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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新课程改革的发展为背景，体育教学为研究目标，并以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为文章结构，阐述出

新课程标准下的体育教学，体育教师素质提高的关键点，并总结出新课标形势下体育教学是以促进学生

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健康体育”、“人文体育”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新课标，体育教学，趣味性 
 

 

Focusing on Physical Education Core  
Literacy, Exploring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Yuan Meng1, Xuejun He1, Yi Su2, Liang Chen1 
1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Huangchenggen Primary School, Beijing 
2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stitute, Beijing 
 
Received: Sep. 29th, 2024; accepted: Oct. 24th, 2024; published: Oct. 30th,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s the background, physical edu-
cation teaching as the research goal, and searching for problems and solving problems as the struc-
ture of the article, it describes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e key poin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
ment trend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which is to promote 
students’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Health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uma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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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行和实施，体育与健康课的道路发展也是我们体育教师努力实践的过程。体育教

育是基于一些教学技能进行的简单而有效的情景体育教学。然而，在中小学的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的

热情、主动性和创造力通常并不够强。如今，我们呼吁将学生作为主体，体育教师们应该提高自身素质、

并且要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增强，在不断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真正实现新课标新理念下

的体育教学。 
在新课程标准的提出下，体育教师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需要付出努力去学习新课标，优化体育课

程。因此，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是这篇文章的核心。贾亮在《指向素养下的小学体育大单元教学

设计与实施》一文中提出：大单元教学以统一教学为出发点，通过对小学体育课程核心内容的整体理解

为目标的教学模式设计，能突出体育内容本质和教学目标的初衷，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1]。本次课

程改革是在保证大单元教学前提下，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健康，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课标将运

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设为三个目标，同时在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领域建立了课程结

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健康运动的行为和习惯，在整个课程实施过

程中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新课标要求教师关注学生的三个方面，长期发展新的健康(身体、心理和社会

健康适应)，不能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来获得运动成绩，也不能忽视心理健康或社会适应。学生通过学

习体育课程来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例如：“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如何合作，学习如何沟通，学习如何生

存。”真正让他们适应社会和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帮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练，进行趣味性体育的学

习，也是我们教育的理想起点。 

2. 新课标改革背景体育趣味性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新课标改革的落地和实施，学校对于体育的教学也是得到了极大的重视，教学的成效也随

之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教育的理念也随之得到切实的贯彻。少年强则

国强，我们虽是大国也是一个人口的大国，但却不是一个体育的强国，全民的体育意识和素质在逐年增

长，新课标提出小学的体育课程内容设定要以：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

科主题学习为主，更多的指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兴趣是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得从小开始抓起，

尤其重要的是学校应加强对小学体育知识教育的高度重视，老师们也可以在学校的体育知识课堂中适当

地添加一些体育游戏的内容和环节，将日常生活体育游戏中的走、跑、投、跳稍加合理的改变后运用起

来，融入体育的活动和游戏中，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是更好的充分激发了学生们的体育学习动力和兴趣，

也更好地能使学生们达到事半功倍的体育教育效果。随着我国小学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我国全民综合

体育的快速推进和发展，体育课程对于游戏这个体育项目的教学趣味性和效果较好。而且学校开展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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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游戏项目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高度重视与广泛关注，因此被广泛地研究和应用，推广到了小学体育

的课程中来。体育作为一门具有健身性的学科，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的体育课要学生走出家庭和学校的

运动场，且与教师和学生的课余闲暇时间，体育活动、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的生活等紧密结合在一起，

利用一切都可以充分利用的体育资源，是对现代小学体育课程教学发展的重要理念和要求。体育游戏不

仅仅只是小学体育课程教学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之一，也是开展学生课余运动锻炼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在

体育教学中充分运用好的游戏机在客观上可以充分激发教师和学生的课余学习运动兴趣，同时可以帮助

学生提高体育锻炼的效率[2]。 
在小学体育课中，游戏是对学生最具吸引力的资源。一般来说，学生是 7 岁至 12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这个年龄组的学生很爱动，很活跃，不知疲倦，就像新事物一样。因此，老师应该在体育教学中添加游

戏环节，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感到快乐，以传统的由老师领导和指导的教学方式取代传统的由我领导的

