期组织

体育教师到高校进行学习培训，这样可以使体育教师学习更多的前沿知识。 
加强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使教师可以自主分析自身在教学中的行为不足，从而加以改正。在反思

的过程中，教师不仅需要冲破自身对于老旧教学思想的堡垒，更需要积极勇敢的面对自身的不足，以此

提升教师的教学反思能力和培养反思型教师[20]。 

5. 结论 

综上所述，初中体育教学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时代的体育教学要根据当前的教学模式进行改

革，采取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方法，它既能满足中考体育的要求，又能促进其学生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

体育教师需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从而提高体育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所以，

在体育课堂上，我们要突破传统单一的教学方式，采取多种体育教学方法，让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锻炼身体，保持身心健康；采用差异化教学、游戏教学等方法来改变学生对体育课堂的看法，指导学生

进行正确的体育运动，来提升学生对体育的兴趣，让学生们上好体育课，让体育课充分发挥出它的价值。

教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和体育技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运动知识和运动技能，为推动五育并举

这一策略的良性发展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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