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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体育游戏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作用分析 
◆李明亮 

（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保安镇中心小学  726115） 

 
摘要：体育游戏是体育互动中的重要一环，体育的很多项目内容都融合

了游戏的场景，使得学生在体育的互动中兴趣更浓，体育的活动更加能

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强化学生的认知能力，营造出轻松的课堂互动氛

围，学生的体育习惯逐渐形成，体育的游戏内容与游戏的场景都应符合

学生不同学龄段的认知习惯，使得学生从一个熟悉的视角展开游戏，均

衡的体现各自的优势，形成体育的信心，热爱体育并乐此不疲的参与体

育任务，实现小学体育教学的素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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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游戏渗透到体育的教学中，能够让学生集体参与，每一

个人都在游戏中找到乐趣，使得学生对体育充满期待，积极的参
与到体育的运动中，持续化的推进体育项目，以主观能动性的调
配激发学生的潜能，体育的游戏应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填充体育
教学的趣味性，学生由被动转化为主动，积极的参与体育的运动，
整个人焕发着童年的热情，天真无邪的在游戏中吸收知识，汲取
智慧的营养，持续化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不断的新鲜视角体
验，调动学生的体育自主积极性，为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养成做
好铺垫。 

一、小学体育游戏的特点分析  
1.教育性 
体育游戏不仅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全神贯注的

参与运动，实现预期的体育运动效果，还能够针对学生的精神意
识进行引导，在不同的体育游戏中，锻炼的目标也不同，跑步考
验的是耐力、竞赛考验的是合作默契，在不同的体育游戏中，教
师可合理的融合德育与情感教育，使得体育活动的意义更强。  

2.健身性 
体育活动常常让学生感到枯燥和疲累，而游戏以学生的兴趣

牵引，使得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能够持续化的推进活动，不喊
累不喊苦，课后还积极的参与体育的讨论，更有利于学生的健身。  

3.趣味性  
体育的游戏趣味性较强，学生在参与体育的活动时，教师应

结合学生的兴趣点，让学生从自己喜欢的视域出发，这样可以极
大的激发学生的潜能。对于小学生而言，不应该过多的制定游戏
规则，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兴趣，做到寓教于乐，培养学
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  

二、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1.培养学生的兴趣  
依据《体育课程标准》和学校的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考虑到年龄特征，自由进行选择。教师可以
把一些贴近生活、娱乐性、趣味性强的、学生喜闻乐见项目纳入
到教材中来，使学习与生活联系起来，给体育教学注入新的活力。
大教育家孔子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体育需要，注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
如在准备部分的热身练习中，可以设计几个简单的小游戏，如抢
拍背、踩影子，或者是热身跑中的叫号成团，都能快速释放学生
情绪，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为动作技术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又如，在折返跑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在练习中安插了拨号游戏，
利用简单的几块标有数字的垫子，就赋予单调的折返跑练习更多
的想象空间。 

2.利于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在体育教学中往往会因为一些体育技能的特殊性而影响到

学生的心理状况，使得部分学生或多或少的具有一些心理上的问
题，比如：焦虑心理、害怕心理、孤独心理、反感心理等，其形
成的原因主要有心理和心理、体质和学习成绩以及不良个性心理
等方面的缺陷。如有的学生身材矮小、肥胖、体弱或有某些方面
的残疾等，他们在练习中因怕做不好动作被别的同学讥笑而产生
对运动的恐惧感，导致心理失衡，或怨天尤人，或自暴自弃，从

而造成较重的心理负担。针对这些学生心理问题，利用体育游戏
进行教学，可以很好地起到促进作用。因为体育游戏具有均衡性
和易行性，可以减少学生对运动的恐惧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同时，由于体育游戏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可以让学生在很放松的
心态下进行体育锻炼，促进他们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发展。  

3.品德教育  
思想品德是四有之首，没有好的思想品德，其他的教育都是

徒劳。教育的宗旨在于育人，忽视了品德的培养，便失去了教育
的意义。孩子由于世界观还没有形成，思想可塑性较大。这就要
求用品德教育贯穿游戏之中。用特定的角色规范孩子的言行，让
他们有责任感及正义感。如游戏《老鹰捉小鸡》，设计了群鸡搏
斗老鹰的场景，大家通过集体合作，共同打败老鹰。孩子们在游
戏中可以学会认识凶残的敌人，认识集体的力量，还可以知道团
结互助的好处。体育游戏内容健康，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孩子
们培养了高尚的情操。又如例如在“穿城门”游戏中，教师的目
的就是要培养游戏者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游戏中，要求
游戏者服从组长的安排，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能使游戏者在
轻松愉快的游戏中受到集体主义教育。  

4.教学内容形式多变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我们通常是采用教材上的游戏作为其主

要的教学和训练手段。我觉得教材游戏与创编相结合更可取，改
编后更适应自己学生的需求，改编后更能体现体育教学课堂的需
要。游戏的活动形式很多，通过变幻游戏方法，追求相同游戏不
同形式或不同玩法，最终达到共同目标的目的。又如《快快跳起
来》是比较常见的游戏，有的老师采用圆形的组织形式，一位同
学在圆心用一根竹棒作圆形转动，其他同学在圆周线上看到竹棒
快到身边马上跳起；有的采用纵队的组织形式，两位同学拿绳子
的两端，从前往后拉动绳子，其他同学依次跳起；有的采用横队
的组织形式，两位同学拿绳子的两端原地不停抖动绳子形似蛇
形，其他同学看准绳子的位置跳起跑过绳子；有的采用时钟走的
组织形式等等。无论采用什么形式，目的是让学生快乐的玩起来，
快快跳起来，提高学生反应能力，达到教学的目的。 

结语：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推广游戏教学，既让体育活动变得更加丰

富，也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更好的帮助教师
完成教学任务。游戏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教学手段，建议广大体育
教育工作者根据小学生的特点，合理科学地运用体育游戏。在体
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创编新的体育游戏，注重实效，大胆创新，提
高体育游戏的质量，使体育游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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