教学方式。在新课改背景下，小学体育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体育教学内容与游

戏手段相结合，迎合小学生的“口味”，用充满趣味化、参与性的体育游戏来吸引学生参与，这必然会显

著提升体育教学质量。作为体育教师，应该不断更新教育理念，使游戏教学逐渐走向完善[3]。 

3. 趣味性教学对小学体育教学的积极作用 

3.1. 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通过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学生才能充分发挥自我主动学习的作用，从

而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性。通过有效的应用，它可以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关注课堂教学，让学

生深入了解体育给他们带来的乐趣。创造性思维是创新能力的本质。因此，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师必须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这是教育的本质。这要求小学体育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积极创新教学

方法和想法，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了解教育课程身体和其他人际关系主题，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和

效率。 

3.2.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朱雅萍在《新课标下小学体育教学中合作学习策略》一文中提出：在新课标的改革过程中，教育活

动强调以人为本，倡导自主合作以及探究[4]。因此，小学体育教师必须严格按照实际教学过程中的新课

程，尊重学生的主要地位，确定指导角色。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积极开展基于

学生利益的教学，营造氛围有利于学生学习，从而改变学生对学习的态度，鼓励学生从被动学习中积极

学习，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5]。此外，教师应在学习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沟通教学。只有这样，学生

才能及时控制实际学习，然后根据情况进行。学生调整教学计划以确保有效教学。 

3.3. 有效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由于学生思维非常活跃，他们对新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但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因此，小学体育教

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的特点，充分意识到学生的重要性，从而确定在新课程标准和学生心

理发展要求的指导下教师应鼓励学生独立学习和练习，并不断尝试体育方面的新项目例如根据自己的喜

好准备创新的锻炼和游戏，这样学生就可以充分利用想象力并将其付诸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效率和创

新能力[6]。 

3.4. 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 

目前，大多数小学体育比赛都需要学生团队完成比赛。新课程标准还鼓励教师在游戏中使用协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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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注意团结同学和合作精神。因此，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有趣的想法。这种教学理念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作能力。在比赛过程中，团队合作非常重要。在小组课中，体育教师必须

抓住实际机会，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监督和鼓励学生总结相关经验和实践规则，促进学生思维

发展[7]。 

4. 小学体育课中对新课标的理解 

4.1. 对新课标的理解 

现出行了《新课程标准》，将教学目标确立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并在课程设置中提

出大单元教学，相应的新课程教学方法的选择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的课程理念为指导，并强调关注学

生个体差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小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8]。从而越来越多的学生像我一样

喜欢上课。如何使用良好的教学方法教学，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训练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能力，提

高教育效率，使学生能够建立“终身运动”意识，实现健身目标环境中的新方法，我们希望通过努力实

现的目标[9]。 

4.2. 小学体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在教学不断发展的今天，体育教学所要坚持的发展路线是值得所有体育教育工作者努力的，而现实

中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在旧的教学观念的影响下并没有新的发展，而新课程改革的出现，给了我们体育教

学一个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发展趋势，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4.2.1. 体育教学模式封闭 
体育教学模式主要表现在：1) 教学目标单一，知识传授以课本为主；2) 教学方式单一，教师教学生

学的被动教学模式；例如：笔者在一所小学进行了一堂跨越式跳高课的课程讲解，全班 43 人，教师提出

两种教学方案让学生自己来选择：1) 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2) 让学生依照老师事先设计好的场地进行

练习找出问题，然后共同讨论。而选择第一种方案的有 8 人，占本班的 16.7%，可以看出，这种旧模式的

教学方法还是一部分同学的首选，这部分同学的表现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4.2.2. 创新能力得不到重视 
大家都知道“摩登时代”卓别林的工人形象，以及在中国孔乙己等人物的悲惨命运。在当今的教育

环境下，我们的教育或者是环境不会造就出这样的人物，但是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关心孩子们最直接的就

是考了多少分、第几名。虽然在快乐的体育教学中与分数没有太直接的联系，但在新课标形势下的素质

教育中，让学生们学习更多更广泛的体育知识、技能，为“终身体育”、“快乐体育”打下最为坚实的基

础，这才是素质教育的发展的需要[10]。 

4.2.3. 师生之间的交流贫乏 
笔者曾对部分中小学学生进行调查，对比；其中发现，小学五、六年级和中学初一、初二在学习激

情上就有明显的区别。年级越小在课堂上对老师的提问更多，练习也更积极，相对而言，高年级的同学

的惰性要高得多，思想也不够积极。 
所以在一堂课中，有了师生活跃的教与学，教师的提问学生积极的回答，让学生示范，学生积极，

其他同学相互鼓劲，教师和学生都处在主动的状态，这样的课堂才是有生气的课堂，才是发展的课堂。

这在无形当中就使教学效率有了提高。反之，相对于师生间没有默契的配合，教学暮气沉沉，教学就会

停滞不前，对学生的体育知识教育和课堂教学起着消极作用。这样的教学，学生们的创新思维得不到发

展，教师也不能有所提高，不利于体育教学效率的提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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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出现的问题表明一段时期出现的不利于教学的问题会使很多学生受到影响，作为体育教师的我

们一定要找到出现问题的因素，通过大家的努力共同解决体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5. 新课标形势下小学体育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5.1. 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新课标中，提出强化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主体地位的内容。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应该尝

试理解学生的体育爱好和兴趣，在体育内容中，努力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学生的身心需求，从而真正实

现体育教学目标。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游戏和小组活动中，教师参与协调和组织。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联合活动将使更加活跃和谐的课堂氛围，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练习运动技能的热情，还可以使教学

效果更加明显[12]。 
例如，在“防洪救灾”游戏中，老师们一起创造洪水状态，为一群学生提供相应的“防洪”材料：沙

袋(海绵枕头、球等)。救济物品：粮食(羽毛球、空盒子等)，至于“防洪”或“救灾”优先事项，如何“防

洪”，如何“救灾”，学生可以发挥想象力尽情讨论，并对他们的观点并提出合理的建议，积极思考和自

主活动，学生不仅可以体育锻炼，也是很好的思维训练机会。 

5.2. 教师在体育课教学中的知识化、公开化，实现学科融合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化，体育教育应关注创新、知识、社会和未来。教师除了专注于教学，更应优

先考虑以学生为主体的尝试教学。教师应该高度重视科学研究、教学和研究。教师应该让学生在活动中

关注学科融合，综合学习知识，并根据学生特点安排课程内容身心、兴趣和目标水平。我们应该注重合

作与互助，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运动能力，然后根据学习材料的需要选择场所和设备。在课堂上，给学

生更多自己思考团队协作的空间，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终身体育奠定了基础。体育教育不

仅应该开放教学理念，还应该开放体育活动的内容，因为体育活动的特点应该是多样性和合作性的。训

练、促进健康和促进健康的乐趣和智慧[13]。 
“作为一名教师，你有巨大的力量让孩子们快乐和痛苦。你可以成为制造痛苦的工具，也可以成为

灵感。”[14]教师的素质和正确的使用方法意味着教学的成功。就像体育老师一样，提高教育质量是发展

体育的重要先决条件[15]。根据新课程标准，在这个课程改革、教学和创新的时代，我们应该随着时间的

推移向前迈进： 
1. 坚持“健康第一”和“快乐体育”是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2. 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3. 专注于学生发展，我们非常重视主要中心的学生。 
4. 关注个人差异和不同需求，确保每个学生都能从中受益。 
这些是体育教师的期望，也是所有教师的共同愿望，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6. 结论及建议 

实施优质教育为学校发展体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如今，人们不仅将体育视为优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还将体育视为发展体育的重要手段。优质教育手段在从以教育为导向的考试向全面发展教育过渡

的过程中，体育学校作为实施优质教育的起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表明体育教育在体育学校的成功

中起着关键作用。 
然而，在实施新课程标准下进行教学时，我们应该注意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努力

创造一个鼓励学生独立探索和研究差异的学习环境，从而营造一种氛围。学生可以自由表达原始观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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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激烈讨论的教室。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并注意方法的灵活性。在“健康第

一”的体育目标下，在“人文体育”的教学环境中，感受体育教学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真正体会在新课标

的形势下，成功的体育教学给我们老师、学生带来的发展潜力。我们相信有老师纯洁、率直、诚恳、的教

学态度，充满求知欲的广大学生们一定会和老师一起在快乐、健康的体育课堂上去感受那一份属于我们

的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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